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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运用症状自评量表 (S CL 一 90) 和自编反映个体工作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问卷来探

讨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

通过对粤川渝等省市幼儿教师 8 11 份有效问卷的分析
,

结果发现 : 14
.

8%

的幼儿教师有明显心理障碍
,

主要表现在强迫症状
、

躯体化症状
、

焦虑
、

敌对和抑郁等方面
。

【关健词】幼儿教师 ; 心理健康 ; 症状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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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中指出
“

实施素质教育
,

要从幼儿阶段抓起
,

要用科学

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
,

培养幼儿健康的

体质
、

良好的生活习惯
、

活泼开朗的性格与求知

的欲望
。 ”

(第五条 )
。

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

平
,

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幼儿的心理及行为模式
,

而且同时影响着幼儿园自身的发展
。

只有以一流

素质和心理健康的教师作为保障
,

才能促进幼儿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与发展
,

推动幼儿园上水

平
、

上台阶
。

然而
,

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却

并不乐观 `’
一 6 ,

,

一些研究表明
,

幼儿教师有心理健

康问题严重
,

心理压力大
,

广东幼儿教师有明显

心理问题的达到 14
.

4%
,

而其中 25
一
35 岁阶段幼

儿教师则达到 18
.

69% 17 ]
,

广西 2 2
.

17% 的幼儿教

师有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 , , ,
,

山西省的比例是

巧
.

48 % `8 , 。 本研究将探讨四川
、

广东和重庆三省

市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状况
。

2
.

2 工具

2
.

2
.

1 症状自评量表 ( SC L 一 90 ) ` 9 ,

包含 90 条目
,

分为 9 个症状因子和 1 个其他

因子
。

每一条目 5 级评分
,

无症状为 1分
,

很轻 2

分
,

中度 3 分
,

偏重 4 分
,

极重 5分
。

2 分以上为

阳性项目
,

3分以上为明显阳性症状
,

表示有明显

的心理问题
。

2
.

2
.

2 自编反映个体工作环境和社会经济状

况问卷

其中
,

用持续工作比率来表示喜欢
、

愿意从事

幼教工作的程度
,

比率越高
,

表明越喜欢继续从事

幼教工作
。

持续工作比率 二 (已有幼教工龄 + 愿意

继续工作时间 ) / 理论工龄
。

2
.

3 数据处理
。

采用 SSP S fo r w idn
o w s fl

.

5 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
,

主要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和 t 检验分析
。

3结果

2 研究方法

2
.

1 对象

对广东省
、

四川省和重庆市的 965 位幼儿园

教师调查
,

资料完整 的人员为 81 1 人
,

均为女

性
,

年龄为 17 一 5 3 ( 2 7
.

7 2 土 7
.

04 ) 岁
。

3
.

1 心理健康间题检出率

阳性项目检出率 5 13 人 (63
.

26 % )
。

以因子分蒸 3

为明显阳性症状检出标准
,

各症状因子的检出率分别

为躯体化 4
.

69 %
,

强迫 6
.

4 1%
,

人际敏感 3
.

33 %
,

抑

郁 4
.

07 %
,

焦虑 4
.

32 %
,

敌对 4
.

3 2%
,

恐怖 3
.

2 1%
,

偏执 3
.

08 %
,

精神病性 1
.

85 %
,

其他 4
.

44 %
。

至少存

在一项以上明显阳性症状因子的教师 12 0 名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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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8%
,

阳性症状痛苦水平为 1
.

4 7 土 0
.

4 1
。

3
.

2本研究与全国常模〔l0] 对比

结果如表 1
,

幼儿教师所有因子和阳性项目数

全部极其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

表 1 幼儿教师各因子与全国女子常模比较及分组比较

项 目
国内常模

( 664 人 )

粤川渝

( 8 11人 )

自评社会地位

F P

年龄分组

F P

自评收人水平

F P

0004
.

0000加n0000000000080000 00448844353625535288037400.19821383060338646613.5030.155
12)川.ILLJ

…
生

.

23躯体化 1
.

37 土 0
.

4 8 1
.

73 士
.

58 17
.

7 3 0
.

加0 3 1
.

93

强迫症状 1
.

59 土 0
.

54 1
.

9 1 士
.

58 15
.

7 3 0
.

加 0 15
.

13

人际关系 1
.

6 1 士 0
.

58 1
.

7 6 土
.

55 7
.

7 2 0
.

的 0 13
.

85

抑郁 1
.

4 9 士 0
.

95 1
.

7 8 士
.

57 14
.

37 0
.

加0 25
.

34

焦虑 1
.

49 土 0
.

95 1
.

7 1 士
.

55 11
.

24 0
.

X() 0 30
.

38

敌对性 1
.

45 士 0
.

52 1
.

76 土
.

62 14
.

2 5 0
.

X() 0 13
.

32

恐怖 1
.

30 土 0
.

47 1
.

59 士
.

53 15
.

6 1 0
.

的 0 5
.

54

偏执 1
.

4 1 士 0
.

54 1
.

70 士
.

55 15
.

3 2 0
.

加 0 1 2
.

12

精神病性 1
.

26 土 0
.

3 9 1
.

6 1 土
.

48 2 1
.

0 5 0
.

加 0 19
.

X()

其他 1
.

7 5 土
.

58 15
.

7 6

阳性项目数 24
.

92 士 18
.

4 1 4 2
.

4 5 土 19
.

93 25
.

04 0
.

《XX) 32
.

3 7

阳性症状痛苦水平 1
.

4 7 士
.

4 1 9
.

6 3

持续工作率
.

4 7 土
.

28
·

3 4
.

4 1

总分 156 土 42
.

6() 7 26
.

57 16
.

3 1

1 1
.

52

3
.

23

6
.

57

14
.

9 8

9
.

15

2
.

26

1 1
.

6 1

7
.

4 8

10
.

40

8
.

58

16
.

89

2
.

57

10
.

89

11
.

6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

3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年龄差异

本研究将幼儿教师分成 3 个年龄组
:
较低龄组

( 25 岁以下
,

346 人 )
,

中等年龄组 ( 25
一 34 岁

,

329

人 )
,

较高龄组 (35 岁以上
,

136 人 )
。

各年龄组的 9

个因子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见图 1 )
。

各年龄组间

只有躯体化因子差异显著
,

其中
,

较低龄组的躯体

化因子得分 ( 1
.

61 土 0
.

5) 显著低于中等年龄组

( 1
.

82 土 0
.

57
, 一 4

.

6 6
,

0
.

侧X) ) (相应组因子均值
,

t
,

p
,

下 同 ) 和较高年 龄组 (l
.

81 土 0
.

61
, 一 3

.

4,

0
.

00 1 )
。

在阳性数目上也存在差异
:
较低龄组的阳

性项 目数 ( 4 0
.

46 土 20
.

21 ) 显著低于中等年龄组

(44
.

5 1土 19
.

54
,
一 2

.

64
,

0
.

X()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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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苦水平共他箱神病性.执恐愉敌时.盛神裸人陈关不弓迫建袄姐体化

图 1 各年龄组 SC L 一 90 因子与常模和组间比较

三个年龄组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分别为
:
较

低年龄组为焦虑 5
.

78 %
,

强迫症状 5
.

2%
,

抑郁

5
.

2%
,

敌对性 4
.

34 %
,

恐怖 4
.

05 % ; 中等年龄

组为强迫症状 6
.

38 %
,

躯体化 4
.

86 %
,

敌对性

4
.

26 % ; 较高年龄组为强迫症状 9
.

56%
,

躯体化

7
.

35%
,

敌对性 4
.

4 1%
。

3
.

4 从自我评价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收人在当

地的水平的角度比较

自我评价社会地位分成 3 个组
:
比较好 ( 242

人 )
、

一般 ( 393 人 ) 和比较差 ( 17 6 人 )
。

自我评价收人在当地的水平分为 3 个组
:
较高

( 15 1 人 )
、

中等 ( 436 人 ) 和较低 ( 224 人 )
。

不同自评社会地位
、

自评收人的各因子方差分析的

比较数据见表 1
。

除了自评地位较好组的人际关系敏感 ( 1
.

63 土

0
.

55 ) 和焦虑 ( 1
.

51 土 0
.

51 ) 两个因子与全国常模

无差异外 ( t 分别为 0
.

54
,

0
.

69
,

p劝
.

05 )
,

其余

所有因子和阳性项 目数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

自评

社会地位三个组相互比较
,

除了自评为一般和比较

差组之间的恐怖因子差异不显著 (t
二 一 1

.

88
,

p 二

0
.

0 6) 外
,

9 个因子和其他因子以及阳性项目数
、

总分
、

痛苦指数相互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

各个因

子的得分都是较高组最低
,

中等组较高
,

较低组最

高
。

从 自评在当地的收人水平来看
,

各个组所有因

子和阳性项目数据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

敌对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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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阳性症状痛苦水平差异不显著
。

其中
,

除了自

评为较高组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 1
.

68 土
.

59
,

t 二

1
·

54
,

p 二 0
.

13 ) 与全国常模无差异外
,

其余所有

因子和阳性项 目数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

较高和

中等比较
,

强迫症状 ( t 二 一 1
.

47
,

下同 )
、

人际

关系敏感 (
一 0

.

89) 焦虑 ( 一 1
.

82)
、

敌对 ( -

1
.

4 8 )
、

恐怖 (
一 0

.

70 )
、

偏执 ( 一 0
.

54 ) 因子

无显著差异
,

较高组的躯体化
、

抑郁
、

精神病性

和其他因子以及阳性项 目均显著低于中等组 ; 中

等者和较低者比较
,

除了强迫症状 (
一 1

.

60) 和

敌对 ( 一 0
.

99) 外
,

其余 7 个因子和其他因子以

及阳性项 目数
、

总分和痛苦水平均有显著差异
,

较低者均显著高于中等者 ; 较高和较低相比较
,

只有痛苦指数无差异
,

其余各项 9 个因子
、

其他

因子以及总分
、

阳性项 目数都有显著差异
,

自评

收人较低者高于较高者
。

3
.

5 持续工作率的比较

持续工作率在年龄组间相互存在显著差异
:

较低龄组为 0
.

27 士 0
.

19
,

中等年龄组为 0
.

54 土

0
.

22
,

较高年龄组为 0
.

7 9 士 0
.

19
。

4讨论

4
.

1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幼 儿 教 师 心 理 问 题 阳性 项 目的 比例为

63
.

26 %
,

表明幼儿教师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水平

比全国水平低
,

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
。

因子分

) 3 的明显阳性症状检出为 14
.

8%
,

接近中小学

教师和大学教授的检出率 ( 17
.

9%
一 50% ) “ ’

,

且在

强迫症状 ( 6
.

41 % )
,

躯体化 ( 4
.

69 % )
,

敌对

( 4
.

3 2% )
,

焦虑 ( 4
.

32% )
,

抑郁 ( 4
.

07% )

因子上表现较明显
,

表明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

和大学教授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

本

研究所发现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

方面与杨宏飞等的研究「6 ’不尽一致
,

同毛荣建等川

研究的农村幼儿教师的心理问题也有些区别
,

但

总体趋势是比一般人群严重
。

导致这种状况的可

能原因在于
:

幼儿教师工作非常繁重
、

复杂
,

责

任心很重
,

容易发生偶发事故
,

儿童在家庭中受

到宠爱
,

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

相对比较娇气
,

不

太服从管教
,

父母又 比较重视早期教育和智力投

资
,

对儿童寄予较高的期望
,

希望儿童一进人幼

儿园就能够有着良好的教育
,

给教师更多的压力

和责任
。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
,

对文化的要求更

高
,

幼儿教师多数也面临着学历的提升
,

得花费很

多的时间和经济
、

精力致力于自身的提高
,

还承担

着独生子女的增加而带来的职业方面淘汰的压力
。

4
.

2 从自我评价的社会地位分析

除了社会地位自评较好的幼儿教师的人际关系

敏感和焦虑因子外
,

其余因子和另两组所有因子均

显著高于常模
,

也反映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

严重性
。

除了中等和较低组间的恐怖因子差异临界

显著 (t 二 1
.

88
,

p 二 0
.

06) 外
,

其余各因子的各个

组间差异都特别显著
,

总的趋势是
:

自评社会地位

较高者比自评一般者显著低
,

一般者也显著低于 自

评社会地位较差者
。

也就是说
,

自评社会地位较好

者的心理问题严重的程度在幼儿教师中是最轻的
。

4
.

3 从持续工作比率分析

不同年龄组的工作持续比率差异大
,

相互之间

差异极其显著
,

反映出 25 岁以下幼儿教师最不安
』

合于幼教工作
。

这种趋势也在从工资收人的角度分

析工作持续比率中反映出来 (工资由低到高三组工

作持续 比率分别为
: 0

.

3 1 * 0
.

20
,

0
.

4 9 士 0
.

28
,

0
.

62 土 0
.

23
,

相互间差异也非常显著 )
,

三个年龄

组的工资分别为 690
.

0 1 土 42 8
.

86 (粤 1 7 67
.

26 士

695
.

9 3 )
,

860
.

15 士 2 7 4
.

2 3 ( 粤 2 96 1
.

4 0 土

1 1 29
.

6 1 )
,

9 76
.

8 2 士 3 15
.

2 1 ( 粤 3 60 7
.

6 士

104 0
.

36 )
,

相互间差距非常显著
。

较低年龄组教

师几乎工资都低
:

内地 2 84 人中有 135 人低于 60 0

元
,

129 人在 60 1 一 9X() 元间 ( 7 5 2
.

9 8 士 7 7
.

99 )
,

只有 20 人高于 900 元
; 广东 62 人中

,

47 人低于

20X() 元
,

14 人在 2X() l 一 350 0 元间
,

l 人高于 3 5X()

元 )
。

她们不安心于幼教工作的主要原因
,

与她

们所付出的艰苦劳动
、

承受了重大责任和压力而

不能获得对等报酬有关
。

她们本身有能力和才

华
,

可以从事其他获得高薪和好社会地位的工

作
,

这可能导致她们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
,

产生

职业倦怠感
。

5 结论

5
.

1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水平比全国水平

要低
,

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
。

5
.

2 14
.

8% 的幼儿教师有明显心理障碍
,

主

要表现在强迫症状
、

躯体化
、

敌对和焦虑症状等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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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52岁以下幼儿教师从事幼教工作的持续

可能性最低
,

愿意继续从事幼教工作的可能性最

低
,

而 35 岁以上的教师则最高
,

更愿意继续从事

幼儿教育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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