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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西安地区城市、城镇、农村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 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参加

西安地区中学数学教师培训班的所有教师,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CES- D ) , 焦虑自评量表

(SA S)、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社会支持量表 (SSRC)和一般情况调查表, 评价不同地区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

　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SCL - 90 评分、抑郁、焦虑、N、P 分显著高于于城市; 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显著

高于农村、城镇。结论　新形势下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待于提高, 特别应该关注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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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 ental health sta tus of m iddle schoo l m athem atics teachers in x i’an area. M ethods

　 It w as a cro ss section study; teachers w 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 ling as all the teachers part icipating in m athem atics

education tra in ing. Q uestionnaires including Symp tom Check list- 90 (SCL - 90) , cen ter fo r ep idem io logical studies dep ression

scale (CES - D ) , self - ra t ing anx iety scale (SA S) ,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 and social suppo rt ra t ing scale

(SSR S) w 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m ental health sta tus of the teachers. Results　T eachers from rural m iddle schoo l go t h igher

sco res of SCL - 90, CED - S, SA S, N , P than teachers from urban m iddle schoo l. T eachers from urban m iddle schoo ls go t

sign ifican tly h igher sco re of u tiliza t ion of socia l suppo rt than teachers from rural m iddle schoo l. Conclusion 　M uch mo re

atten tion shou ld be paid to m ental health sta tus of m athem atics teachers, especia lly to tho se from rural m iddle schoo l

m athem atic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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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 随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深入, 教

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必将成为学校心理健康研究的一个重点。

以西安地区中学数学教师为对象, 调查其心理健康状况, 对以

维护教师的心理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 1　被试　整体抽样选取西安地区参加数学培训班的中学

数学教师 512 名, 有效被试 455 名, 年龄范围 19～ 58 岁, 平均

年龄30. 98±8. 19 岁。其中男150 人, 女305 人, 城市189 人, 农

村 150 人, 城镇 116 人。

1. 2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 测试前讲解本调查的目的和意

义, 以消除被测试者的顾虑, 在30 分钟内完成。共采用5 个量

表: 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CES- D ) , 焦虑自评量表 (SA S)、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社

会支持量表 (SSRC) 和一般情况调查表 (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性格类型的自我评价、来自重点学校还是非重点学校、工

作压力、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等项目)。有关量表的评分标准

参考相关文献[123 ]。

1. 3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和分析　用计算机使用

Foxp ro 6. 0 建立数据库, 将收集的调查问卷核实后将有效问

卷, 录入数据库。用SPSS13. 0 软件计算均数, 标准差, 卡方检

验, 方差分析等。

2　结　果

2. 1　基本状况　各类中学的数学教师中均以女性居多, 占

65. 1%～ 69. 8%。中学数学教师接受的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

别, 表现在城市中学数学教师接受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

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城镇与农村。他们在男女性别、婚姻状况、

自我评价性格类型 (内向型、中间型、外向型)、面对的压力状

况、职称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P > 0. 05)。

2. 2　SCL - 90 评分　评分位于前 3 位的因子分别是强迫、抑

郁、人际关系敏感。农村、城镇中学教师SCL - 90 各因子评分

均显著高于城市中学教师的评分 (P < 0. 01) , 结果见表 1。

2. 3　CES- D、SA S 评分　农村和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抑郁

评分、焦虑评分显著高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评分 (P <

0. 01)。结果见表 2。

2. 4　EPQ 评分结果　农村和城镇中学数学教师N、P 的评分

显著高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评分 (P < 0. 05)。结果见表 2。

2. 5　社会支持表量表分析　城镇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L

分较农村中学数学教师的高, 位于城市的中学数学教师中的

社会支持利用度评分显著高于位于农村和城镇中学数学教师

的评分 (P < 0. 01)。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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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农村、城镇和城市中学数学教师SCL - 90 评分比较

SCL - 90 指标 农村 (n= 189) 城镇 (n= 116) 城市 (n= 150) F P

躯体化 1. 81±0. 59△ 1. 90±0. 73△ 1. 56±0. 56 11. 18 0. 000

强　迫 2. 14±0. 64△ 2. 13±0. 68△ 1. 83±0. 65 10. 59 0. 000

人际关系敏感 2. 05±0. 68△ 2. 02±0. 67△ 1. 71±0. 59 13. 15 0. 000

抑　郁 2. 07±0. 66△ 2. 07±0. 73△ 1. 73±0. 66 12. 18 0. 000

焦　虑 1. 84±0. 63△ 1. 80±0. 68△ 1. 53±0. 53 11. 21 0. 000

敌　对 1. 95±0. 70△ 1. 93±0. 71△ 1. 58±0. 58 14. 30 0. 000

恐　怖 1. 60±0. 53△ 1. 59±0. 62△ 1. 37±0. 47 8. 92 0. 000

偏　执 2. 00±0. 64△ 1. 90±0. 67△ 1. 64±0. 61 10. 95 0. 000

精神病性 1. 76±0. 57△ 1. 71±0. 60△ 1. 50±0. 50 9. 88 0. 000

其　他 1. 83±0. 58△ 1. 82±0. 64△ 1. 60±0. 51 7. 91 0. 000

SCL - 90 总分 171. 77±48. 39△ 171. 11±54. 14△ 145. 41±46. 85 14. 04 0. 000

总均分 1. 91±0. 54△ 1. 90±0. 60△ 1. 62±0. 52 14. 04 0. 000

阳性项目数 52. 02±21. 54△ 50. 88±22. 42△ 38. 63±24. 51 16. 34 0. 000

阳性项目均分 2. 50±0. 45△ 2. 50±0. 48△ 2. 32±0. 34 8. 42 0. 000

　　注: 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比较△P < 0. 01

　　表 2 农村、城镇和城市中学数学教师个性特征、抑郁、焦虑、社会支持状况的比较

农村 (n= 189) 城镇 (n= 116) 城市 (n= 150) F P

抑郁总分 17. 31±9. 63△ 16. 86±9. 80△ 12. 84±9. 29 10. 23 0. 000

焦虑标准分 46. 14±9. 76△ 46. 41±11. 31△ 42. 92±9. 87 5. 36 0. 005

支持总分 35. 83±7. 64 37. 06±7. 75 37. 90±7. 75 3. 09 0. 047

客观分 9. 23±2. 98 9. 62±3. 27 9. 65±3. 29 0. 94 0. 391

主观分 19. 23±5. 13 19. 82±5. 04 20. 07±5. 20 1. 20 0. 303

利用度 7. 38±1. 68△ 7. 62±1. 97△ 8. 18±1. 68 8. 93 0. 000

E 9. 83±4. 36 9. 53±4. 36 9. 75±4. 13 0. 19 0. 831

N 14. 11±4. 79△ 13. 62±5. 01△ 11. 75±5. 54 9. 39 0. 000

P 6. 37±2. 74△ 6. 10±2. 91△△ 5. 40±2. 82 5. 15 0. 006

L 11. 62±3. 44△3 12. 73±3. 67 12. 80±3. 43 6. 01 0. 003

　　注: 与城市数学教师比较△△P < 0. 05; △P < 0. 01; 与城镇数学教师比较3 P < 0. 01

3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 SCL - 90 中的强迫、抑郁、人际关系敏

感, 抑郁量表测得的抑郁等级、EPQ 量表中的L 分是影响西

安地区中学数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因子。农村、城镇中

学数学教师 SCL - 90 各因子评分、焦虑和抑郁的评分、N、P

分均显著高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农村和城镇中学数学教师

的社会支持利用度显著低于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评分。城市

和城镇数学教师的L 评分显著高于农村中学数学教师; 这些

结果表明: 新形势下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

高度重视, 其中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问题大于城

市。农村、城镇、城市中学数学教师的个性特征存在差异。

3. 1　原因　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心理问题普遍多于城

市, 考虑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的劳动

与城市比更具有艰巨性。农村、城镇教学条件相对较差, 教师

的交际范围更窄, 但还要面临与城市中学一样的评优考核、继

续教育、职称评聘等诸多挑战, 所以农村、城镇中学数学教师

工作更辛苦、生活压力更大。同时因为各种社会原因, 农村、城

镇地区人们对教师工作的认可度相对较低, 这种状况更易于

激发教师的不良情绪, 形成不良心态。②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

化, 教师将面临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形势。一些不能胜任教学

的教师转岗或下岗, 在这些方面农村、城镇中学比城市受到的

冲击更大, 越来越多的农村、城镇中学教师意识到自己工作的

危机感, 这也是诱发教师心理问题的一个因素。③城镇、农村

中学数学教师心理问题考虑也有自身的因素。如教师没有正

确的自我意识、盲目攀比、看待问题过于理想化, 就会无法接

受现实和理想的矛盾, 再加上自己又无法改变现状, 极易产生

悲观失望、紧张焦虑的心理障碍。

3. 2　对策　针对城镇、农村现有的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建议

可以采用以下对策: ①从教育部门这个角度, 应树立教师也需

要心理保健的观念, 健全教师心理教育机制。建立教师心理状

况定期检查和心理素质测查制度, 让教师了解自己的心理健

康状况, 为调整自己的心态提供依据。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 以专题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进行, 增强教师心理健康意

识, 预防和减少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发生。设立心理咨询机

构, 使教师出现的一些消极的心理感受能够及时得到疏解。②

从教师这个角度, 促进心理健康主要是加强自我修养, 学会理

性比较, 参加有益活动。学会调适工作压力。要正确地认识课

改压力, 进而主动地适应。当有心理不适时, 要主动与亲友、同

事、心理医生沟通以协助自己渡过难关! 发展爱好, 开展丰富

多彩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以陶冶情趣, 保持心理平衡, 促

·7301·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 年第15 卷第11 期　　Ch ina Journal of H ealth P sycho logy　2007,V o l 15, N o. 11　



矿工子女的人格特点及其与亲子沟通的关系

贾慧悦①　李　燕　郭晗薇　胡迪晨

【摘要】　目的　探讨矿工子女的人格特点, 并考察其与亲子沟通的关系。方法　应用亲子沟通问卷和小五人格量表对155 名矿

工子女进行调查。结果　矿工子女中, 男生的外向性、开放性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女生的情绪性得分显著高于男生。亲子沟通多

个维度与矿工子女人格五因素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回归分析也表明, 矿工家庭中, 父亲沟通的开放性、母亲沟通的开放

性、父亲沟通的问题可以预测矿工子女的外向性、宜人性、开放性和情绪性, 而母亲沟通的问题对人格各因素预测作用不大。结

论　亲子沟通对矿工子女人格特质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发展心理学; 矿工子女; 人格特质; 亲子沟通

Character istics of M iners’ Ch ildren’s Personal ity and the Relation sh ip between Personal ity and Paren t-adolescen t

Commun ication. J ia H u iy ue, L i Y an , Guo H anw ei, et a l. S chool of P sy chology , B eij 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5,

P. R. Ch 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m iners’ ch ildren’s personalit ies and its rela t ionsh ip w ith paren t2
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using the paren t2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scale. M ethods　To use N EO F ive2Facto r Inven to ry

(N EO - FF I) to test 155 m iners’ ch ildren. Results　Boys get sign ifican tly h igher sco res on ex traversion and openness.

M eanw h ile, girls sco re sign ifican tly h igher than boys on neuro ticism. T he differen t levels of paren t2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are co rrela ted w ith the five facto rs of the personality among the sub jects. T he sta t ist ic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suggests in the

m iners’ fam ilies, the openness of the paren ts’ comm unication and fathers’ comm unication p rob lem s cou ld p redict the ch ildren’s

ex traversion, agreeab leness, openness and neuro ticism , bu t the mo thers’ comm unication p rob lem s have no t m uch to do w ith

the facto rs of ch ildren’s personalit ies. Conclusion　Paren t2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personality

tra its of the m iners’ ch ildren.

【Key words】　D evelopm ental p sycho logy; M iners’ ch ildren; Personality tra its; Paren t2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最近 2 年矿区多次出现重大事故,“矿难”成为社会广泛

关注的焦点[1 ]。有关矿工这个高压力群体的心理问题得到了

一些研究者的关注[2 ] , 矿工生活压力大, 生活质量低, 这样特

殊的生活环境势必会影响其子女的健康成长。以往有关矿工

子女问题的研究大多针对他们的就业难问题, 教育问题 [3 ], 缺

乏心理层面的探讨。亲子关系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人格发展 [4 ] ,

而亲子沟通正是亲子之间互动的重要方面 [5 ] , 因此, 亲子沟通

也将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产生作用。矿工家庭中, 父母与子女

沟通频率较低, 质量较差。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

期, 这样特殊的亲子沟通状况对矿工子女的人格发展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关家庭因素对人格形成的

作用的研究有很多, 但是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

人格特点的关系上[6 ] , 而对亲子沟通特别是矿工子女的亲子

沟通对人格形成的作用很少有人关注, 因此, 探讨矿工子女的

亲子沟通的特点与人格特质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　对象与方法

1. 1　被试　为辽宁省阜新市一所矿区初中的学生, 共 155 名

矿工子女, 其中初一、初二、初三学生分别为 80 名、31 名、44

名。男生 78 名、女生 77 名, 年龄在 13～ 17 岁之间。

1. 2　研究工具　亲子沟通问卷。采用王树青等人修订的

O lson 亲 子 沟 通 问 卷 ( paren t2ado lescen t comm unication

scale) [7 ], 包括2 个维度: 亲子沟通的开放性和问题, 共20 个项

目, 每个项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均为5 点计分。该

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 与父ö母沟通中的开放

维度、问题维度以及与父ö母总的沟通 Α系数在 0. 7939～ 0.

8735 之间。

人格特质问卷。采用周晖等人编制的中学生人格五因素

问卷[8 ] , 包括 5 个人格维度, 分别为开放性 (Openness)、外向

性 ( Ex traversion )、宜 人 性 (A greeab leness )、谨 慎 性

(Conscien tiousness)和情绪性 (N euro ticism )。由 60 个项目组

成, 5 点计分, 被试根据项目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 回

答从“一点也不像你”到“非常像你”。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

进心理健康。主动迎接挑战。课改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完善知识结构、了解最新信息动

态, 才能走在学生的前面, 才能真正步入新一轮课改活动之

中。教师如果能及时调整心态、调控心理、将能从接受挑战中

获得无穷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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