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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小学教师心理状况分析
杨　伟　林　青  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课程改革得推进，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越发的凸显出来，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文章主要探讨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表现及原因，希望能够对教师的心理问题有个明确的认识，从而可以启发社会、学校和教师

寻找出一些解决前中小学教师呈现的心理问题的策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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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发展，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1]，研究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2]。目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虽然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与研究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学者相
比，还是远远不足的，近年来，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的
凸显出来，并且与以往相比，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
愈发的加深 [3]。而一个身心正常的教师是教学质量、素质教育的重
要保障，因此，关注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着力提高其心理健
康水平变得尤为迫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前中小学教师心理
状况进行分析。

一、问题表现
1. 情绪波动大，自控能力差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遇事保持镇静，有良好的自控能力是他

们所应具备的基本职业操守。但当前的中小学教师遇事易情绪化，
做事急躁，考虑事情不够全面，容易出错。自控能力差，有时还表
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如对学生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在与家人
相处的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工作压力而导致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一
定的攻击性，出现失控的行为。

2. 追求完美，苛求自我
由于中小学教师目前面临着评职称，新课改，同事之间不良竞

争，导致教师的工作压力过大，造成教师过分的追求完美，具体表
现为强迫，偏执，例如一次又一次的检查自己的课件是否合格，出
现强迫行为，还有可能固执的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认为他人提出意见是为了针对自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3. 职业倦怠，身心疲惫
职业倦怠最早是出现在服务行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情绪

衰竭，去个体话，以及低个人成就感，目前，一些中小学教师对学
校工作和学生表现出一种无法忍受的厌烦，并出现拒绝情绪，把工
作当成服劳役，感觉到身心疲惫，对关于工作的任何事情都提不起
兴趣，出现力不从心和悲观失望。这些都表明中小学教师也出现了
职业倦怠。

4. 墨守成规，缺乏应变
教育部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明确地把教师培养

与发展列为面向 21 世纪的“园丁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要进一步指出“建设高
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这些都表明，
教师自身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整个教育的关键，因此这
就需要教师能够不断的去学习，去充实自己，但是有很多教师执着
于旧的思维模式，不能接受新课改的要求。表现出处事呆板，缺乏
应变能力。

二、原因分析
1. 自我意识方面
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出现

问题都会影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因自我认识不清，而
导致过分自我中心，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认为万事万物都以自己为
中心，任何人都要顺着自己，任何物都要依着自己的要求发展 [4]。
中小学教师有时会对自己的成就，人际关系作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评价，出现评价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中小学教师常
常会因自我体验不良，出现自卑，内疚，羞耻等。例如：中小学教
师总是将自身的职业与他人的相比，认为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社会
地位底下，收入水平低，由此会产生自卑心理，而且这种现象愈加

严重，这种心理会导致教师的焦虑，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不利
的影响。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可能因自我监控问题而追求完美、
过分自我克制和自我关注。

2. 人际关系方面
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来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教师的人际交

流面比较狭窄，但是教师职业要求教师要与家长，学生，同事，领
导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有利于自身工作的进行。但是目
前，一些教师因人际关系不良而导致了一些心理问题。

(1) 家庭关系
与家人沟通不畅，常常表现夫妻之间关系紧张，遇事不能很好

的沟通，经常会发生争吵，严重时可能出现暴力或者冷暴力，对孩
子来说，身为教师的家长，可能因工作的压力，将自己对工作，同
事，上司的不满带到家中，对孩子过于严厉，苛刻，甚至可能出现
一些强迫命令等行为。

(2) 同事关系
在调查中发现，中小学教师敌对、人际敏感问题的检出率分别

达到为 36.6%、33.6%，这些数据反映出教师在心理上存在人际交
往障碍，其中，中小学教师在与同事交往过程中因人际交往问题而
出现自卑，嫉妒，猜疑，敌对，冷漠，偏激，攻击等方面问题。中
小学教师在与同事交往的过程中还可能因人际敏感而表现出与人相
处时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敏感多疑、孤僻封闭、缺乏理解、信
任，对他人意图做出消极判断。

3. 社会因素
目前，社会对教师的期望过高，认为学生的问题就是教师的问

题。将学生在学校所发生的事情都归因于教师的管理问题，如果学
生学习出现问题，家长或者社会上的人士可能将其归因于教师的教
学方法，手段出现问题。学生出现品行或其他比较恶劣的行为，社
会大众往往也会认为教师没有教好自己的孩子。不可否认的是，教
师确实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学生的一切问题教师造成的。
因教师承受太大的社会压力，导致教师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要远远
大于其他行业。

总之，目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愈发的凸显，问题也趋于
多样化，社会、学校和教师自身要行动起来，积极的采取各种方式
来应对各种可能的心理问题，要明白对心理问题的预防更加的重
要。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对广大教师来说，既是机
遇，又是挑战，因此教师应该持积极的态度，正确的面对知识经济
时代的挑战。这有利于教师摆正自己的观念，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
产生。

参考文献：
[1] 庞丽娟 , 洪秀敏 , 姜勇 . 教师心理健康 : 关注与促进 [J]. 教育理

论与实践 ,2003(5):61-64.

[2] 苏学忠 . 浅谈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 [J]. 教育探索 ,2001(6):59-60.

[3] 胡海燕 , 张丽华 , 李凤杰 .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4(9):1342-1344.

[4] 洪显利 . 当前中小学教师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及其对策 [J]. 乐山

师范学院学报 ,2005(8):112-117.

作者简介：杨　伟 (1993-)，安徽淮北人，延安大学，主要从事积
极心理学研究。

林　青 (1989-)，陕西商洛人，延安大学，主要从事积极心理学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