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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福州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罗香群，彭　妤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采用ＳＣＬ－９０症状自评量表，对福州市６所幼儿园的１５１名幼儿教师进行测试，探讨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结果表

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成人常模；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强迫症状、抑郁、躯体化；公办园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民办园幼儿教师；不同学历、不同年龄、不同月收入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差别不显著；教龄高的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教龄低的幼儿教师；对自己的收入越满意、对职业越喜欢、职业满意度越高、职业幸福感越高，则心理

健康水平倾向于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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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幼儿教师队伍迅速

扩大，人员结构复杂化的今天，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如何，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已有研究表

明，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题与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

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

况越差，儿童的行为问题越多［１］。近年来，有关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不断增多，但福建省

还没有相关的调查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福

州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症结，对幼儿教

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福州市６所幼儿园为单位，整群抽取

１６０名教师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１６０份，回收问

卷１５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５１份，问卷回收率为

９７．４％。

（二）研究工具

１．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学前教育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为教师基本信息，包括所在园的性质、年龄、教龄、学

历、月收入、收入满意度、职业喜欢度、职业满意度、

职业幸福感、工作困惑、心理调适能力等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为国内通用的ＳＣＬ－９０症状自评量表，该

量表共９０个项目，分为９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每个项目按１－５分评分（无＝１分，轻度

＝２分，中度＝３分，偏重＝４分，严重＝５分），得分

越高，表明该因子的症状水平越高。

２．访谈

本研究使用自编访谈提纲，随机抽取幼儿园园

长和幼儿教师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工作现

状、对职业的认同度、幼儿园体制和幼儿教师自身调

适情况等内容。

（三）统计学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ｔ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狓
－

±狊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福州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成人

常模的比较

将ＳＣＬ－９０得分与全国成人常模
［２］进行比较，

了解福州市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见表１。

表１　福州市幼儿教师与全国成人常模各

因子的差异比较（狓
－

±狊）

因子名称
幼儿教师

（ｎ＝１５１）

全国成人常模

（ｎ＝１３８８）
ｔ值 Ｐ值

躯体化 １．６４±０．６８１．３７±０．４８ ４．９６６ ０．０００

强迫症状 １．９２±０．７７１．６２±０．５８ ４．７８５ ０．０００

人际关系敏感１．５８±０．６３１．６５±０．５１ －１．３１８ ０．１８９

抑郁 １．６６±０．７１１．５０±０．５９ ２．８９４ ０．００４

焦虑 １．５３±０．６３１．３９±０．４３ ２．８７１ ０．００５

敌对 １．６２±０．６９１．４６±０．５６ ２．４８１ ０．０１４

恐怖 １．３３±０．５１１．２３±０．４１ ２．５６１ ０．０１１

偏执 １．４９±０．６０１．４３±０．５７ １．２８１ ０．２０２

精神病性 １．４３±０．５３１．２９±０．４２ ３．３１８ ０．００１

采用单样本Ｔ检验，由表１可以看出，幼儿教

师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

病性等七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全国成人常模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人际关系敏感和偏执这

两个因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二）福州市幼儿教师的心理问题检出率

参照有关标准，ＳＣＬ－９０各因子中只要有一个

因子的得分大于等于３分，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以

上的心理健康问题。福州市幼儿教师各因子中度以

上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排前三位的由高到低依次是

强迫症１１．９％、抑郁８．６％、躯体化７．９％，结果见

表２。

表２　因子分≥３的人数与检出率和排序

因子名称 人数 百分比 排序

躯体化 １２ ７．９ ３

强迫症状 １８ １１．９ １

人际关系敏感 ７ ４．６ ６

抑郁 １３ ８．６ ２

焦虑 ８ ５．２ ５

敌对 １０ ６．６ ４

恐怖 ４ ２．６ ７

偏执 ７ ４．６ ６

精神病性 ４ ２．６ ７

（三）公办园与民办园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

比较分析

表３　公办园与民办园幼儿教师在ＳＣＬ－９０各因子

上的得分差异比较（狓
－

±狊）

因子名称
公办园

（ｎ＝８６）

民办园

（ｎ＝６５）
ｔ值 Ｐ值

躯体化 １．７２±０．７２１．５３±０．６０ １．７２６ ０．０８６

强迫症状 ２．０６±０．８４１．７３±０．６４ ２．６８０ ０．００８

人际关系敏感１．６７±０．７２１．４５±０．４６ ２．３３８ ０．０２１

抑郁 １．７９±０．７６１．５０±０．６２ ２．６０５ ０．０１０

焦虑 １．６３±０．７０１．４０±０．５０ ２．４１３ ０．０１７

敌对 １．７０±０．７２１．５１±０．６４ １．６６２ ０．０９９

恐怖 １．４１±０．５７１．２３±０．３９ ２．３５８ ０．０２０

偏执 １．５９±０．６８１．３６±０．４５ ２．４３２ ０．０１６

精神病性 １．５０±０．５５１．３４±０．４９ １．７７６ ０．０７８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公办园与民办园幼

儿教师在ＳＣＬ－９０各因子上的得分，结果见表３。

可以看出，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恐怖、偏执等六个因子上公办园与民办园幼儿教师

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显示公

办园幼儿教师的得分高于民办园幼儿教师，其余躯

体化、敌对和精神病性等三个因子上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四）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不同月收入的幼儿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分析

经统计分析，在学历差异、年龄差异和月收入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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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等三个方面，ＳＣＬ－９０所有因子上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五）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分析

经过多因素方差分析，由表４可知，在教龄差异

上，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精神病性

等五个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其余因子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事后两两比较表明，在躯体化因子上５年以下

教龄的得分低于６年以上教龄的，在人际关系敏感

因子上３－５年教龄的得分低于６年以上教龄的，在

焦虑因子上５年以下教龄的得分低于１０年以上教

龄的，在敌对因子上５年以下教龄的得分低于６年

以上教龄的，在精神病性因子上５年以下教龄的得

分低于６－１０年教龄的，其它教龄在所有因子上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４　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在ＳＣＬ－９０各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比较（狓
－

±狊）

因子名称 ３年以下（ｎ＝４９） ３－５年（ｎ＝３３） ６－１０年（ｎ＝３１） １０年以上（ｎ＝３８） Ｆ值 Ｐ值

躯体化 １．５０±０．５９ １．４４±０．４１ １．８２±０．７９ １．８４±０．７９ ３．６４５ ０．０１４

强迫症状 １．７５±０．７１ １．８６±０．６２ ２．０２±０．８３ ２．１１±０．８９ １．７９５ ０．１５１

人际关系敏感 １．５１±０．５６ １．３７±０．３３ １．７４±０．７４ １．７１±０．７６ ２．７４７ ０．０４５

抑郁 １．５１±０．６３ １．５３±０．４６ １．８４±０．９１ １．８４±０．７７ ２．５４４ ０．０５８

焦虑 １．４０±０．５１ １．４０±０．３５ １．６２±０．７５ １．７５±０．７８ ２．９４４ ０．０３５

敌对 １．４８±０．５５ １．４５±０．４８ １．７９±０．９３ １．７９±０．７３ ２．８５４ ０．０３９

恐怖 １．２８±０．４１ １．２２±０．３１ １．４１±０．６２ １．４３±０．６４ １．４２８ ０．２３７

偏执 １．４０±０．５５ １．３８±０．４１ １．６１±０．７１ １．５９±０．７０ １．４９３ ０．２１９

精神病性 １．２９±０．３８ １．３０±０．３４ １．６８±０．８０ １．５１±０．４７ ４．４５７ ０．００５

　　（六）收入满意度、职业喜欢度、职业满意度、职

业幸福感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表５　收入满意度 职业喜欢度 职业满意度

职业幸福感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相关系数（ｒ值）

因子名称
收入

满意度

职业

喜好度

职业

满意度

职业

幸福感

躯体化 －０．１７０２
）
－０．１６３２

）
－０．２２５１

）
－０．２３３１

）

强迫症状 －０．２４５１
）
－０．１４１ －０．２３３１

）
－０．２４３１

）

人际关系敏感 －０．１８８２
）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６２

）
－０．２２０１

）

抑郁 －０．２１１１
）
－０．１５９ －０．２４５１

）
－０．２７２１

）

焦虑 －０．１７１２
）
－０．１４４ －０．２３６１

）
－０．２５８１

）

敌对 －０．２６５１
）
－０．２０７２

）
－０．３２７１

）
－０．３０８１

）

恐怖 －０．１６１２
）
－０．１７２２

）
－０．２１３１

）
－０．２４３１

）

偏执 －０．１７７２
）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２１

）

精神病性 －０．１７６２
）
－０．１６２２

）
－０．１８９２

）
－０．３１３１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将收入满意度、职业喜欢度、职业满意度、职业

幸福感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

表５。可以看出，收入满意度、职业幸福感与ＳＣＬ－

９０各因子呈负相关，职业喜欢度与躯体化、敌对、恐

怖和精神病性等四个因子呈负相关，职业满意度除

了偏执因子，与其余八个因子都呈负相关。也就是

说幼儿教师对自己的收入越满意、对幼儿教师这个

职业越喜欢、职业满意度越高、职业幸福感越高，则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得分就越低，即心理健康水平倾

向于越高。

三、小结与讨论

（一）福州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１．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普通成人群体

福州市幼儿教师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等七个因子上的得分都显

著高于全国成人常模，也就是说其心理健康水平比

全国成人平均水平更差。这与２０１５年海南民族地

区［３］、２００９年沈阳市的研究结果一致
［４］，但与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比普通人群好的

结果很不一致［５］。这里必须指出全国成人常模是

１９８６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普通人群

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幼儿教师的

心理健康状况需要从多角度来衡量。

２．幼儿教师在强迫症状、抑郁和躯体化等三个

方面症状突出

心理问题检出率突出体现在强迫症状、抑郁和

躯体化等三个方面，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各不相同，

吕梁市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敌对、抑郁和强迫症状［６］，

民族地区的是强迫症状、敌对、焦虑［３］，青年民办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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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师是恐怖、抑郁、敌对［７］。可见，福州市幼儿教

师的心理健康症状更突出的问题是强迫症状、抑郁

情绪和躯体症状。

３．幼儿教师大多数自评心理调适能力较强

尽管幼儿教师与全国成人常模、过去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的调查相比，心理健康状况更差，但本调查

发现，幼儿教师普遍认为自己心理调适能力较强，选

择非常强的有３．３％、比较强４５％，一般占４６．４％、

只有５．３％的幼儿教师认为自己心理调适能力弱。

（二）不同群体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１．公办园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民办园

幼儿教师

公办园教师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恐怖、偏执等六个因子上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

程度比民办园教师的严重程度显著高，这与一般的

预测不吻合：通常认为民办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

比公办园教师更严重。但与２００９年的一项研究结

果一致［７］。

２．不同学历、不同年龄、不同月收入的幼儿教师

心理健康状况差别不显著

这结果与以往的调查结果不一致［３］［６］，以往的

调查显示学历、年龄段、月收入的不同，幼儿教师在

不同因子上都会有差异。月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

选择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的有５０．３％，３００１－４０００元的

有２９．１％，只有１６．６％的低于２０００元，４％的高于

４０００元。而被调查的幼儿教师在２５岁以下的占

３７．１％，２６－３５岁的占４９％，３６－４５岁的占

１２．６％，４５岁以上的仅占１．３％，由此看来，随着教

龄的增加月收入的悬殊本身并不大。

３．教龄高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教龄低

的幼儿教师

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精神病性

等五个因子上，普遍是５年以下教龄的得分低于６

年或１０年以上教龄的教师，说明教龄高的幼儿教师

心理健康状况普遍差于低教龄的幼儿教师。５年以

下和６年以上教龄的差异显著，而３年以下的与３

－５年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６－１０年与１０年以上差

异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教龄高者分值高”

一致［６］。休伯曼对教师职业生活周期划分的理论解

释到教龄７－２５年的教师处于职业的重新定位期，

这个阶段会出现职业倦怠，因此，教龄高的幼儿教师

呈现出心理健康状况更差的现象。

（三）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调查研究了工资收入满意度、职业喜欢度、满

意度、职业幸福感与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相

关性，结果显示相关度显著，也就是说这四个方面对

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都有影响作用。以往的研

究表明，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有教师

自我期望值偏高和职业倦怠、园内体制不合理、家长

教育观偏智育和社会认可度低［６］。本调查发现不同

工资收入的幼儿教师，其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并不显

著，但是工资收入满意度却与心理健康水平相关度

极高。不难发现，当前幼儿教师的工资收入较低是

客观事实，但这一客观事实并不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而是幼儿教师自身对工资收入满意与否在影响其心

理健康水平。同样的情况，总体上幼儿教师的职业

主观幸福感较高，但是职业幸福感则与心理健康水

平相关度极高，也就是说那一部分对这一职业主观

幸福感低的幼儿教师其心理健康水平就低。这提示

我们促进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以从提高其对

工资收入的正确认识、提高其职业的认同度、培养职

业幸福感等方面入手。

四、对策与建议

本调查还发现，当前幼儿教师在工作方面存在

的困惑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工作任务重６２．９％、

缺少进修机会３５．１％、晋升机会少２７．２％、教学和

科研经费短缺２１．２％、其他（如工资低、压力大、水

平不够）１０．６％、发表论文难９．３％、工作条件差

７．９％、领导不重视５．３％、人际关系紧张２．６％。由

此可见，幼儿教师普遍觉得工作任务重，其次，学习

和晋升的机会少也成为了仅次于工作任务的困惑。

另外，只有２６．５％的幼儿教师没有跳槽意愿，有跳

槽意愿的主要想流向的单位依次是机关单位、其他、

出境、企业、科研单位、国内其他幼儿园等。根据以

上调查结果，特提出加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

几点建议：

（一）切实帮助幼儿教师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政府部门和幼儿园要从教师的实际困难出发，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１）合理安排工作量，减轻工作

压力。（２）适当的给不同年龄段的教师提供进修学

习的机会，切实帮助幼儿教师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获

得更多的成就感。（３）提供一定的教育教学与科研

经费，帮助幼儿教师开展相关研究，顺利进行职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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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４）创设公平的晋升机会，给幼儿教师提供实现

自我的平台。

（二）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对月收入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４３．７％对当

前月收入选择“一般”，２３．２％认为“非常不满意”、

２７．８％认为“比较不满意”，只有４％和１．３％认为

“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幼儿

教师对当前的收入是不满意的，接近一半的幼儿教

师对收入勉强满意，只有５．３％表示满意。除了人

都有对金钱的追求这一客观因素以外，确实跟当前

幼儿教师的收入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普遍偏低有

关。而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还是比较高的，９．３％

选择“非常幸福”、４０．４％选择“比较幸福”，４２．２％选

择“一般”、只有４．６％和３．３％分别选择“比较不幸

福”和“非常不幸福”。因此，要稳定幼儿教师队伍，

确实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和工资收入，稳定人心。

（三）增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国内外众多实证研究一致认为，职业认同是影

响职业幸福感的关键因素［８］，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在

职业压力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起完全中

介作用［９］。但本调查显示幼儿教师不想跳槽的只有

小部分，尽管幼儿教师对职业的喜欢、满意和幸福感

大部分为中等偏上，因此提高福州市幼儿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四）开展不同群体幼儿教师的心理服务

尽管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公办园比民办园有一

定的优势，但本调查发现公办园幼儿教师的心理健

康状况差于民办园幼儿教师，因此，在平日的工作

中，公办园需多给予教师一些人文关怀，营造更加宽

松的工作氛围，让公办园的优势得到更好地发挥。

而六年以上教龄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如五年

以下的幼儿教师，看来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当从六

年教龄的教师开始重视。而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跟

工资收入、工作条件、专业成长、社会支持和社会保

障密切相关，因此，除了给幼儿教师提供一定的心理

服务之外，切实帮助幼儿教师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提

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必经之路。

（五）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

有关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这种可供开发的内部个

人资源能极大促进职业幸福感，它是个体成长和发

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由自我效

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等内容构成［１０］。尽管幼儿

教师存在工作任务重、晋升机会少、收入不尽满意等

现象，但是幼儿教师的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构成

的丰富的心理资本和积极的心态能使幼儿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切实地提高幼儿

教师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适能力是根本保障，

可对幼儿教师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团体活动和

素质拓展训练等，以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素质，学会

应对各类心理困扰，保持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提高

心理资本，以克服现实中的不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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