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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主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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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教师自主与教师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对这一关系的影响,采用教师自主问卷、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SCL-90量表对125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① 中小学教师自主总体发展水平较

高,但各维度发展不均衡;中小学教师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在性别和学段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总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② 教师自主能正向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即自主水

平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③ 领悟社会支持在教师自主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的提高,低自主对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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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作为人类普遍和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1].在教师职业领域,随

着对学习者自主研究的深入,教师自主逐渐走入研究者视野,并成为当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关注的热点.
教师自主既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基本需要,也是教师的一种人格特质,是教师在职业活动

和专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判断、抉择和自我决定及行动的内在心理品质[2].这种心理品质对于教

师职业发展和教师个人成长都显得尤为重要,并已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有研究表明,在教育改革中,
教师自主的缺乏是导致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因素[3];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自主是学生自主的重要前提[4],教

师拥有充分的自主有助于教学创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5].在教师自身发展中,满足教师自主需要能够提高

教师的工作动机,有效缓解其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幸福感[6-7].相反,忽视教师的自主需求,
则会抑制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其产生职业倦怠和消极行为[8].

尽管如此,教师自主给教师带来的积极效应是否同样体现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目前这方面的实

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同时,研究变量间关系时,忽视第三变量的作用而仅仅考察2个变量间的直接效应,不

利于透彻反应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诸多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个体特征和社会环境等不同因

素的交互影响,其中,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境变量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关系密切[9].社会支持是指

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

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10].社会支持缓冲器模型理论认为[11],社会支持通过调节其他因素对身

心状况的消极影响来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围绕这一理论,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缓冲作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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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大量研究者检验[12-13].研究发现[14],相较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

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并不一定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的现实却是心理现实,

正是这种心理现实作为实际变量影响着人的行为和发展[15].
据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验证教师自主对其心理健康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

这一影响的作用,以期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方 法

1.1 调查过程及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来西南大学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和“国培计划”的中小学教师进行团体

施测.共发放调查问卷1429份,回收1364份,剔除信息不完整和回答不认真的问卷113份,最终获

得125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1.72%.其中男教师513人,女教师738人.中学教师583人,小学

教师668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教师自主问卷

采用唐海朋编制的《教师自主问卷》[16],该问卷包括自主意愿、自主抉择、自主行为、自主体验4个维

度,共20个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给予1-5的计

分,每个维度中所有题项的总分越高,说明教师自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

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5,0.84,0.79,0.74.

1.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由Zimet等人编制、姜乾金修订的适合中国文化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17].该量表共12个题项,采

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7分.计算12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领悟

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

1.2.3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本研究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作为教师心理健康的指标.该量表共90个题项,分别检测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此量表在国内外

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结果证明其同质性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均较好.该量表得分越高,表

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86~0.94之间.

1.3 数据统计

用SPSS20.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和教师心理健康的发展状况

2.1.1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和教师心理健康的描述统计

对125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和教师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如表1所

示.教师自主总均分为4.01,高于中等临界值3.00分,说明中小学教师自主水平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教

师自主各维度发展不均衡,自主意愿得分最高(M=4.20),其次是自主体验(M=4.11)和自主抉择(M=
4.00),自主行为(M=3.90)得分最低.领悟社会支持的总均分为5.32,高于中等临界值3.50分,说明教

师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SCL-90总分为147.00,与全国成人常模129.96相比,高于全国成人常模得

分,并且SCL-90总分在160分以上的教师有39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31.57%,即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率达

到31.57%,说明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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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描述统计结果

检验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检验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教师自主总均分 4.06 0.54 自主体验 4.11 0.59

自主抉择 4.03 0.57 领悟社会支持 5.32 0.99

自主意愿 4.20 0.63 SCL-90总分 147.00 52.72

自主行为 3.90 0.66

2.1.2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及教师心理健康的性别与学段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及教师心理健康的性别与学段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教师自主和心理健康在性别和学段上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领悟社会支持的性别和

学段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教师显著优于男教师,小学段教师显著优于中学段教师.
表2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及教师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及学段差异比较

检验变量
性   别

男(n=513) 女(n=738)
t

学   段

小学(n=668) 中学(n=583)
t

教师自主 4.1±0.58 4.00±0.51 1.3 4.08±0.51 4.05±0.57 0.75

领悟社会支持 5.20±1.08 5.38±0.92 2.95* 5.44±0.96 5.19±1.02 4.33***

SCL-90 1.64±0.62 1.63±0.56 0.09 1.65±0.59 1.62±0.58 0.77

  注:*p<0.05,**p<0.01,***p<0.001.

2.2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与SCL-90得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相关系数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教师自主与SCL-90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4,p<0.01),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

相关(r=0.44,p<0.01),领悟社会支持与SCL-90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5,p<0.01).
进一步分析各变量维度间的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变量各分维度之间的两两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教师自主各维度与SCL-90各因子间的相关在-0.21~-0.33之间,领悟社会支持与教师自主各维

度的相关在0.35~0.43之间,与SCL-90各因子的相关在-0.30~-0.36之间,教师自主与SCL-90各因

子间的相关在-0.25~-0.35之间.SCL-90总均分与教师自主各维度间的相关在-0.28~-0.32之间.
表3 研究变量各维度的相关系数矩阵(n=1251)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自主抉择

2自主意愿 0.72**

3自主行为 0.69** 0.73**

4自主体验 0.72** 0.75** 0.64**

5躯体化 -0.21** -0.24** -0.22** -0.22**

6强迫 -0.28** -0.26** -0.28** -0.23** 0.82**

7人际关系 -0.29** -0.29** -0.30** -0.26** 0.73** 0.82**

8抑郁 -0.29** -0.30** -0.30** -0.27** 0.79** 0.87** 0.88**

9焦虑 -0.29** -0.31** -0.30** -0.27** 0.84** 0.84** 0.86** 0.89**

10敌对 -0.30** -0.32** -0.29** -0.28** 0.74** 0.80** 0.82** 0.83** 0.83**

11恐怖 -0.28** -0.33** -0.27** -0.29** 0.75** 0.74** 0.81** 0.80** 0.85** 0.77**

12偏执 -0.26** -0.29** -0.24** -0.24** 0.72** 0.76** 0.84** 0.83** 0.82** 0.80** 0.78**

13精神病性 -0.30** -0.34** -0.29** -0.30** 0.78** 0.80** 0.87** 0.85** 0.88** 0.81** 0.83** 0.84**

14领悟社会支持 0.39** 0.43** 0.40** 0.35**-0.23** -0.30** -0.36** -0.36** -0.32** -0.34** -0.32** -0.36** -0.36**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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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研究假设,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对研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

处理,以避免变量间出现多元共线性问题[18].第一步将性别和所教学段作为控制变量导入回归方程,第二

步将自变量(教师自主)和调节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导入回归方程,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是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的交互项(因变量是SCL-90得分).结果显示(表4),领悟社会支持对教师自主和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

用具有统计学意义(β=0.065,p<0.05).
表4 领悟社会支持对教师自主、SCL-90的回归分析(n=1251)

步骤1 步骤2 步骤3

控制变量

性别 -0.01 -0.00 0.01
所教学段 -0.02 -0.06* -0.06*

自变量

教师自主 -0.23*** -0.22***

调节变量

领悟社会支持 -0.26*** -0.26***

交互项

领悟社会支持×教师自主 0.07*

R2 0.00 0.17 0.17

ΔR2 0.00 0.17 0.00

F 0.32 63.00*** 51.80***

  注:*p<0.05,**p<0.01,***p<0.001.

图1 领悟社会支持在教师自主与

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根

据以往研究的常用做法[19],将教师自主分为高分组

(平均数以上一个标准差)和低分组(平均数以下一个

标准差),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在高社会支持(平均数以

上一个标准差)和低社会支持(平均数以下一个标准

差)2种水平下,教师自主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趋势,

结果见图1.
图1表明,高自主的教师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上,

SCL-90得分最低,即心理健康水平最好;低自主的教

师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上SCL-90得分最高,即心理健

康水平最差.而感受到较高社会支持的教师,虽然心理健康水平受到自主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即使是低自主的教师,在感受到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其心理健康水平仍然高于低社会支持情况下高自主

的教师.这一结果再次说明社会支持在教师自主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它能有效缓解低自主对教师

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3 讨 论

3.1 教师自主、领悟社会支持和教师心理健康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研究对1251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的自主性、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发展

状况具有不同特点.总体上,中小学教师自主发展状况较好,但各维度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教师自主意愿强

烈,自主行动却并不突出.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师教育和相关培训的重视,激发了教师发挥

自主性、实现自身发展的愿望.但是,目前集权式的学校管理模式、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社会评价机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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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自主行为.并且,在我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方式,实现自主

教学往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冲突,使教师难以将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付诸实践.在性别和学段上,

教师自主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性别与学段是否是影响教师自主的关键因素,研究者们尚未有一致

结论.我们认为,男教师和女教师在学校中处于同等地位,他们的自主权利和自主机会是基本相同的,对于

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也是如此.但是这一结果,也有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研究工具以及样本差异的影响,具

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领悟社会支持方面,教师领悟社会支持的总体水平较高,女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显著优于男教

师,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社会对男性与女性有不同的期望.社会通常期望男性具有独立、坚强的品质,遇到

困难时男性倾向于通过自己努力去克服,较少向他人寻求帮助,也较少感知来自他人的支持.而女性多被

期望具有温柔、依赖的性格特点,相比男性,女性更希望与他人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氛围,因此也更易感

知到来自他人的关爱.在学段差异上,小学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于中学教师.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师

生关系特征:在小学阶段,学生比较依赖和尊重教师,师生冲突较少,师生关系较和谐;到中学阶段,随着

学生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增强,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性有所下降,加之学习任务繁重,师生

冲突逐渐增多,师生关系远没有小学阶段和谐,因此教师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随之降低.研究结果显示

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一结果与多数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结果一致[20].教师心理

健康状况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小学教师工作量大,教学任务繁重,师生冲突日益

增多,家长缺乏对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且社会对教师要求过高,教师工作待遇普遍偏低等问题导致教师面

临较大职业压力.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学校也较少针对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教师的负性情绪缺乏合理宣泄,长久被压抑导致教师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3.2 教师自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自主与SCL-90得分的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从表4可以看到,教师自主

负向预测SCL-90的得分(β=-0.23,p<0.001),这说明教师自主能正向预测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教师

自主性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这与“自主与心理健康”的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1].
自我决定理论提出[22],自主作为人的基本心理需要之一,是人类最佳功能和心理健康的先决条件,它

促进人们学习、成长和发展.一方面,当教师的自主需求得到满足时,教师能够清晰地认识自我,充分挖

掘、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行成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行为模式,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自主能够激

发教师产生内部工作动机,使教师在面临工作压力时,更多考虑到教学对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主动将外

部要求内化为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当教师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与价值时,教师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投

身于教学活动中,更容易体验到成就感和较高自尊.而且,自主的个体通常能够摆脱外在束缚与压力,对所

从事的活动具有选择和决定的控制感.高自主的教师往往能按照自己确定的方式来呈现教学材料,与学生

建立灵活的师生关系,创造、改进自己所教的课程等,对教育环境和教学活动产生较高自我控制感,而这

种自我控制感是个体成功调节压力的重要因素[23],能够有效维护教师的心理健康.

3.3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与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领悟社会支持在

教师自主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它能够缓解低自主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社

会支持的缓冲效应模型.社会支持是个体可以利用的一种外部资源,它通过诸如直接帮助、情绪支持、建议

或者反馈等多种形式帮助个体调节不良情绪.教师在工作中感受到较多社会支持时,意味着教师可以利用

较多资源来解决问题,应对压力.低自主的教师在工作中往往缺少决策权与控制感,他们更容易产生负性

情绪,如果外部环境给予其较多支持与帮助,就会增加低自主教师应对压力的可用资源.同时,社会支持所

提供的亲密、温暖的氛围也能够缓解低自主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总之,一个关系良好、富于支持性的工

作环境能让教师更少感受到挫败、焦虑,缓解职业压力.因此,在维护与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的过程中,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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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学校应加强教师教研合作团队建设,促进教师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协作,为教师及

时提供正面的信息反馈和有效激励措施,以充分发挥社会支持在心理健康中的调节作用,维护和促进教师

心理健康,享受职业幸福.

4 结 论

1)中小学教师自主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其中,自主意愿强烈,自主行为较差;

中小学教师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领悟社会支持在学段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教师明显高于男教

师,小学段教师明显高于中学段教师;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总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率

达31.57%,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教师自主能正向预测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教师自主性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自主性越低,

其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3)领悟社会支持在教师自主与教师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高领悟社会支持能缓解低自主对教师

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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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AutonomyandTeachersMentalHealth:
theModeratingEffectofPerceivedSocialSupport

GUO Cheng, YANGYu-jie, LIZhen-xing, LIUYan-ling
MentalHealthandEducationResearchCenter,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sampleof1251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ChinacompletedtheQuestionnaireof
TeachersAutonomyLevel,PerceivedSocialSupportScaleandSCL-90.Theresultsshowedthattheau-
tonomylevel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was,onthewhole,relativelyhigh,butthedevel-
opmentwasunbalancedonfourdimensions.Theirperceivedsocialsupportlevelwasfairlyhigh,andsig-
nificantdifferencesinperceivedsocialsupportlevelwerefoundongenderandschoolstage.Theseteachers
averagescoreofSCL-90wasremarkablyhigherthanthenationalnormal,whichrevealedthatthese
teachersmentalhealthwasworrisome.Teacherautonomycouldsignificantlypredictateachersmental
health,suggestingthatthehigherthelevelofteacherautonomy,thebetterhismentalhealthwouldbe.A
teachersperceivedsocialsupportmodera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histeacherautonomyandmental
health;inotherwords,thenegativeeffectoflowerteacherautonomyonhismentalhealthdecreasedwith
increasingperceivedsocialsupportlevel.
Keywords:teacherautonomy;mentalhealth;perceivedsocialsupport;moderat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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