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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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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与工作效率提供一定

的心理依据。该研究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心理授权问卷》对随机抽取的295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

总体来说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教师的心理授权状况优于男教师；（2）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存在显

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要更高一些；（3）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一定程度上存在园所性质差异，公立幼儿

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一定程度上高于私立幼儿教师；（4）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存在显著的编制差异，有编制幼儿教师的心理授

权水平明显高一些；（5）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与SCL90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则SCL90得分越低，即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结合心理授权四因子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培训，突出性别优势、园所优势，培养良好的自我调节能

力，提高其职业素养，帮助其处理好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不断提高其心理授权总体水平，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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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培计划”幼师国培项目实施方案中明确提

到要严格落实《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弘扬展示新时代师德楷模典型事迹，剖析幼儿园

师德反面典型案例，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广

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幼

儿教师是幼儿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担负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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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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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preschool teacher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o as to provide som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work efficiency. In this study, 295 preschool teach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surveyed
with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scl90)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eschool teachers’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le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nder,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kindergarten they work for, and whether they belong to authorized staff. It also finds that the
investigated preschool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performance in SCL-90. To enhan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 the preschool teachers’mental health,
corresponding efforts should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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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他们的心理健

康水平不仅影响着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而且

直接影响到幼儿身心健康与幼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因而，更要高度重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授权的概念，学界普遍认同的是国外学者

Thomas和Velthouse(1990)的观点：“心理授权是个体

体验到的心理状态或认知的综合体，包括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工作影响、自主性四个维度”。［1］与之相

应，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是指幼儿教师对于体验到的心

理状态或认知的综合体，它反映了幼儿教师对于自己

工作角色的一种积极定位［2］。

心理健康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见仁见

智。目前，我国学界比较认同刘华山教授的观点，他

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

态下，个人具有生命的活力、积极的内心体验、良好的

社会适应，能够有效地发挥个人的身心潜力与积极的

社会功能”。［3］相应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也是这样

一种积极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与过程。

研究者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和心理健康问题的

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心理授权量表

的编制及相关因素的研究；其二，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的重要性、问题的表现、现状调查及各相关因素的研

究。关于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尚

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因此，为了提升幼儿教师心理

授权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

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晋中市、太原市随机抽取的300名幼儿

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回收有

效问卷295份，有效回收率为98.33％。其中，男教师

32人，女教师263人；城市教师152人，农村教师143

人；公立园教师148人，私立园教师147人；有编制教

师97人，无编制教师198人。被试平均年龄27.33±

6.30岁。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广泛收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与心理授权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了解国内外现状

及发展趋势，为整个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4］和《心理

授权问卷》对随机抽取的幼儿园教师进行相关心理

调查。

《症状自评量表》（SCL90）采用由L.R.Derogatis编

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共有90个项

目，含有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意、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它等十个因子，采用5分制

评定，即“严重”记5分；“偏重”记4分；“中度”记3分；

“轻度”记2分；“没有”记1分。得分越高，心理问题越

严重。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心理研究者所

广泛使用。

《心理授权问卷》采用李超平修订的Spreitzer编制

的心理授权问卷［5-6］。大量研究表明，问卷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该问卷一共12道题目，分为4个维

度，分别为工作意义，工作影响，自我效能和自主性。

问卷采用利克特5级评分制，即“非常同意”记5分；

“比较同意”记4分；“不好确定”记3分；“不太同意”记

2分；“很不同意”记1分。分值得分越高，表明心理授

权水平越高。

（三）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在征得幼儿园相关领导同意后，对其说明研究目

的，随机抽取幼儿教师进行匿名测试。统一指导语

后，组织被试集体填写，并且要求所填内容真实有

效。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运用SPSS17.0统计

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基本情况

1.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性别差异比较

由表1可见，除工作影响因子外，男性幼儿教师心

理授权总分及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三个因子

得分均低于女性幼儿教师，且双方存在差异显著（ｐ<

0.05，ｐ<0.01）。这说明总体来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

表1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的性别差异比较（ ±s）

注：* p＜0.05，**p＜0.01，*** p＜0.001（下同）

项目

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

自主性

工作影响

心理授权总分

男（n=32）

11.38±2.30

11.06±1.90

10.44±2.18

8.06±2.18

40.94±7.12

女（n=263）

12.32±2.03

11.81±2.14

11.25±1.99

8.61±2.14

43.99±6.29

t

-2.232*

-2.071*

-1.999*

-1.360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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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

水平要更高一些。

2.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城乡差异比较

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村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

及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工作影响得分均低于

城市幼儿教师，且工作意义、自我效能和工作影响三

个因子差异显著（ｐ<0.05，ｐ<0.01）。这说明总体来

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

市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要更高一些。

3.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园所性质差异比较

从表3中可以看出，私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

及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工作影响得分均低于

公立幼儿教师，且自主性和工作影响两个因子存在差

异（ｐ<0.05，ｐ<0.01）。说明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

一定程度上存在园所性质差异，公立幼儿教师的心理

授权水平一定程度上高于私立幼儿教师。

4.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编制差异比较

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编制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

及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工作影响得分均低于城

市幼儿教师，且各因子差异显著（ｐ<0.05，ｐ<0.01）。这

说明总体来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存在显著的编制

差异，有编制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明显高一些。

（二）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由表5可见，幼儿教师SCL90得分与心理授权总分

及各因子分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0.05，ｐ<0.01），

这说明总体来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则

SCL-90得分越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四、讨论

（一）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在性别、城乡、园

所性质、编制四个方面的差异分析

1.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性别差异显著（ｐ<0.05，

表2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的城乡差异比较（ ±s）
项目

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

自主性

工作影响

心理授权总分

城市（n=152）

12.55±2.02

12.03±2.04

11.28±1.86

9.23±2.07

45.08±6.00

农村（n=143）

11.87±2.09

11.41±2.19

11.03±2.18

7.83±1.99

42.15±6.58

t

2.808**

2.491*

1.021

5.943***

3.994***

注：* p＜0.05，**p＜0.01，*** p＜0.001（下同）

表3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的园所性质差异比较（ ±s）
项目

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

自主性

工作影响

心理授权总分

公立（n=148）

12.31±2.00

11.93±2.11

11.50±1.93

8.83±1.93

44.57±5.97

私立（n=147）

12.13±2.15

11.53±2.14

10.82±2.05

8.27±2.31

42.74±6.78

t

0.751

1.598

2.944**

2.278*

2.454*

注：* p＜0.05，**p＜0.01，*** p＜0.001（下同）

表4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的编制差异比较（ ±s）
项目

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

自主性

工作影响

心理授权总分

有编制（n=97）

12.92±1.69

12.60±1.75

11.88±1.66

9.29±2.06

46.68±5.06

无编制（n=198）

11.88±2.17

11.30±2.17

10.81±2.09

8.19±2.10

42.18±6.54

t

4.511***

5.505***

4.755***

4.292***

6.501***

注：* p＜0.05，**p＜0.01，*** p＜0.001（下同）

表5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SCL90得分的相关分析（r）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意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SCL90总分

工作意义

-0.240**

-0.249**

-0.253**

-0.209**

-0.215**

-0.277**

-0.246**

-0.313**

-0.265**

-0.399**

自我效能

-0.185**

-0.251**

-0.241**

-0.249**

-0.194**

-0.247**

-0.230**

-0.226**

-0.246**

-0.354**

自主性

-0.272**

-0.181**

-0.278**

-0.183**

-0.150*

-0.275**

-0.184**

-0.279**

-0.276**

-0.366**

工作影响

-0.326**

-0.130*

-0.232**

-0.179**

-0.132*

-0.301**

-0.254**

-0.328**

-0.281**

-0.365*

心理授权总分

-0.333**

-0.264**

-0.325**

-0.267**

-0.225**

-0.357**

-0.297**

-0.372**

-0.347**

-0.48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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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0.01）。高渴欣的研究也有数据显示，女教师心理

健康素质水平显著高于男教师［7］。究其原因，这主

要是因为在所调查的群体中，女性幼儿教师所占的比

例较大，男性幼儿教师数量较少，且多为临时聘用，平

时主要负责幼儿的体育课程，对幼儿园的管理工作

参与机会少，所以，心理授权水平较低。相对而言，

女幼儿教师更加细心、耐心，承担的工作相应就多，

其工作能力随之不断提高，获得的成绩高于男性，所

以，她们对自身工作的认可度较高，因而其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自主性因子得分较高。另外，由表1还可

见，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工作影响因子不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究其原因是，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对工作都

一样认真负责，对幼儿一样关心和热爱，都把自己的

身心投入到对幼儿的教育教学中，而且都愿意参与到

幼儿园的管理与建设中去，所以，无论性别如何都不

会影响工作效果，因而他们的工作影响因子不存在显

著差异。

2.农村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及四因子得分均低

于城市幼儿教师，且工作意义、自我效能和工作影响

三个因子差异显著（ｐ<0.05，ｐ<0.01）。究其原因：第

一，农村幼儿教师学历水平偏低，薪资待遇低，成长空

间小，导致农村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低，工作积极性

低，工作影响力小，整体心理授权水平偏低；第二，总

体而言，城市较农村更有吸引力。主要体现在物质环

境和成长空间两方面，城乡幼儿园差异较大，导致幼

儿教师在选择时更倾向于去城市发展；第三，培训和

专业提升机会方面差异较大。城市幼儿教师培训和

外出学习机会更多，接触新思想更快，实践新理念更

及时。城乡幼儿教师自主性因子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是因为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既然选择作为一名

幼儿教师就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职业的尊重是一

致的，所以，对待工作也是积极负责的。

3.私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及四因子得分均低

于公立幼儿教师，且自主性和工作影响两个因子存在

差异（ｐ<0.05，ｐ<0.01）。究其原因：第一，公立幼儿

教师一般有编制，工作相对稳定，压力小，心态更平

和；私立幼儿教师流动性较大，淘汰率高，压力大，所

以，心理常常有焦虑、抑郁、人际敏感等不良情绪；第

二，私立幼儿教师自主性低于公立幼儿教师，调查显

示：私立幼儿教师整体年龄偏小，工作年限短，经验不

足，对管理工作参与度较低，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

敌对、强迫症等心理问题，导致自主性不强，工作影响

力较小，长期的压力也会降低幼儿教师对工作的热情

和激情，表现出消极的工作态度，有的甚至选择离职。

4.有编制的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四因子数

据均高于没有编制的幼儿教师，双方差异极其显著

（ｐ<0.05，ｐ<0.01），即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存在极

其显著的编制差异。这与周晓芸,彭先桃的研究结果

一致［8］。究其原因：第一，有编制的教师工作稳固，工

作积极性更高，更容易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主人，有

较高的心理授权感，管理事务参与度较高，在幼儿园

中担任的职务比较重要。从现实情况看，有编制的教

师往往年龄较大，教龄较长，他们积累了较多的教学

实践经验，对于生活的领悟、阅历、见解比较丰富，与

幼儿、家长、同事领导的相处更加得心应手，处理事务

更加熟练。反之，无编制的幼儿教师由于工资比较

低，工作压力较大，加上经验的缺乏导致工作效率低，

并且担任的职务低，导致心理授权水平低。而且实际

情况中无编制的幼儿教师年龄较小，教龄较短，参与

管理的机会少，对于心理授权的感知度相对较低；第

二，有编制的幼儿教师往往心理安全感更高，对待工

作态度积极，心理压力较小，自我评价较高，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并积极提出建议，愿意参与幼儿园的

管理工作，因而，有编制的幼儿教师成长空间更大，心

理授权水平较高；无编制的幼儿教师由于工作不稳

定，工资待遇低，会面临随时失业的问题，导致他们的

心理安全感较低，工作积极性不高，对幼儿园的管理

工作参与少、影响较小，心理授权水平自然较低。

（二）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及各因子分与SCL90得

分均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ｐ<0.05，ｐ<0.01），这说

明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则SCL90得分越低，

即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反之亦反。究其原因，这主要

是因为心理授权水平会影响心理健康发展，心理授权

水平低的幼儿教师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恐怖等心理

问题，而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会影响个体认知水平，

导致其出现偏差。

第一，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对自己的工

作认可度越高，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反之就会出现

不良情绪，产生心理问题；第二，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其

自我效能感越高，对自身的认可度越高，工作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就会越少，反之就会出现自卑、烦躁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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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情绪，影响心理健康；第三，心理授权水平越高，

工作自主性就越高，投入工作的积极性就越高，不容

易出现倦怠、抑郁等不良情绪，反之心理授权水平低

则导致幼儿教师工作不积极，对工作失去热情，容易

出现烦躁、倦怠等不良情绪；第四，心理授权水平越高

工作影响力越大，获得的肯定就会越多，反之，就会出

现工作倦怠，没有动力等心理问题，影响工作积极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女性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总分及工作意义、自

我效能、工作自主性因子得分都高于男性幼儿教师，

双方性别差异显著（ｐ<0.05，ｐ<0.01），这说明总体而

言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城市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要高于农村幼儿

教师，双方差异极其显著（ｐ<0.05，ｐ<0.01），即幼儿

教师的心理授权城乡差异显著。

3.不同性质园所，本研究主要指私立园和公立园，

两者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在自主性和工作影响因子中

存在一定差异。

4.有编制的幼儿教师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都显

著高于没有编制的幼儿教师（ｐ<0.05，ｐ<0.01），双方

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有编制的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

平要更高一些。

5.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总分及各因子分与SCL90得

分均呈显著负相关（ｐ<0.05，ｐ<0.01），说明幼儿教师

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则SCL90得分越低，即心理健康

水平越高。

（二）建议

1.给予男幼儿教师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和关注，提高其心理授权水平

首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突出性别优势，鼓励

和激励男幼儿教师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并找到工作意

义。为其提供更高的薪资待遇，更具挑战的专业任

务，更广阔明朗的发展前景；也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开

展幼儿园特色课程，比如，体育类，竞技类，科学类课

程，这样不仅丰富了幼儿园的课程体系，而且提供更

多的展示男幼儿教师优势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从中

可以体验到职业乐趣，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

其心理授权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其次，给予其工作

自主性，让公众充分认识到男幼儿教师的独特性和重

要性。在日常教学中，尤其是户外活动中给他们更大

的工作自主性，让其能够体验到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

的荣誉感，得到家长和管理者的认可，获取幼儿的信

任和喜爱；再有，搭建合作平台，鼓励男女教师合作教

学［9］，各取所长，在交流中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夯实专

业基础，激发教学潜力。总之，要通过多元化的成长

路径，形成团队，消除心理障碍［10］，提升男幼儿教师

的心理授权水平，进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2.重视农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不定期进

行职前和职后培训，不断提升心理授权水平，提高

心理健康水平

赵红利调查显示：农村幼儿教师有51.43%的人只

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11］，所以，对农村幼儿教师进行

专业培训、提供学习机会迫在眉睫。第一，定期进行

培训，幼儿教师入职前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普查和跟进

非常重要，对一所幼儿园来说，每年都会有新教师的

加入，他们的成长速度和成长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学质

量的优劣，关系到幼儿的身心健康，组织心理健康培

训不仅能提升其专业素养，开阔眼界，也能帮助其找

到工作意义，在不断地自我完善中提升自我效能感。

当然，培训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仅仅一次两次的培

训是不够的；第二，加强城乡幼儿园联系，可以通过开

办心理健康讲座、教学观摩、赛讲、团体心理游戏等方

式，帮助农村教师尽快调整心理状态，消除心中疑

虑。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给予展示学习成果的机

会，不断激发工作自主性，将新思想应用到实践当中，

不断摸索和改进工作方法，从而推广到全园，进而提

升工作影响力；第三，利用帮扶模式，在教学中合作共

进。聘请优秀教师定期挂职农村幼儿园，传授教学经

验，通过幼儿一日生活，全方位提供指导和示范，帮助

农村教师解决实际问题，减轻压力，从容面对各个环

节；支持和鼓励农村教师向优秀教师学习，不仅学习

其娴熟高超的教学技能，还要学习自信从容的心理状

态；第四，多方面、多渠道、多样化的对幼儿教师进行

培训。幼儿园管理者可以通过专业培训、申请外出参

加会议、园所之间互相参观学习、园内教师经验分享

等方式，为幼儿教师营造一种爱学习、能学习的积极

氛围，让其感受到自身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

其心理授权水平。

3.充分发挥私立幼儿园特色优势，提高幼儿教

师的心理授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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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私立幼儿园办学自主性高，办学特色更显

多样化，一定程度上更利于教师发挥自身特长。管理

者应当给予教师信任与支持，鼓励他们提出自己想法

和建议，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其次，组织教师交流学习，加强与外界交流和沟

通，不断补充专业知识，确立工作意义。在实践和理

论不断融合中，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增强其工作积极

性和自主性，帮助其找到职业自豪感，得到心理上的

满足感和归属感，消除心理顾虑，从而提高其心理授

权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4.关注编外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情况，增强其

自我调节能力，提高其心理授权水平

首先，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竞赛，提供展示才华

的机会。编外幼儿教师更渴望得到专业认可，管理者

应组织赛讲、技能比拼等，鼓励编外幼儿教师积极参

与，提升实践能力，从中体验成就，找到归属感；其次，

园领导定期与编外幼儿教师进行平等谈话，了解他们

的需求，帮助其认识到幼儿教师的职业使命，热爱幼

教事业，热爱幼儿和幼儿园，帮助其合理释放压力，及

时消除不良情绪，提高管理情绪的能力，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面对各种挑战，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再次，帮助编外幼儿教师处理好与自己的

关系。已有研究显示，幼儿教师的主要心理问题集中

在抑郁、焦虑、恐怖以及精神病性方面［12］。在幼儿园

一日生活中，随时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幼儿

教师要正确面对这些挑战和困难，保持积极向上的状

态，不怕困难，保持自信，能够正确处理不良情绪，以

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工作，在不断地磨练中，提升自

身心理授权水平，不断完善自身人格，培养自身健康

的心理素质。

总之，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总体水平高，其心理

健康水平也高，反之则低。心理授权四因子看似相对

独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当幼儿教师真正认识到其

工作意义时，才能激发其工作自主性，进而提升自我

效能感和工作影响力，最终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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