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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农村特岗教师心理压力的形成原因 ①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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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十年“特岗计划”的实施，各种问题显现，其中特岗教师所面临的各种心理压力不可忽视。如何面对这些问

题进而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我国农村教育的质量。农村特岗教师心理压力的形成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薪酬低与工作量大；住房及就医得不到保障；人际关系淡薄；缺乏被尊重感；学校管理制度落后；入编的

不确定性；枯燥的日常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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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５日，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特岗计划’从２００６年起，用５年的时间实施，特岗教师聘期３年。”２０１０
年５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继
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持续近十年的对特岗教

师的招聘为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也为更多高校毕业生的择业就业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

但是，特岗教师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近几年的调查研究发现，特岗教师的不到岗

和中途离岗率较高。这些特岗教师大部分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要面临农村艰苦恶劣的环境，有的难以适

应，选择了退岗；有的仅仅为了暂时解决就业问题，对教师这个行业并没有多少热情，在工作中往往消极

对待；有的因为并非毕业于师范院校，对农村一线教育事业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实际教学中消磨了

积极性。这些出现在特岗教师中的专业上或生活中的负面问题势必会影响特岗教师的心理状态，也势

必会对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通过查询文献发现，当前我国对特岗教师的关注较少，而且大部分局限于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描

述，学者大多从社会层面的宏观视角去讨论这一人群，讨论他们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机制；较少研究

他们的自身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特别是他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而大量研究发现，教师的心理健康对

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教师在教学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能对学生产生正面积极的影

响，有利于帮助学生在青少年时期塑造完整人格。而反之，教师在教学中表现出来的消极状态会对学生

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关注特岗教师的心理状况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一群体的关心，也能间接影响农村

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而推进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正向发展。因此，对农村特岗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的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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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 田颖：简析农村特岗教师心理压力的形成原因

１　特岗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李艳等人于２０１１年的调查显示：四川地区５６．６８％的特岗教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其中存在轻度心理问题的占 ４０．２４％，存在中度心理问题的占 １１．１２％，存在重度心理问题的占
５３２％［１］。李艳等人认为，我国特岗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２０１３年张晓丹等人对安徽省农村
特岗教师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特岗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其中焦虑、恐惧、精神病性因子上显著

高于中国青年常模［２］。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国农村特岗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相较于普通中国青年存

在一定的问题。

２　农村特岗教师面临的各种问题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下往上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

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每个层次的需求都不会因为其他需求的满足而消失。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假定，人们被激励去满足一项或多项对他们重要的需求，而且，在实现这些需求的同时实现自

我发展。任何一种需求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它在需求层次中的地位，越底层的需求实现的动力越大，也只

有在底层需求得到基本实现的情况下，人才会去追求实现更高一层的需求。

２．１　生理需求的缺失
贾涛等人对贵州省特岗教师心理现状的调查研究显示，特岗教师越来越年轻化、高学历化，他们大

部分在农村学校担任主科的教学工作，但是，与此同时，部分特岗教师还需要额外担任别的学科的教学

任务，如音乐、体育等［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特岗教师的教学任务普遍繁重，而根据李晓玲等人的调

查结果，大部分特岗教师睡眠时间较少，仅为６小时左右，长期维持高负荷工作状态，特别是负责语文、
数学、英语三门主科的特岗老师［４］。所以说，在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的同时，特岗教师普遍只能拿到

相对较低的薪酬。虽然说，这种因为收获与付出严重不等而造成的心理落差不会破坏特岗教师的基本

生理需求。但是，劣势的经济状态和大量的工作势必会影响特岗老师的生理需求满足程度。

２．２　安全需求的缺失
一是住房安全问题。贾涛等人调查发现，特岗教师大多并非来自学校所在地，需要学校解决住宿问

题。因为中西部农村的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很多学校出于客观条件和经济因素都无法在学校附近提供环

境较好的住宅，大多只能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更甚者只能住在破旧的危房。这些学校提供的宿舍普遍离

学校有一定的距离，较为偏僻，山路崎岖，往返于学校和宿舍之间十分不方便。有些甚至还会带来安全问

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让许多老师对安全问题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担忧。

二是就医得不到保障。农村医疗条件较为恶劣，许多农村学校离医疗条件较好的城镇又有一定的

距离。许多特岗教师在需要看病就医时往往因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无暇分身，只能选择条件较差的学校

所在地就医。而学校所在地医疗条件有限，容易耽误病情。再者，特岗教师因为尚未纳入正式编制，而

农村学校也由于经济负担较重，无法为他们配备基本医疗保险。而经济上的劣势也势必会加重他们的

就医压力。这样一来，看病就医上存在的潜在问题势必会削弱他们的安全感，从而造成安全需求的

缺失。

２．３　爱与归属需求的缺失
谢国秀等人研究发现，特岗教师的人际关系与孤独感显著正相关。特岗教师孤独感水平较高，并且

显著高于非特岗教师［５］。特岗教师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处在强烈需求爱和归属的时期。但是，

他们一般来自外地，本来就在当地缺乏一定的人际关系，曾经的朋友、亲人、同学都不在身边。而每个人

对环境的适应程度都有所区别，加之特岗教师的特殊性，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就在这里，

因此，容易对所在单位、地区缺乏一定的归属感，自然也容易失去进行人际交往的动力。长此以往，成为

了异乡的边缘人。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特岗教师的社交方式十分匮乏。而农村学校一般比较偏远，

离县城有一定的距离，交通的不便让丰富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刘郁等人调查发现，学校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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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没有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娱乐设施。有的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或客观限制，没有网络［６］，

让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特岗老师十分不适应。而网络的缺失和社交方式的单调无疑让特岗老师的人际

交往生活更加匮乏。此外，在婚姻上他们也容易遇到问题。对于已经结婚的特岗教师来说，工作的繁重

与经济的弱势，让他们难免疏于照顾家庭，长期如此会对家庭关系产生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而对于那

些还没有步入婚姻的特岗老师来说，虽然他们已经到了婚恋年龄，但由于编制问题，往往不能确定以后

是否还会留在当地，对当地缺乏一定的归属感，因此不愿意与异性交往，更不愿意在当地谈婚论嫁。

２．４　尊重需求的缺失
特岗教师大部分在较为偏远的农村中小学任教，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其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孩子由祖

辈隔代抚养。父母的长期缺位容易让隔代抚养出现一些弊端，例如过分溺爱或者疏于管教。总体来说，

农村祖辈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农村学生群体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相较于城市家庭教育来说质量较

低。而高质量的家庭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相较于低质量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而言，往往更加尊

重老师。而特岗教师所面对的农村中小学生由于家庭教育质量较低或者家长对教育不够重视，更容易

让他们在工作中有挫败感，进而更容易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

２．５　自我实现需求的缺失
一是学校管理制度较为落后。首先，大部分特岗教师所处的农村乡镇学校管理制度比较死板，没有

以人为本，缺乏合理性，特别是在对特岗老师的考核与升迁上，几乎只关注老师的出勤率和学生的升学

率，没有为教师的晋升提供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其次，特岗老师在工作前三年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与

有正式编制的教师相比，在经济收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容易引起特岗教师的不平衡，一定

程度上影响特岗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影响他们的自我实现需求，从而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是入编的不确定性。虽然政策已经明确表示特岗老师３年聘期结束后可以纳入当地编制，但是
由于我国教育系统并没有发放编制的权力，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有时因为编制紧张等原因，在解决特岗

教师正式进入当地编制的问题上并不能达成一致。因此，近几年也出现部分特岗教师在３年聘期结束
后无法发放编制的问题。不能完全确保未来能够入编，对未来的未知感会让特岗教师对当下的生活缺

乏稳定感，存在一定的焦虑感，更会阻碍他们的自我实现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３　结语
第一，提升特岗教师的平均收入水平，尽量向普通在编教师收入水平靠近。第二，完善特岗教师的

住房制度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第三，学校应该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特岗教师的正面影响，在节假日组

织联欢等娱乐活动，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对集体更有归属感，对当下的生活更有归属感。第四，

学校应该完善其管理与考核制度，使之更加人性化，让特岗教师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有更多更加公平公

正的竞争环境；各个部门应该加深统筹合作，更加合理地解决聘期已满３年的特岗教师的编制问题，让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第五，教育部门应该更加有针对性地注重对特岗教师的心理

健康教育及培训，为他们提供及时疏导，提升他们自我调节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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