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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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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对我国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４年的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现有对该研究问题探讨不全面、不深入,研究设计固定、工具单一,基础研究不

充分,最终导致了相关研究发展停滞.研究亟须创新研究问题、综合研究设计,并且要关注国外研究动态、增

加课题立项数量,从而促进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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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创新是２１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人才是创新的关键.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大任务,
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直接影响人才的成长,因此政府与社会应更加重视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而

我国对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滞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进行

比较系统的研究[１].
从研究成果数量以及影响力来看,中国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为了更好地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对研究问题进行反思,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现有

的关于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成果,从“量”和“质”两方面探讨我国研究现状,为今后相关的研究

提出建议,这也是我国这一相关领域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的搜集

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检索年限为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４年.以“高校教师”并且包含“心理

健康”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通过进一步人工筛选,排除重复发表、内容与“高校教师心理健康”联系不

紧密的文献,共搜索到１９９篇文献.其中２５．６０％的文献来源为核心期刊,７．０４％的文献来源为学

位论文,详见表１.为了确保文献样本的质量,使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研究着重对公开发表的核

心期刊论文(５１篇,７８．４６％)和学位论文(１４篇,２１．５４％)共６５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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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文献信息

文献年代 文献总数量

课题数量

数量
(篇)

百分比
(％)

核心期刊

数量
(篇)

百分比
(％)

学位论文

数量
(篇)

百分比
(％)

２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０ ０ ０．００ ４ ４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２ １ ８．３３ ２ １６．７０ １ ８．３３
２００６ １６ ２ １２．５０ ２ １２．５０ １ ６．２５
２００７ ２７ ２ ７．４１ ６ ２２．２２ ５ １８．５２
２００８ ２１ ２ ９．５２ ５ ２３．８１ ２ ９．５２
２００９ ２７ ２ ７．４１ ６ ２２．２２ １ ３．７０
２０１０ ２４ ５ ２０．８３ ９ ３７．５０ ２ ８．３３
２０１１ １５ ４ ２６．６７ ８ ５３．３３ １ ６．６７
２０１２ １３ ３ ２３．０８ ３ ２３．０８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４ １ ７．１４ ２ １４．２９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５ ５ ３３．３３ ４ ２６．６７ １ ６．６７

　　(二)文献计量要素

根据研究需要,借鉴权威专家探讨的计量要素确定了作者、学科领域、被引次数、参考文献、课

题级别５个要素,详见表２.
表２　文献计量要素

要素名称 释义

作者 指第一作者

学科领域 指第一作者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反映研究涉及学科的多样性

被引次数 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反映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指引用的观点与依据,一般附在论文最后

课题级别 指支持研究的级别,反映研究的价值

　　(三)内容分析类目体系

参考借鉴了陈丽等所采用的类目体系,即对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性质分别进行分析[２],详

见表３.
表３　研究问题类目体系

类目 释义

研究问题

基本状况 研究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水平及心理问题的表现

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因素以及引发心理问题的因素

预防措施 探讨如何在高校教师生活与工作中预防心理问题及维护心理健康

干预对策 探讨如何对出现心理问题的高校教师进行疏导、调节、治疗

其他 不属于以上条目的主题

研究方法
定性与思辨

从经验、事实、历史资料出发,或引用哲学观点,应用比较与分析、总结与归纳方
法探讨研究问题

定量与实证 采用观察法、问卷法、实验法、个案法等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研究性质

基础性研究 针对普遍性、规律性的内容,目的是丰富学科知识体系

应用性研究 针对当下的、实际的问题,目的是解决现实的问题

综合性研究 针对上述两种内容,目的是认识规律与解决现实问题

　　(四)文献的编码与统计

对核心期刊文献和学位论文分别从１~５１和１~１４进行编码,并将文献按文献计量要素分别

录入EXCEL表中.针对类目体系,将仔细阅读文献并分别赋值.对信息不全的文献,命名为缺省

值.最后将类目赋值的结果直接录入SPSS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研究的年代分布

根据图１,可以看出文献总数、核心期刊、学位论文的年代分布基本是一致的,数量大致在２００７
年达到峰值,并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图１　文献年代分布

(二)研究问题的分布

统计分析得出８１．２４％的文献都涉及了多个研究问题.其中,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

(５２篇,占８０．００％)、分析影响因素(３４篇,占５２．３１％)、预防措施的探讨(９篇,占１３．８５％)、研究者

提出的干预策略(２５篇,占３８．４６％),如图２所示.

图２　研究问题分布

(三)研究方法的分布

近１０年来,我国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使用思辨定性法(４１篇,占６３．０７％).进一步统计,
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工具有SCLＧ９０(２８篇,占６８．２９％)、SRMHS(４篇,占９．７６％)、自编问卷(９篇,
占２１．９５％),如图３所示.

图３　研究工具分布

(四)研究性质的分布

其中应用研究(４２篇,占６４．６２％)在研究中占大多数,而理论研究(１３篇,占２０．００％)与综合研

究(１０篇,占１５．３８％)相对欠缺,如图４所示.



图４　研究性质分布

(五)作者活跃性、文献被引量的分析

表４　期刊发文量前三名的第一作者

作者 单位 学科 篇数

邱秀芬 南华工商学院 高等教育学 ３

何菊莲 湖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２

朱小茼 河北联合大学 应用心理学 ２

表５　被引次数较多的文献

作者 篇名 年代 被引次数

陆桂芝 论维护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措施 ２００４ ２３

李淑环、张红杰、刘凤阁 保定市４所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００５ ２０

张虎祥、张胜林、杨建文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与职业压力的相关研究 ２００９ １７

李远贵 论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与维护 ２００４ １３

蒋惠珍 体育锻炼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２００９ １３

盛瑶环、叶金花、李启华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浅析 ２００７ １０

马凤芹 高校教师亚心理健康的成因分析及调节对策 ２００４ ９

王琦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现状分析 ２０１０ ７

　　其中,邱秀芬公开发表了３篇文献,研究表现较为活跃.在对文献被引次数分析时,陆桂芝的

«论维护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措施»被引次数最多,可见其研究的影响力较大,详见表４和表５.从

表５可以看出研究者对影响因素、现状、措施对策等问题很关注.
(六)课题的年代分布

由图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４年的课题总数量最多,而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之后课题数量呈下

降趋势,这与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变化趋于一致.

图５　研究课题年代分布



(七)参考文献种类

图６　参考文献种类分布

研究引用中文期刊２８８篇,以６５．８６％的比例成为参考文献最多的种类,研究者对外文文献(６０
篇,１２．４５％)的参考较少,如图６所示.

(八)学科领域的分布

研究者学科领域的分布可以反映研究问题的跨学科性,如图７所示,心理学领域(２５篇,

３８．４６％)贡献最大.

图７　学科领域分布

四、结　论

经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与梳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研究问题不全面,探讨不深入

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例如:朱爱民、张虎祥等研究发现高校

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较差[３Ｇ４],而刘纯姣、王金道等则通过调查研究表明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良

好[５Ｇ６].由于研究现状与研究取样、时间等因素的差异,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结果并不

一致,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关于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朱小茼等提出职业压力影响高校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７],欧朝辉等研究发现高校人际氛围可以正向预测教师心理健康[８].干预措

施方面,黄辛隐等针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出了完善的团体心理训练计划[９].
此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以及预防心理问题的探讨较少.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较多

是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探究,而对高校教师这一群体的创新性研究还存在不足.
在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着文献涉及多个研究问题,但对各个方面的探讨都不够深入的现象.国

内８０％的研究都同时涉及了基本状况、影响因素、干预策略等问题,如:陆桂芝从心理健康现状、心
理问题产生原因以及维护措施３个研究问题着手[１０],但是并没有做到深入探讨其中任何一个研究

问题;而潘孝富则选择了高校管理气氛与高校教师心理健康关系这一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１１],这
种集中精力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

总的来说,研究者并没有发掘新的研究问题,而且对现有问题的探讨也并不深入.所以近１０
年的研究成果普遍影响力较小,并没有出现深刻而精辟的观点.



(二)研究设计固定,研究工具单一

近１０年的文献研究中有６３．０７％采用了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实证研究多采用测量法和

问卷法,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研究设计,即“发放问卷－回收统计数据－描述基本状况－探讨影响因

素－提出干预对策”.类似于罗小兰运用干预前后测试[１２]、吕雅英采用半结构式访谈[１３]等方法来

研究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则很少.采用个案法、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者更是几乎为零,这也限制

了研究的发展,导致了研究成果的片面性.问卷法是一种横断收集数据的方式,已有的研究并没有

采取纵向研究的方式来探讨相关问题.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高校教师心理

健康的变迁、干预对策的有效性等问题.
进一步分析,发现６８．２９％的文献实证研究都采用了症状自评量表(SCLＧ９０).SCLＧ９０是目前

使用比较广泛的测量心理健康水平的量表,但能否对正常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量仍存在很

大争议.此外,因为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应该编制针对教师的心理健康量表,提高研究信效度.在

研究工具的编制中,俞国良等编制了教师心理健康评价量表并报告了其信效度[１４],郑红渠等编制

了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量表[１５].然而,国内尚未编制并公开发表针对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

量表.
(三)基础研究不充分

在研究性质统计中,只有２０％的文献是基础研究,１５．３８％的是综合研究.关于高校教师心理

健康的标准几乎沿用了其他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标准,俞国良[１６]、兰卉[１７]、边玉芳[１８]等都提出了

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认为应从教师的职业特征来界定其心理健康,而且标

准只反映了教师现在的心理状态,并未考虑到心理健康水平的未来发展.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标准

是否完全等同于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在理论探索中,相关性研究较多,例如马雪玉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心理健康影响其教学效能[１９].

然而,关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等理论方面缺乏研究,其概念的界定也很模糊.理论指导实践.如

果理论基础不扎实,研究者提出的干预对策等应用方面便容易变成空谈,从而容易导致高校教师心

理健康问题干预对策等实践性研究的盲目性.
(四)研究发展停滞不前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研究与课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并非由

于过于饱和导致研究数量下降,恰恰相反,由于研究问题不全面、研究方法单一、基本理论研究不足

等原因造成了国内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难以突破创新,研究成果停滞不前,从而进入了

研究发展的“瓶颈期”.
近１０年针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总体数量并不多,这也表明相对于中小学教师,国

内高校教师的研究刚刚起步,遭遇困难是必然的.但是理论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又亟须加强对高

校教师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因此,应该正视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促进我国高校教师心理健康

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

五、建　议

第一,研究问题需要创新并且进一步深入.应该注重对理论方面的探讨,不仅要对核心概念、
关键因素的作用机制等加强研究,而且对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的维护与预防措施也需要提出完善

的对策.同时,需要编制相关研究工具,提高实证研究的信效度,进一步研究怎样建立综合全面的

心理健康评价体系.由于现有研究与中小学教师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联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利

用并延伸其成果,但是不能一味模仿与验证研究,还需结合高校教师的实际状况与群体的特殊性,
发现新的研究问题,使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第二,研究设计需要综合化.在研究思路上,心理健康本来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问题,在今



后的研究中,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是必然趋势.为了避免研究方法的简单化与单一性倾向,
应该加强纵向研究,并积极使用实验法、个案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第三,关注国外研究动态.国外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问题的关注点、研究思路的切入

点等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应该

关注国外动态,并结合中国实际完善相关的研究领域.
第四,应该加强相关领域的课题立项以及支持力度,激励国内研究者对相关问题进行关注,充

分调动社会资源.而课题立项应该侧重于研究基本理论、探索研究方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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