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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教师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方法 用症状自评量表、大五人格问卷和简易应

对方式问卷对某国有企业集团所属学校的 309名教师进行测查 ,用方差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统计分

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教师 SCL290总分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得分分

别为 : 139. 09 ±36. 18, 1. 61 ±0. 51, 1. 72 ±0. 49, 1. 63 ±0. 51, 1. 50 ±0. 46, 1. 57 ±0. 54, 1. 29 ±0. 37, 1. 56 ±

0. 50, 1. 38 ±0. 39,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女教师、31～40岁的教师得分较高 ;不同学历教师的得分无显著差

异 ;神经质进入 SCL290总分及所有因子的回归模型。结论 教师的心理健康低于一般人群 ;神经质对教

师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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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eachers. M ethods 309

teachers samp led from a group corporate evaluated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p ing styles

with SCL290, NEO2FF I and SCSQ. Results The score of somatization, compulsive, dep ressive, anxious, hostile,

phobic, paranoid ideation, p sychotic and total of SCL290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 were 139. 09

±36. 18, 1. 61 ±0. 51, 1. 72 ±0. 49, 1. 63 ±0. 51, 1. 50 ±0. 46, 1. 57 ±0. 54, 1. 29 ±0. 37, 1. 56 ±0. 50, 1. 38

±0. 39, Group s of different educated level have no difference on score. Neuroticism was entered to regression e2
quation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eachers’mental health was quite low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euro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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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

智能的发展 ,而且影响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品德的

形成和人格的塑造。因此 ,了解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及影响因素 ,对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促进教育质量

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调查从 2002年 5月开始至 6月结束 ,对某大型

企业集团所属学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共抽取 2

所中学的 309名教职人员为研究对象 ,按标准化程序

开展现场调查。其中男性 137人 ,女性 172人 ;年龄分

布为 20～30岁 55人 , 31～40岁 119人 , 41～50岁 83

人 , 51～60岁 52人 ;文化程度分布为专科以下 53人 ,

专科 138人 ,本科及以上 118人。

二、测量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 ( SCL290 ) [ 1 ]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SCSQ) [ 2 ] ,大五人格简式自评量表 [ 3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0. 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

并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一、教师 SCL290的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教师 SCL2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

模 [ 4 ]
,且差异显著 (表 1)。

二、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比较 (表 2)

11性别差异 :男教师的 SCL290总分及躯体化、恐

怖等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女教师。

21年龄差异 : 31～40岁教师的总分及人际、抑郁、

焦虑、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31文化程度差异 :不同文化程度教师的心理健康

差异无显著性。

三、教师心理健康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表 3)

以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为自变量 , SCL290总分及

各因子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

神经质进入 SCL290总分及所有因子的回归方程 ;消极

应对进入焦虑的回归方程。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师 SCL2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

均高于全国常模 ,与已有的结果相似 [ 5 ] ,这说明教师

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一般人群。分析原因 ,除了

与升学率压力、繁重的教学任务、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及

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因素有关外 ,可能还与外界对

教师的过高要求有直接关系。

结果显示女教师的 SCL290总分及躯体化、恐怖因

子得分显著高于男教师 ,与已有的结果相似 [ 6 ]
,可能

与女性比男性更为敏感 ,体力不如男性 ,“家庭事业兼

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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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师 SCL290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分 , x ±s )

项目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SCL290总分

教师 ( n = 309) 1. 61 ±0. 51 1. 72 ±0. 49 1. 60 ±0. 48 1. 63 ±0. 51 1. 50 ±0. 46 1. 57 ±0. 54 1. 29 ±0. 37 1. 56 ±0. 50 1. 38 ±0. 39 139. 09 ±36. 18

常模 ( n = 1 388) 1. 37 ±0. 48 1. 62 ±0. 58 1. 65 ±0. 61 1. 50 ±0. 59 1. 39 ±0. 43 1. 46 ±0. 55 1. 23 ±0. 41 1. 43 ±0. 57 1. 29 ±0. 42 129. 96 ±38. 76

t值 26. 29 32. 53 38. 20 29. 86 34. 16 28. 98 44. 84 30. 37 41. 03 39. 29

P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表 2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比较 (分 , x ±s )

项目

性别

男

( n = 137)

女

( n = 172)
F值

文化程度

专科以下

( n = 53)

专科

( n = 138)

本科及以上

( n = 118)
F值

SCL290总 134. 46 ±35. 87 143. 03 ±35. 99 4. 323 129. 68 ±27. 99 138. 36 ±34. 58 144. 16 ±40. 39 3. 02

躯体化 1. 52 ±0. 48 1. 68 ±0. 52 8. 153 3 1. 56 ±0. 48 1. 64 ±0. 51 1. 59 ±0. 52 0. 51

强迫 1. 68 ±0. 51 1. 75 ±0. 47 1. 95 1. 64 ±0. 44 1. 74 ±0. 48 1. 73 ±0. 51 0. 85

人际 1. 55 ±0. 49 1. 64 ±0. 47 2. 68 1. 47 ±0. 39 1. 60 ±0. 46 1. 68 ±0. 53 3. 553

抑郁 1. 57 ±0. 49 1. 68 ±0. 53 3. 74 1. 48 ±0. 39 1. 60 ±0. 47 1. 73 ±0. 59 4. 883 3

焦虑 1. 45 ±0. 47 1. 54 ±0. 45 3. 11 1. 35 ±0. 33 1. 47 ±0. 42 1. 60 ±0. 52 6. 243 3

敌对 1. 54 ±0. 49 1. 60 ±0. 57 0. 89 1. 47 ±0. 45 1. 55 ±0. 53 1. 64 ±0. 58 2. 02

恐怖 1. 21 ±0. 32 1. 36 ±0. 39 11. 493 3 1. 28 ±0. 30 1. 27 ±0. 38 1. 33 ±0. 38 0. 79

偏执 1. 55 ±0. 50 1. 51 ±0. 51 0. 13 1. 40 ±0. 37 1. 53 ±0. 45 1. 67 ±0. 58 6. 083 3

精神病性 1. 34 ±0. 39 1. 40 ±0. 38 1. 67 1. 26 ±0. 27 1. 35 ±0. 37 1. 45 ±0. 44 5. 013 3

续表 2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比较 (分 , x ±s )

项目

年龄

20～30

( n = 55)

31～40

( n = 119)

41～50

( n = 83)

51～60

( n = 52)
F值

SCL290总 141. 76 ±4. 93 145. 29 ±38. 75 128. 59 ±25. 65 139. 81 ±42. 20 3. 703

躯体化 1. 53 ±0. 44 1. 67 ±0. 53 1. 51 ±0. 40 1. 71 ±0. 63 2. 823

强迫 1. 79 ±0. 42 1. 76 ±0. 54 1. 62 ±0. 38 1. 71 ±0. 58 1. 82

人际 1. 68 ±0. 50 1. 69 ±0. 48 1. 46 ±0. 38 1. 56 ±0. 55 4. 583 3

抑郁 1. 69 ±0. 50 1. 70 ±0. 56 1. 51 ±0. 40 1. 60 ±0. 54 2. 783

焦虑 1. 55 ±0. 41 1. 59 ±0. 51 1. 35 ±0. 33 1. 49 ±0. 51 4. 853 3

敌对 1. 63 ±0. 60 1. 64 ±0. 56 1. 44 ±0. 40 1. 57 ±0. 60 2. 58

恐怖 1. 31 ±0. 36 1. 33 ±0. 40 1. 21 ±0. 25 1. 32 ±0. 43 1. 95

偏执 1. 62 ±0. 49 1. 65 ±0. 51 1. 41 ±0. 41 1. 58 ±0. 57 3. 893 3

精神病性 1. 44 ±0. 42 1. 46 ±0. 41 1. 24 ±0. 24 1. 34 ±0. 46 6. 033 3

注 : 3 P < 0. 05, 3 3 P < 0. 01

的心理矛盾冲突大于男性有关。不同年龄组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 ,其中 31～40岁年龄组的情况最差 ,可能是

因为这个年龄组的教师大多是业务骨干 ,同时又是家

庭的顶梁柱 ,负担较重 ,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有研究表明 , SCL290各项分数均与神经质个性特

征显著相关 [ 7 ]。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神经质人格特

征进入 SCL290总分及所有因子的回归方程。这说明

神经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同时也说明个性

可能是影响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应激中介因素 ,相同

的应激事件可能因个性的不同而使个体采取不同的应

对方式 ,最后对健康产生不同影响。因此 ,教师应注重

自身人格的培养和塑造 ,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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