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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意象对话技术对农村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情绪及教学效能感的影响效果，笔者采用方便取样在甘肃省某县选

取农村幼儿园教师60名，随机分为观察组（n=30）和对照组（n=30），观察组接受8周的意象对话个案干预，对照组接受8周团体

活动。比较两组抑郁焦虑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教学效能感［中文版教师自我效能感量表

（TSE）］。研究显示，干预后观察组SDS和SAS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TSE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结果表明，意象

对话技术对改善农村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情绪及教学效能感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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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mage Dialogue Therapy on Depression，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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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age dialogue therapy on depression，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the
author used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o select 60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a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and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n=30）and a control group（n=30）.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mage dialogue case intervention
for eight weeks，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roup activities for eight weeks，in order to compa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self-rat⁃
ing Depression Scale（SDS），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efficacy［Chinese version of Teacher self-efficacy Scale
（TSE）］in the two groups. The study showed that after the intervention，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TS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age dialogue technolog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depression，anxiety and teach⁃
er efficacy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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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长期面对着高

强度的工作压力。有研究发现，教师人群长期处

于心理亚健康状态［1］。近年来，幼儿园教师群体

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尤其是在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5月
第38卷 第5期

May 2022
Vol.38 No.5

收稿日期：2022-03-26；修回日期：2022-04-03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科规划课题（GS［2020］GHB4794）；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研究机构科研项目（2021B-05）

作者简介：李亚彤，女，甘肃成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情绪与认知心

理；曾碧，女，四川金堂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5期

偏远农村地区工作的幼儿园教师。一项采用随

机抽样法，对300名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调查结果

显示，农村幼儿园教师SCL-90的各因子分均显著

地高于全国常模，农村幼儿园教师中比较多的心

理问题是强迫、抑郁、人际敏感和偏执［2］。另一项

类似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幼儿园教师经常出现疲

劳、愤怒、紧张、焦虑、压抑、恐惧等症状，工作热

情和兴趣较低，缺乏基本的职业认同感［3］。这些

结果说明，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艰苦的生活工

作环境，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此外，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能

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能力

的知觉和信念。教师良好的心理状态和较高的

效能感不仅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4］，而且还有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5］。然而，陈

姝娟在237名农村幼儿园教师样本中发现，其教

学效能感整体偏低，学历水平越低、教龄越短的

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教学效能感越低［6］。综上，面

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目前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和

教学效能感，提出有效的干预手段迫在眉睫。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通过认知疗法来提

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教学效能感。例如，赵

莉等人采用正念认知疗法与艺术整合疗法相结

合的方式对63名儿科教师进行干预后发现，儿科

教师的效能感及职业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提升［7］；

罗小兰采用自我认知干预技术对29名中学教师

进行了两个学期的干预，结果发现，干预后SCL-

90，SDS，SAS的得分均有下降，说明自我认知干预

对教师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8］。由此可见，大

量研究主要从认知层面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和效

能感进行干预。然而，有研究发现，从潜意识层

面进行干预的方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比

如朱建军老师创建的意象对话技术［9］。在意象对

话过程中，咨询师通过意象在潜意识层面向来访

者传达爱、安全感，从而帮助来访者获得曾经内

心缺失的东西，提高来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增

强来访者的自信心［10］。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采

用意象对话技术进行干预，以期从农村幼儿园教

师自身内部的心理因素角度探究意象对话技术

在农村幼儿园教师群体中的应用价值，考察其能

否改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抑郁焦虑情绪和教学

效能感，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

新模式和新思路，为偏远山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的建构提供一些实证证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在研究前，笔者使用G*power3.1软件对研究

所需要的样本量进行了估计。设定统计检验力

power = 0. 95（95%），效应量设置为 effect size

f 2 = 0. 25，显著性水平 α = 0. 05，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中探测到显著的组内和组间的交互效应至

少需要34名被试，即各组17名被试。

2021年3月笔者采用方便取样选取了甘肃省

某县农村幼儿园教师60名，按随机数字法分为观

察组30名、对照组30名，本研究样本满足基本被

试量需求。被试纳入标准为：1）具有教师资格证

并承担一线教学任务；2）教龄2年及以上；3）知情

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为：1）妊娠和哺乳期教师；2）有严重器

质性病变导致无法参与研究者；3）服用精神类药

物。

（二）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自编设计的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收集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一般人口学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教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

度、户口情况等内容。

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11］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抑郁情

绪，该量表由 Zung 于 1965 年编制。SDS 共 20 个

条目，SDS 的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

出现的频率，采用从1（从来没有或偶尔）～4（总是

如此）4点评分。SDS评价标准：＜53分为正常，

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

73分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

数为0.89，说明各条目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3. 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2］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焦虑情

绪，该量表由 Zung 于 1971 年编制。SAS 共 20

个条目，SAS 的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

症状出现的频率，采用从 1（从来没有或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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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4（总是如此）4点评分。SAS评价标准：＜

50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

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中量

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说明各条目的内

部一致性良好。

4. 中文版教师效能感量表简版（The 12-

item Short Form Teacher Efficacy Scale，TSE）［13］

中文版教师效能感量表简版共12个条目，包

含教师学与教效能感和教师课堂管理效能感两

个维度。所有条目均采用1（没有）～9（非常）的9

点评分。量表的得分范围在12～108之间，得分

越高，表示教师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说明各条目的内部一

致性良好。

（三）干预方法

1.对照组团体活动方案

对照组团体活动每周1次，每次120分钟，共

8次。内容包括交流教学经验、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集体备课、教学成果讨论交流、卫生知识学

习、团体体育小游戏、教学管理知识学习、志愿者

活动。

2.观察组个案干预方案

干预方案是根据朱建军老师创立的意象对话

技术。在充分了解干预对象的前提下，以及研究

团队前期的预干预基础上制定，经过2名有多年

心理学专业训练背景的心理学从业者讨论审核。

在意象对话中，房子意象的使用频率是最高

的，它可以有效地反映出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际

关系。此外，动物意象也是意象对话疗法中应用

比较广泛的一项技术，动物意象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更接近人的内在潜意识。因此，干预方案中选

用了房子意象和动物意象来帮助来访者缓解心

理压力。同时，通过寻找心灵守护者来提升来访

者的自信心和安全感［14］。干预活动总共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第二、第三次干预为开始阶段，主

要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减少来访者的阻

抗，让来访者放松下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

干预为重点阶段，主要目的是通过使用动物意

象、房子意象和追溯童年帮助来访者正确的认识

自己及改善人际冲突，从而提升来访者的心理健

康水平，并通过寻找心灵守护者来提升效能感；

第八次干预为巩固结束阶段，主要采用与意象进

行沟通的方式建立目标，同时让来访者进行练

习，巩固意象对话的治疗效果；最后通过布置家

庭作业让来访者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会自己使用

这项技术并将技术习惯化。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意象对话个案干预方案

阶段

开始

重点

结束

时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组成单元

规范设置

基于沟通的互动

情绪调节

外部我和内部我
的关系

基于意象了解冲
突

正视压力

面向未来

巩固练习

干预目标

制定咨询契约

建立咨访关系，提升
心理健康水平

提升积极情绪，建立
积极意象

正确认识自己

正确对待冲突

降低、释放压力

建立明确目标

强化先前咨询的效果

干预内容

采用摄入性会谈明确来访者和咨询师的权利义务，收集来
访者的基本资料，做好咨询时间、目标、内容的计划

运用滋养保护树木意象抚慰来访者受伤的心灵

通过动物意象整合个体的性格特征，调节来访者情绪状态

带领来访者回溯童年期，探寻来访者内心矛盾、问题的根
源,并引导来访者面对意象中真实的自我

运用房子的意象了解来访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及冲突,并
引导来访者改变消极的房子意象，比如光线较暗的房子、
屋顶较尖锐的房子等

通过引导来访者动物意象的积极转变从而降低被试的心
理压力水平

通过意象沟通帮助来访者找到心灵关怀者、守护者，增强
来访者的效能感，使来访者更加有勇气和信心面对以后生
活中的困难与挫折，形成合理的生活目标

带领来访者练习想象房子、动物中积极的意象,以强化巩固
咨询效果。总结，提升、学习与意象交流的技巧，布置家庭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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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干预组在学校的办公室进行干预活动，

每次干预的时长为60分钟，每周1次，总共8次。

在干预过程中会根据干预对象的要求具体安排

干预的时间，干预实施者均为接受过个体治疗训

练并持有国家心理咨询师执业资格的心理学专

业教师。为了保证每次干预的质量，采取了两项

措施：一是在研究开始前对实施者进行干预方案

和内容培训；二是经常听取研究对象的反馈并从

细节处做出方案的调整。

（四）统计方法

用Excel表格以及SPSS 20. 0对原始数据进

行录入、整理与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s）

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进行描述，采用t检

验或 χ2检验比较两组对象一般资料。采用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检验观察组、对照组干预前后各变

量的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农村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基本情况

干 预 前 ，农 村 幼 儿 园 教 师 抑 郁 得 分 为

（59.10±1.59），焦虑得分为（54.77±1.53），均显

著高于全国常模（41.92±10.63）分，（37.21±

12.64）分。抑郁检出率为52.7%，焦虑检出率为

21.6%。

（二）两组在一般资料和基线水平上的对比

为了考察观察组和对照组被试在一般资料

和基线水平上是否匹配，首先对两组被试的性

别、婚姻状况、学历水平、户口情况分布做了χ2检

验，对两组被试的年龄和教龄采用（ x̄±s）进行描

述并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2，两组被试的性别、年

龄、教龄、婚姻状况、学历水平、户口情况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对干预前两组

在抑郁、焦虑、教学效能感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

本t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观察组抑郁水平（M=

58.93，SD=1.55）和对照组的抑郁水平（M=59.26，

SD=1.63）的差异不显著p=0.41；观察组焦虑水平

（M=54.73，SD=1.54）和对照组的焦虑水平（M=

54.80，SD=1.62）的差异不显著p=0.86；观察组教

学效能感水平（M=80.11，SD=5.31）和对照组的教

学效能感水平（M=80.20，SD=5.54）的差异不显著

p=0.94。综上说明，两组在背景信息和基线水平

上匹配，具有可比性。
表2 两组对象一般资料比较[n(%), x̄ ±s]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教龄（年）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户口

分类

男

女

已婚

未婚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农村

城镇

观察组（n=30）

2（6.66）

28（93.34）

37.5±7.2

7.9±5.3

15（48.39）

15（51.72）

14（53.85）

16（47.06）

21（47.73）

9（56.25）

对照组（n=30）

3（10.00）

27（90.00）

36.8±8.1

8.1±4.9

16（51.61）

14（48.28）

12（46.15）

18（52.94）

23（52.27）

7（43.75）

t/χ2值

0.28

0.21

0.19

0.07

0.27

0.34

P值

0.59

0.76

0.81

0.79

0.60

0.55

（三）两组抑郁情绪比较

为了考察意象对话技术对农村幼儿园教师

抑郁情绪的干预效应，以测量时间（干预前=T1，

干预后=T2）为组内变量，组别（观察组、对照组）

为组间变量，性别、年龄、教龄、婚姻状况、学历水

平、户口情况为协变量，对抑郁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抑郁上，测量时间的主效

应显著F（1，60）=79.87，p＜0.001，ηp
2= 0.67且干

预后的抑郁水平（M=52.95，SD=1.85）显著低于干

预前的抑郁水平（M=59.10，SD=1.59），t（59）=

9.13，p＜0.001，d=3.56。组别的主效应也显著F

（1，59）=11.69，p=0.001，ηp
2= 0.17且观察组的抑

郁水平（M=55.38，SD=3.88）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抑

郁 水 平（M=56.66，SD=3.05），t（59）=2.72，p=

0.041，d=0.37。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9）=51.06，p＜0.001，ηp
2= 0.46。进一步简单效应

分析发现，干预前观察组抑郁水平（M=58.93，

SD=1.55）和对照组的抑郁水平（M=59.26，SD=

1.63）的差异不显著t（29）=0.83，p=0.41，但干预后

观察组的抑郁水平（M=51.83，SD=1.46）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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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抑郁水平（M=54.06，SD=1.51），t（30）=

5.61，p＜0.001，d=1.50。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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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T1）和八周后（T2）
的抑郁水平

（四）两组焦虑情绪比较

为了考察意象对话技术对农村幼儿园教师

焦虑情绪的干预效应，以测量时间（干预前=T1，

干预后=T2）为组内变量，组别（观察组、对照组）

为组间变量，性别、年龄、教龄、婚姻状况、学历水

平、户口情况为协变量对焦虑进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在焦虑上，测量时间的主效应

显著F（1，60）=69.87，p＜0.001，ηp
2= 0.58且干预

后的焦虑水平（M=47.65，SD=1.91）显著低于干预

前的焦虑水平（M=54.77，SD=1.53），t（59）=8.69，

p＜0.001，d=4.11。组别的主效应也显著 F（1，

59）=13.63，p＜0.001，ηp
2= 0.19且观察组的焦虑

水平（M=50.58，SD=4.46）显著低于对照组的焦虑

水平（M=51.83，SD=3.32），t（59）=2.66，p=0.044，

d=0.32。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59）=

36.87，p＜0.001，ηp
2= 0.3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干预前观察组焦虑水平（M=54.73，SD=

1.54）和对照组的焦虑水平（M=54.80，SD=1.62）

的差异不显著t（29）=0.17，p=0.86，但干预后观察

组的焦虑水平（M=46.43，SD=1.56）显著低于对照

组的焦虑水平（M=48.86，SD=1.38），t（30）=6.22，

p＜0.001，d=1.64。见图2。

观察组
对照组

56

54

52

50

48

46

焦
虑
水
平

T1 T2

48.87

46.43

54.80
54.75

图2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T1）和八周后

（T2）的焦虑水平

（五）两组教学效能感比较

为了考察意象对话技术对农村幼儿园教师

效能感的干预效应，以测量时间（干预前=T1，干

预后=T2）为组内变量，组别（观察组、对照组）为

组间变量，性别、年龄、教龄、婚姻状况、学历水

平、户口情况为协变量对教学效能感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教学效能感上，测量

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1，59）=78.36，p＜0.001，

ηp
2= 0.69且干预后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85.81，

SD=4.64）显著高于干预前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

80.15，SD=5.38），t（59）=7.98，p＜0.001，d=1.13。

组别的主效应也显著 F（1，59）=4.65，p=0.035，

ηp
2= 0.07且观察组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84.23，

SD=6.2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

81.73，SD=4.96），t（59）=4.01，p＜0.001，d=0.44。

时间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59）=45.97，p＜

0.001，ηp
2= 0.44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干

预前观察组教学效能感水平（M=80.11，SD=5.31）

和对照组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80.20，SD=5.54）

的差异不显著t（29）=0.082，p=0.94，但干预后观察

组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88.37，SD=4.01）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教学效能感水平（M=83.27，SD=

3.79），t（30）=4.17，p＜0.001，d=1.31。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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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T1）和八周后（T2）
的教学效能感水平

三、分析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抑

郁焦虑情绪得分水平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且抑郁焦虑检出率较高。这说明，农村幼儿园教

师抑郁焦虑情绪普遍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

分析原因，可能因为此次调查选取的被试是西部

贫困山区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其工作、生活、经济

条件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并且农村幼儿园教

师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困境［15］。大量研究发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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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经济收入水平和较差的工作生活条件会使

个体处于抑郁和焦虑状态［16-17］，所以两组农村幼

儿园教师在干预前都有较高的SDS和SAS得分。

干预8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SDS和SAS

得分均显著低于前测，且观察组的SDS和SAS得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意象对话技术比团

体活动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抑郁焦

虑情绪。进一步推测，可能因为意象对话技术主

要针对农村幼儿园教师潜意识层面的心理意象

进行工作，通过引导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房子和动

物意象，使其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问题的根

源所在，并且通过与这些意象的交流沟通达到对

问题的领悟，找到适合自己改变的方法，从而产

生持久的转变，而缺乏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认识与

解释恰恰是抑郁焦虑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在意

象对话中房子和动物是很重要的两类心理原型，

房子意象往往反映着一个人的亲密关系，房子的

颜色、窗户、光线等都代表着个体潜意识对关系

的理解及看法，动物意象则反映的是个体的人格

特点［14］。因此，通过对这些意象的认识、对话与

训练可以使来访者对关系和自我两个维度的问

题进行合理的认识、理解与修正，从而降低其抑

郁焦虑的水平。同时，由于意象对话主要发生在

潜意识层面，所以并不会与来访者发生意识层面

不可接纳的冲突与矛盾。这就大大降低了来访

者的阻抗，帮助咨询师与其快速地建立了良好的

咨访关系，促进了个案干预的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焦虑个体其效能感往往

也比较低［18］，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干预8周后，

观察组TSE总分显著高于前测和同期对照组。这

说明，意象对话技术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村幼儿园

教师较低的效能感，而团体活动在改善教学效能

感方面不如意象对话技术。可能因为，意象对话

技术通过帮助农村幼儿园教师寻找自己的心灵

守护者，加强了他们的自信程度和做事的勇气。

在意象对话中，守护者象征着心理能量，他并不

代表具体的对象，而是一种内部的力量，这种力

量可以使人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有勇气不害怕，

在面对胜利时感受喜悦开心［19］。本研究中正是

通过引导来访者找到自己的心灵守护者，帮助农

村幼儿园教师提升自身内部能量，从而促使其效

能感，即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完成某事的自信程

度，有所增加。

此外，随着8周的干预大部分教师已经在潜

意识层面学会了如何正确地和心理意象进行交

流，通过不断巩固练习意象对话技术帮助农村幼

儿园教师在生活和工作中建构出积极的自我接

纳。一般认为，拥有积极自我接纳的个体往往会

选择积极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困难［20］，所以相

较于对照组的农村幼儿园教师，那些接受意象对

话干预的教师更可能正面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

问题。有研究发现，问题的良好解决会反过来使

个体体会到更多的自我成就感［21］和效能感［22］。

因此，意象对话就更好地促进了农村幼儿园教师

在学习、授课和课堂管理上效能感的提升。事实

上，已有研究表明，意象对话技术在干预效果上

具有良好的持久性［23］，未来应该将该项心理治疗

技术广泛应用到学校教育中来［24］。然而，目前学

校环境下能够进行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十分紧

缺，尤其是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还不是很

健全［25］。早在2017年卫生计生委、中宣部、民政

部等22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心理

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卫生健康

服务体系的重要性［26］，所以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

关注农村地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从实证的角

度提供更多的建议。

四、结论与不足

笔者在本研究中对60名农村幼儿园教师的

抑郁焦虑情绪和效能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

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抑郁焦虑水平较高且效能感

偏低。针对 60名被试的抑郁焦虑情绪及效能感

进行为期8周共8次的干预，结果发现，意象对话

个案干预效果要优于团体活动干预，说明意象对

话技术对改善农村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情绪及

效能感有积极促进作用。

目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由于时

间和人力物力的限制，缺少后期的追踪研究，未

来应就意象对话技术对抑郁焦虑情绪及效能感

的干预效果进行长期的追踪和更加深入的探讨；

另一方面，研究只选用了单一的干预疗法，忽略

了不同干预疗法的综合使用，单一的治疗方法往

往很难对心理问题和冲突进行全面的治疗，故今

后应该更多关注不同治疗方法的结合，针对农村

62



总38卷 李亚彤，曾 碧：意象对话技术对农村幼儿园教师抑郁焦虑情绪及效能感的影响

幼儿园教师不同的心理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

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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