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5学教育

目前，教师职业在上级领导

和学生及家长需求，家长和学校、
老师，升学率、分数等多种因素影

响下，教师心理健康亟待加强。尤

其是农村地区的教师关注较少，

因此对农村地区小学教师心理健

康现状的调查研究十分有必要。
只 有 确 保 了 教 师 心 理 足 够 的 健

康，才可以做好孩子们更为合格，

更为出色的引导者和指路人。
《义务阶段农村教师的心理

健康的调查报告》通过大量的调

查数据分析探讨在义务教育阶段

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形成

的原因，总结出对教育改革有利

的可行性方法和措施。调查结果

显示近50%的农村小学教师有心

理问题，；二是年龄在40—50岁之

间的教师心理问题严重突出；三

是女性、班主任和骨干教师心理

问题高于其他教师。
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以及

作 为 农 村 小 学 教 师 自 身 的 体 会

中，我总结出以下几方面当前农

村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

1. 农村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堪忧。在我国，半数以上的教

师在乡村任教，这就表示农村教

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我国的教育

方阵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位置。
2. 教师在不健康的心理环境

中工作，积极性不高。
3. 教师的不健康的心理环境

中工作，情绪化比较大。
4. 影响农村教师心理压力甚

至心理健康的因素还有过度的工

作量等。长期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和超长的工作时间、较低的收入

报酬、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较差

的生活环境，再加上忽视对自身

心理问题的疏导，极容易导致强

烈的职业倦怠行为和心理。

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关注与研

究，不仅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

更直接影响教师自身的生活状态

与生活质量。而造成农村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面对农村小学教师的这

些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经过调查探讨，总结出改善

农村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措

施主要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各级领导应充分重视教师

心理健康问题。农村教师由于其

特殊的工作性质，加上其周围环

境的特殊性，农村教师所处的社

会环境在不断变化，教育对象也

存在差别，自身追求也在变化，因

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做为领导，应该重视教师的这些

心理状况，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

教育培训，并使心理健康教育培

训制度化、系统化、经常化。
2.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减

轻教师心理压力。教育部门要从

社会支持方面入手，呼吁社会对

教师的关心和尊重；学校应努力

为 教 师 创 设 良 好 的 人 际 关 系 环

境、工作生活环境，使教师看到自

己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的地位、重
要性，以此来提高教师的心理健

康水平。
3.教师本身要提高自身素质。

教师从自身方面也要努力提高对

压力的承受能力和化解压力的方

法技巧，包括自我调节、主动调整

心理需要、创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时常进行反思等等。只有身处农

村地区的小学教师自己认识到自

身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正面面

对这些心理问题，并积极调节，提

高自身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心理健康问题。
众所周知，教师的职责是教

书育人，育人的内容又包括了育

德、育心。心理健康是教师素质的

核心要素，也是教师整体素质提

高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基础与

保障。通过对农村小学教师心理

问题现状的调查及原因分析，寻

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探索

优化教师心理健康，疏导教师心

理困惑，从而提高教师心理健康

水平，促进教师身心的和谐发展，

切实加强和维护教师心理健康状

况，健全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所以，调查、分析和研究教师

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教师的心

理健康辅导，不仅关系到教师自

身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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