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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状态焦虑和心理求助的实证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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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 师范学院，湖南 常德４１５０００）

摘　要：目的：探讨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心理求助的现状及相互关系。方法：采用状态焦虑、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
态度问卷对１４２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幼儿教师具有年轻化、流动性强、新教师多、学历层次低、工资收入不
高的特点。有３６．６％的幼儿教师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很迷茫。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高于社会诸多群体；不同地域、
情绪特质、幼儿园性质的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与心理求助分维度的求助耻辱

的忍受程度、求助过程中的开放程度有显著性正相关，与心理求助总得分、求助认知、求助信任相关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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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是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威胁的情
境所产生的紧张、不安等不愉快的情绪状态，它通

常伴随有躯体性激活，并包含着为避免威胁作出

的努力和期待，但对这种威胁感到无能为力。焦

虑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也是当代人们心身

健康的主要负性情绪之一，已成为困扰现代人正

常生活的重要心理问题［１］。毋庸置疑，我国幼儿

园教师所面对的工作压力和体验到的焦虑情绪是

巨大的，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发生
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国外学者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
ｅｒ将焦虑分为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是
具有个体差异的相对稳定的焦虑倾向和焦虑易感

性，是一种人格特征的体现；状态焦虑是指个体处

于某一具体情境时产生的时间短暂、强度多变和

紧张的情绪状态，主要表现为某段时间的不愉快

情绪体验，具有情境性、不稳定性、短暂性等特

征［２］３－２０。本质上状态焦虑是一种个体对具体刺

激或威胁感知的基础上，反馈出的不良情绪表现，

其作用的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改变［３］，是对

变化的环境条件、压力的一种反应。例如，考试焦

虑、评比考核焦虑、比赛焦虑等。

教师状态焦虑是由与教师工作有关的具体情

境引发、强度变化较快、持续时间较短的焦虑情

绪。它是教师因对教学的教学事件、内外环境等

缺乏控制感，对生活事件、物质与精神条件等方面

缺乏满足感，或在教师角色、自我发展等方面存在

冲突感而引发的心理上的紧张与忧虑，生理上的

系列不适反应以及行为上的应对反应［４］。状态

焦虑在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是影响教师心理健

康和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焦虑相关的消

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们努力达到目标，

并为最重要的任务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从而减

少拖延［５］。但是，焦虑情绪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宣

泄途径，长期积累则会引起个体的应激反应，导致

极端事件的发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人们可以通过

自我疏导而缓解，而较严重的焦虑情绪则需要求

助外界的帮助才能达到比较好的缓解效果。

所谓心理求助，指个体在自我心理处境具有

良好认知的前提下，在遇到心理方面的困难时，寻

求外在社会资源、解决心理困扰、促进自我心理成

长的行为。心理求助的对象包括两类人群：一类

是专业心理人员，例如心理咨询师；另一类是非专

业人员，例如家人和朋友。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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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多数人都有可能发生心理困扰或障碍，其中

许多人需要心理求助。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大量

需要求助的人，甚至是处于危机状态的人，并不主

动寻求援助。调查发现，中国的自杀死亡群体中，

有心理卫生问题的约占６３％，但仅有７％的自杀
者生前曾经寻求过专业心理帮助［６］。目前，国内

外普遍存在着心理卫生资源利用率不高，需要寻

求专业心理帮助的人没有去求助的现象［７］。

作为一个很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幼儿教师

群体，他们在感到焦虑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寻

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吗？本文旨在探讨幼儿教

师群体的状态焦虑水平和他们寻求专业心理

帮助的关系。为改变幼儿教师对心理健康、心

理咨询的负面观点提供指导，有助于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渠道，从

而提高幼儿教师对社会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

率，维护自身的心身健康。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抽取某市城乡幼儿教师１４２人，全部为女性
教师。所调查幼儿教师来自市县、乡镇的人数分

别是９１、５１人，各占６４．１％、３５．９％。公办园、民
办园的人数分别是 ５１、９１人，各占 ３５．９％、
６４．１％。
１．２　调查问卷

１）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该问卷由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等人编制，主要用于评定个体即刻
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境的恐惧、紧张、忧虑

的体验或感受。问卷共计４０个项目，前２０项为
状态焦虑问卷，后２０项为特质焦虑问卷。此次调
查选用了该问卷的前２０项有关状态焦虑的部分。
总分反映受试者当前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得分

越高代表状态焦虑水平越高。问卷采用四点评分

法，１＝完全没有，２＝有些，３＝中等程度，４＝非常
明显，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８］１５６。

２）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态度问卷。本问卷
由 Ｆｉｓｃｈｅｒ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０）编制，共 ２９个条目。
采用５级评分，１到５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不能确定、同意、非常同意。总分越高，代表对

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越积极。问卷分为４
个分维度：求助认知（对心理帮助需要的自我认

知）、耻辱忍受（对心理求助耻辱的忍受性）、求助

开放（人际开放性）、求助信任（对心理健康专家

的信心），研究表明该问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９］。

１．３　调查与统计方法
调查要求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感受情况做

出相应的回答。个人资料包括年龄、教龄、学历、

月总收入、婚姻状况、性格、在幼儿园的用工性质、

担任职务、幼儿园性质（公办、民办）、幼儿园所在

的地域（城、乡）等。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统

计、均值检验、相关分析等，以上统计工作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幼儿教师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１）幼儿教师的年龄、教龄分析。所调查的幼
儿教师年龄在２０岁以下、２０～２５岁、２５～３０岁、
３０岁以上的人数分别是：２３、３８、３２、４９人，所占百
分比分别是１６．１％、２６．６％、２２．４％、３５％。教龄
在２年以内、３～５年、６～９年、１０年以上的人数
分别是５０、４１、３１、２０，所占百分比分别是 ３５％、
２８．７％、２１．７％、１４．７％。由此可以看出，幼师主
体还是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女性。但教龄方面，有
３５％的幼儿教师的教龄在２年以内，２８７％的幼
儿教师的教龄在３～５年，５年以上教龄的幼儿教
师只占３６．４％。由此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具有年
轻化、流动性强的特点，幼儿园教师新手相对比

较多。

２）幼儿教师的学历、收入、用工性质分析。
幼儿教师中，学历为中专 －高职 －高中、大专、本
科及以上的人数分别是４６、７４、２２人，所占百分比
分别是３２．９％、５１．７％、１５．４％。收入在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元、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０～２５００元、２５００
元以上的人数分别是２３、６３、４１、１５人，所占百分
比分别是１６．２％、４４．４％、２８．９％、１０．６％。用工
性质方面，在编 １５人、占 １０．６％，合同聘用 １１３
人、占７９．６％，其它１４人、占９．９％。可见，幼儿
教师学历以大专、中专为主体；普遍工资不高，基

本上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月；而且绝大部分教师为
合同制教师，有编制教师只有一成。工资待遇不

高、工作不稳定，这也是幼儿园教师流动性比较大

的重要原因。

３）调查问卷最后还有两个涉及到幼儿教师
职业发展的问题，分别是“对自己未来发展前景

的估计”“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打算”。对自己未来

的发展前景很乐观、较乐观的人数为 ７８人、占
５４．９％，一般的为５６人、占３９．４％，带有悲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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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８人，占５．６％。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打算方
面，愿意继续留在幼儿园工作的有 ５６人、占
３９４％，准备自己创办幼儿园的有 １５人、占
１０６％，计划转行的有１９人、占 １３．４％，说不清
楚的有５２人、占３６．６％。据此可以看出，虽然幼
儿教师对自己未来发展前景估计还乐观，但有

３６．６％的幼儿教师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打算说不清
楚，对自身专业学习与培训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对

未来的职业发展很迷茫。

２．２　幼儿教师状态焦虑现状分析
２．２．１　幼儿教师状态焦虑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由于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被用来调查教师群
体的研究很少，没有相应的中小学教师的相关数

据来进行比较。故选取了女大学生［１０］、企业白

领、乘务员、全国常模［１１］等数据来与幼儿教师的

状态焦虑水平进行对比。比较发现，幼儿教师的

状态焦虑水平高于女大学生、企业白领和全国常

模，略低于乘务员的状态焦虑水平（见表１）。可
见，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高于社会诸多群体。

表１　幼儿教师状态焦虑水平与其他社会群体比较表

幼儿教师ｎ＝１４２ 女大学生ｎ＝１４４ 企业白领ｎ＝１３７ 乘务员ｎ＝３４５ 全国常模

状态焦虑（Ｍ±ｓ） ４３．９８±８．４０ ３９．０５±８．５５ ４２．４８±８．１８ ４４．５７±８．０９ ３９．７１±８．８９

２．２．２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幼儿教师状态焦虑的
影响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婚姻状况、学历、所教

班级、收入水平、年龄、教龄、职务、用工性质对其

状态焦虑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而不同地域、

情绪特质、幼儿园性质等与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

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第一，乡镇幼儿园教师在状态焦虑的得分上

显著高于市县幼儿园教师。情绪不稳定的幼儿教

师在状态焦虑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稳定的幼儿教

师（见表２）。

表２　不同地域、情绪特质幼儿教师状态焦虑的比较

市县 乡镇 情绪不稳定 情绪稳定

状态焦虑（Ｍ±ｓ） ２．３０±０．４７ ２．１４±０．３８ ２．４５±０．３４ ２．０９±０．４１

Ｔ ２．１１! ５．０９!

　　　　　　　　注：
!

表示差异显著，
!!

表示差异极显著，下表同。

　　第二，通过对公办、民办幼儿教师状态焦虑得
分均值的独立样本 Ｔ检验发现，民办幼儿园教师
的状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公办幼儿园教师的水

平，民办教师为（Ｍ±Ｓ）：２．２６±０．４１，公办教师为
（Ｍ±Ｓ）：２．０８±０．４１，Ｔ值为２．５０!。可见，在日
常的工作生活中，民办幼师较公办幼师具有更多

的焦虑情绪。

第三，虽然不同职务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

平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但从数据上

看，年级主任、保教主任的状态焦虑水平最高，其

次是主班、配班教师，园长的状态焦虑水平最低

（见表３）。

表３　不同职务幼儿教师状态焦虑水平比较

配班 主班 年级主任 保教主任 园长

状态焦虑（Ｍ±ｓ） ２．１３±０．４７ ２．２４±０．４ ２．４２±０．１８ ２．３６±０．２６ ２．０８±０．５６

　　第四，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
虽然没有显著差异，但从数据上看有微弱的随年

龄的增长而递减的趋势，即年龄越小，状态焦虑水

平越高（见表４）。

表４　不同年龄幼儿教师状态焦虑水平比较

２０岁以下 ２０－２５岁 ２５－３０岁 ３０岁以上

状态焦虑（Ｍ±ｓ） ２．３０±０．４０ ２．２９±０．４２ ２．１５±０．４１ ２．１１±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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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据笔者的其它研究［１２］，幼儿教师心

理求助的现状以及幼儿教师的地域、婚姻状况、气

质等对心理求助的影响较大。

２．３　幼儿教师状态焦虑与心理求助的相关分析
经过相关分析发现，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与

心理求助分维度的耻辱忍受（相关系数 ｒ＝
０２７）、求助开放（相关系数 ｒ＝０．１８）有显著
性正相关，与心理求助总得分、求助认知、求助信

任相关不显著（见表５）。也就是说状态焦虑程度
高的幼师，更加能够忍受因为心理求助而带来的

耻辱感（认为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或者看心理医生

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且在心理求助过程中的

人际开放性会较好，不会显得很拘谨。按理，状态

焦虑程度越高，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应该

越积极、对心理帮助需要的自我认知应该越清楚，

可是此次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显著

性相关。

表５　幼儿教师状态焦虑与心理求助的相关分析

耻辱忍受 求助开放 求助总分 求助认知 求助信任

状态焦虑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０

３　结论及讨论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都是以社会力

量办学为主，因而民办幼儿园居多，加上传统观念

认为幼儿教师就是“保姆”，这些因素导致了当前

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不高、学历层次不高、工作不稳

定。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幼儿教师教学要求高，

培训多、比赛多、加班多，导致了幼师流动性强，幼

儿园教师中年轻老师、新手相对比较多。研究表

明：月工资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的幼儿教师复原
力得分均高于月工资收入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的教
师，幼儿教师工资的上升，将会促进教师的工作的

热情和积极性，其自我价值感也会增强［１３］。良好

的外部环境支持系统是复原力形成的基础，其中

教师薪酬待遇就是影响幼儿教师复原力发展的重

要外部因素。当前，幼儿教师工资福利水平处于

社会工资水平的低端，绝大部分行业的工资收入

都比幼儿教师工资要高。这不多的收入和幼儿教

师工作劳动的强度严重不成比例，导致大部分幼

儿教师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高，也导致了幼儿教

师的大量流失。幼儿教师同其他教师相比，其付

出与回报更不对等。长期的低待遇不仅造成幼儿

教师的大量流失，还使得幼儿教师的生活水平不

高，社会地位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容易导致幼儿

教师出现心理问题。回避幼儿教师的物质报酬，

空谈幼儿教师神圣的奉献精神和对孩子的爱是不

足取的，因此提高幼儿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

位成为当前教育界最为迫切的问题。

虽然幼儿教师对自己未来发展前景估计还算

乐观，但有３６．６％的幼儿教师对未来职业的打算
说不清楚，他们的职业发展很迷茫，经常是干一天

算一天，有稍微好一点的工作，可能就会立刻辞职

转行。因此，有必要对幼儿教师进行相应的职业

发展教育和职业规划指导。当然，根本的还是要

不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的收入水平、职业归属感。

第二，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高于社会诸

多群体和全国常模。幼儿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高

于女大学生、企业白领和全国常模，略低于乘务员

的状态焦虑水平，这说明幼儿教师与工作有关的

具体情境引发的、持续时间较短的、强度不一的焦

虑情绪较其他社会群体多。这些焦虑情绪可能是

幼儿教师的家庭和工作矛盾引发的，也有可能是

物质与精神条件缺乏满足感导致的，还有可能是

教师职业发展方面存在冲突感而引发的。虽然状

态焦虑是一种短时的负性情绪体验，不会对她们

造成太大的心理危害，但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心

理状态下，就会对幼儿教师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

一旦负面情绪积累过多，达到个体无法承受的极

限，就有可能爆发极端事件，这也是目前幼儿园教

师虐童事件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

一项关于中小学教师状态焦虑的研究显示：

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的教师存在明显状态焦虑
症。每天工作８小时以下的教师无明显焦虑症。
每天工作１０小时是状态焦虑水平高低的一个分
界线，每天工作时间长短是教师状态焦虑水平的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项研究还认为：承担两项以

上工作任务的教师的状态焦虑症明显高于只承担

教学任务的教师［１４］。我国幼儿教师人均每天的

劳动时间为１０．０６小时，比其他岗位一般职工每
天的平均劳动时间多出２．０１小时。其中，睡眠时
间比一般职工平均每天少１．９２小时［１５］。除了工

作时间长，目前普遍的情况是幼儿教师手上工作

多、班上人数多（师生比高）、各种业务学习培训

多、评比观摩多，而真正用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占

教师总的工作时间的比例较少。可见，工作时间

长、任务多是导致幼儿教师状态焦虑水平偏高的

重要因素。

一个长期处于精神和身体重压之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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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有创造力和幸福感的，这样身心疲惫，甚至精

疲力竭的教师，难有耐心和恒心去面对那些活泼

好动的孩子们。建议各级部门减少各级各类会

议、无实质意义的会议以及相关检查，幼儿园也要

根据自身实际，不盲目攀比，不搞形象工程，多遵

循教育规律的特点，减少幼儿教师们额外的非教

学工作负担。只有这样，老师们才能全身心投入

到备课、教研、培养学生以及自身的专业发展。

第三，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稳定感、归属感、工

资福利待遇都要好于民办幼儿园教师，所以公办

幼儿园教师的状态焦虑程度低于民办幼儿园教

师。因此，政府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把更多的符

合资质的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并逐步加大幼儿

园教师编制管理，这是政府层面所能做的缓解幼

儿教师状态焦虑的重要措施。情绪不稳定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焦虑情绪比情绪稳定的人

要多，幼儿园要在日常的工作中注意对本园情绪

状态波动较大的幼儿教师管理，园领导不仅要关

心教师的教学工作、更要关心教师的心理。引导

老师正确的认识、剖析自我的情绪特点，着重培养

他们积极正向、客观中肯的评价自我的品质，以缓

解生活中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性情绪，

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１６］。幼儿教师的状态

焦虑水平有微弱的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的趋势，

即年龄越小，状态焦虑水平越高，这提醒幼儿园新

进的年轻教师尤其是新手教师是关注的重点。基

层教育主管部门、幼儿园要不定期的组织活动为

幼儿教师进行心理减压，或者是在大型活动和一

段时间的学习比赛加班后组织旅游、娱乐活动等

帮助老师们放松心情。

第四，调查显示：状态焦虑程度高的幼师，更

加能够忍受因为心理求助而带来的耻辱感，他们

在心理求助过程中的人际开放性也越好。一般来

说，这些教师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应该越

积极，可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关系。实际

上，个体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与行为是复杂

的，求助行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ＰｉｃｃｏＬｏｕｉｓａ认
为，态度、社会人口因素会导致有心理求助的需求

不能及时满足或求助延迟［１７］。ＬｉｚａＷｅｉｓｅｒ认为，
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被动应对策略来解决心

理问题［１８］，而幼儿园教师以女性为主，因而主动

求助的比例不高。还有研究表明，专业心理求助

意向存在文化差异，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们

对求助有着更消极的求助意向［１９］，集体主义文化

熏陶下成长的我国幼儿教师，在遇到心理问题时

也倾向于自己解决。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有心理

困扰却未寻求专业帮助的个体，不仅仅只是缺乏

对心理咨询的科学认识或担心他人的眼光，还有

很多阻力，如来自人格特点、应对方式、自我效能

感等心理因素，存在被动、回避、抱有侥幸态度的

应对方式，表现出更多与他人的隔离，对他人评价

的担忧，以及对心理咨询的不了解和不切实际的

期待［２０］。目前，我国心理健康与治疗知识还不是

很普及，社会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人还有不良

印象（心理学上称为公众污名），这会直接影响到

人们对心理求助的信念和后果［２１］。污名会导致

心理求助的减少和自我康复能力的降低，而心理

求助有助于自我康复能力的增强和污名的

降低［２２］。

幼儿教师因学习、生活、工作而带来的焦虑情

绪，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体验到的正常的情绪反应。

有了焦虑情绪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体察到自

己的焦虑情绪，学会调控和处理，必要的时候寻求

心理帮助，适当的宣泄和疏导自己的负面情绪，增

加积极的情绪体验，就能达到健康的心理状态。

笔者以往研究发现幼儿教师有良好的心理求助态

度、良好的心理求助需要认知水平以及对心理健

康专家较好的信任度［１２］。这些观念和态度有助

于幼儿教师在体验到较严重的焦虑情绪的时候求

助心理帮助，教育主管部门和幼儿园有义务为教

师的心理求助行为提供方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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