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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中小学教师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和推动者，

其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校园生活质量和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而且关系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1] 。因此，

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

注。但关于中小学教师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现

状却褒贬不一：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

健康水平令人担忧，SCL-90 各项得分显著高于全国

常模[2,3]，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 51.2 %；但也有研究表

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尚可[4]，甚至还有

研究表明其心理健康水平好于全国水平[5]。那么，中

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究竟如何？并且随着社会

的变迁又是如何变化的呢？以往常用的解决方法是

采用一般的元分析，但由于其存在“年代效应”的缺

陷而被横断历史研究这种特殊的元分析所取代[6]。为

此，本研究拟采用横断历史研究这种特殊的元分析

考察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变迁的一般趋势及相关因

素，以便为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在中国期刊网、维普资讯和万方数据的中文全

文数据库，以“SCL-90”、“心理健康”、“心理卫生”、
“小学”、“初中”、“高中”、“中学”、“中小学”、“教师”
等为检索词在题名、关键词和摘要等项目下进行搜

索，搜索的时间范围为 1979~2012 年，搜索时依据

如下标准：（1）所有研究必须采用同一个测量工具—
SCL-90；（2） 所有研究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各类

中小学教师群体，不包括港澳台的被试；（3）研究报

告中有明确的关于 SCL-90 量表 9 个因子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包括人数、均值和标准差)；（4）研究发表

年代在 1979~2012 年间。最终得到发表于 1995~
2012 年的文献共 152 篇，需要说明的是，数据搜集

年代不同于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依据以往研究

的做法[6]，用发表年代减去 2 年。另外，对于 0~4 的

方式计分的数据, 将报告各因素得分加 1，从而将其

转换为 1~5 级的计分。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的变化

为考察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的变

化，对 SCL-90 各因子的均值和标准差与年代进行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SCL-90 中 9 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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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均值都与年代呈显著正相关（p﹤0.01），年代可

以解释 9 个因子 8%至 18%的变异，并且图 1 和图 2
也直观说明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的变化

趋势：中小学教师心理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均值

虽有所波动，但从总体上均呈上升的模式，这表明我

国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在增加，即心理健康水

平在下降。另外，结果还显示 SCL-90 中的 9 个因子

的标准差也与年代呈显著正相关 （p﹤0.05，p﹤

0.01），这表明 SCL-90 各因子上的得分逐年变得更

为分化，提示不同中小学教师群体间的心理健康差

异可能在增大。

图 1 中小学教师 SCL- 90 总均分的变化趋势

图 2 中小学教师 SCL- 90 的 9 个因子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为进一步考察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随年代

增加的具体变化量，采用回归方程及每个研究的标

准差加以统计，结果显示，1993 年时心理健康的 9
个因子均值在 1.38~1.85 之间，而 2010 年 9 个因子

均值在 1.49~2.01 之间，平均标准差在 0.55~0.67 之

间。18 年间 9 个因子均值的变化范围是 0.11~0.28，

大约增加了 0.19~0.46 个标准差(即效果量 d 值)，而

依据 Cohen (1988)对效果量的区分，9 个因子中除恐

怖因子外，其他 8 个因子属于中效应（0.2﹤d﹤0.7）。
这说明我国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随年在缓慢增

多。
（二）不同中小学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结果显示年代与 SCL-90 中部分因子的标准差

呈显著正相关，这提示不同中小学教师群体间的心

理健康水平差异可能在逐年增大。为此，我们进一步

考察了不同性别、来源（城市、农村）、学段（小学、初
中、高中）和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中小学教师心

理健康状况的差异，以进一步了解不同中小学教师

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特点。
首先，在性别上，结果显示两组的总体差异不显

著(t =0.072, p﹥0.05)，各因子上的得分表现为：男性

教师在人际、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 4 个因子上的均

值高于女性教师，但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恐怖

5 个因子上的均值低于女性教师。这说明不同性别

中小学教师在 SCL-90 总分上没有差异，但在具体 9
个因子上则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其次，在不同来源上，结果显示两组间的差异显

著 (t =13.701, p <0.001)，具体表现为农村教师在

SCL-90 中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城市教师。这表明农

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中小学教

师。
再次，在学段上，F 检验发现三组间的差异显

著(F =329.533, p <0.001)，具体表现为中小学教师在

SCL-90 中各因子的得分随着学段升高而升高，即高

中教师得分最高、初中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这

表明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随学段升高而下

降。
最后，在地区上，F 检验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

三个地区间的差异显著(F =528.54, p <0.001)，并具

体表现为中小学教师在 SCL-90 中各因子的得分在

地区上呈倒“V”形，即中部教师高于东部和西部地

区教师。这表明中部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相

比最差。

图 3 不同性别中小学教师 SCL- 90 各因子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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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来源中小学教师 SCL- 90 各因子均值比较

图 5 不同学段中小学教师 SCL- 90 各因子均值比较

图 6 不同地区中小学教师 SCL- 90 各因子均值比较

四、讨论与启示

（一）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在随年缓

慢下降

在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发展趋势上，

结果显示年代与 SCL-90 的 9 个因子的均值呈显著

正相关，各因子得分大约增加了 0.19~0.46 个标准

差(即效果量 d 值)，并且除了恐怖因子外，其他 8 个

因子增加的 d 值都属于中效应。这表明我国中小学

教师在 18 年间心理健康问题在逐年增多，尤以躯体

化、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 8
类心理问题的增多最为明显，这与以往的研究较为

一致[2,3]。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小学教师这一特殊

群体正承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矛盾：首先是社会期

望和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现在的中小学生几乎全

是独生子女，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对教师

的期望和要求也增多，甚至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与此同时，教育改革还不断对教师在学生素质全面

发展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如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及最近《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等

等，然后在学校仍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现实中，

学生升学考试分数仍然是教师工作成效的主要评价

标准，这使得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担心各种“率”，还要

面临教学知识更新、教育观念转换、教育教学方法改

革等诸多挑战；其次是社会地位和生活现实之间的

矛盾。尽管近年来教师这一职业普通受到他人尊重，

其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但高物价、高房价等生

活现实下，这仅有的提升却显得捉襟见肘，正如有些

报道指出，有 89%的教师困惑于高房价带来的生存

压力[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变革，上述矛盾逐

渐增大，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致使中小学教师的压

力不断。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83.7%的中小学

教师认为自己的压力过大[8]。而一旦这种压力不能

得到合理释放，便极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甚至一些

教师虐待学生、自杀杀人的报道也屡见报端。可见，

我国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令人堪

忧，这足以引起相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二）不同中小学教师群体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差

异在逐年增大

结果还显示年代与 SCL-90 的 9 个因子的标准

差呈显著正相关，这提示不同中小学教师群体间的

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在逐年增大。为此，我们进一步考

察了不同性别、来源、学段和地区教师的心理健康水

平的差异和特点：

1.不同性别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存在结构

性差异

关于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以往研

究的结果不尽相同[9,10]。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中

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异，即总分上

没有差异，但在具体因子上表现为男性教师在人际、
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 4 个因子上的均值高于女性

教师，而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恐怖 5 个因子

上的均值低于女性教师。这可能与男女间不同的身

心特点和承担不同社会分工所致：一般认为男性个

体方面相对争强好胜，承担家庭顶梁柱的作用，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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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性方面则相对比较敏感、细腻，承担家庭更多繁

杂的琐事，这使得男女都有各自不同的压力和烦恼，

进而导致他们产生不同的心理问题，这就为我们更

好了解和有针对性的干预不同性别中小学教师的心

理健康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2.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中小

学教师

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 SCL-90 总分及各

因子的得分高于城市中小学教师，表明农村中小学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中小学教师，这与以

往的研究较为一致[11]。这可能是农村教师工作量大而

学校教学条件和福利待遇偏低的反差所致：由于农

村师资资源比较匮乏，一些农村中小学教师通常要

承担多个年级多门学科的繁重教学任务，并且农村

中小学的教学条件还非常差，有些地方甚至在危房

里进行教学，教师的福利待遇不仅低而且还时常得

不到保障，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对收入不满意度高

达 70%[12]，这种反差无疑会导致他们产生各种心理问

题。此外，在工资待遇低甚至工资还兑现不了的情况

下，他们还要为家庭经济生活而奔波劳累，这更会加

剧他们心理问题的发生，致使其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城市中小学教师。这提示教育主管部门应更重视并

切实解决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
3.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呈随学段升高下降

的趋势

与以往研究一致[11]，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教

师在 SCL-90 中各因子的得分随着学段升高而升

高，即高中教师得分最高、初中教师次之、小学教师

最低，这可能与不同学段的不同教学任务和不同教

育对象有关。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还不是很完善，比

较依赖老师，对老师的话也是言听计从，加上现在小

学也没有升学的要求，因此总的来说小学老师各方

面的压力都相对小些，而中学生处于心理断乳期，自

我意识发展水平较高，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这给教师

的工作带来不少难度，同时中学还要面临升学考试，

学生升学考试成绩则成为了教师的工作成效甚至奖

金发放的评价标准，尤其是高中作为升入大学的门

槛，更是备受社会和家长的过度关注，这无形中给高

中教师带来更大的压力和责任，由此，中学老师尤其

是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自然会更差。这提示我

们要更关注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学校应

改变唯成绩论的教师工作评价标准。
4.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地区上呈“V”形
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地区上呈

“V”形，即中部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东

部和西部地区教师，而东部和西部地区教师的心理

健康水平则相当，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特点有关：东部地区虽然生活节奏比较快，生活压

力不小，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学校各方面的

资源比较丰富，学校有专门心理咨询室，还经常邀请

心理专家给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西部地区

则生活节奏比较慢，应激源相对较少，各方面的压力

比较小，但中部地区则处于压力不少但相应的心理

健康教育资源却跟不上的尴尬处境，这可能是导致

中部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中小学教师的原因。这提示我们要给予中部地区中

小学教师以更多关注。
总之，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确实不尽

如人意，其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缓慢下降，不同中小

学教师群体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也在逐年增大，其

中男女中小学教师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农村中小学

教师、高中教师和中部地区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

凸显，这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更加重了人们的忧虑。为

此，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和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深入推进的背景

下，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尤其是其心理健康素质亟待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重视，与此

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特点，凸显心理健康

教育的针对性，以增强提高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

的实效性，如此才能使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

亿万中小学生的健康发展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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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科学探究。但由于

传统习惯、条件所限和研究薄弱等原因，我国迄今还

是采用单一的传统的纸笔测验方式来评价高中生的

科学探究能力。这不仅窄化、异化了高中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也制约了科学探究教学的顺利开展。
当前国际上评价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方式可以

分为三大类:纸笔测验、现场观察和工作单。所谓现

场观察，就是让学生动手探究，评分者通过观察即时

评分；而工作单也是让学生动手探究，但要求学生同

时把探究过程和结果写在一张单子上，事后评分者

对单子上的内容进行延时评分。[1]工作单又可以按

照结构性强弱分为开放式性工作单、结构性工作单

和引导性工作单。[2] 一些研究者（Darling-Hammond,
1994; Harnisch,1994）认为任何一种评价方式都不具

有天然的公平性，不谨慎地使用某种评价方式可能

会使某些学生群体处于不利地位。[3][4]

2008 年，笔者曾研究了不同性别、不同认知风

格和不同物理成绩的初中学生在这三种评价方式中

的表现差异，对纸笔测验、工作单和现场观察三种评

价方式的公平性做了初步的探讨。[5] 在本研究中，我

们采用现场观察、纸笔测验、开放式性工作单、结构

性工作单和引导性工作单测评课改区高一学生的科

学探究能力，深入研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成

长环境学生群体的表现差异，进一步揭示这五种不

同评价方式的公平性。

张正严 王明其笪文

〔摘 要〕采用纸笔测验、开放性工作单、结构性工作单、引导性工作单、现场观察等方式，对重庆市 118
名高一学生进行科学探究能力测评。研究表明，不同性质学校的学生在开放性工作单、结构性工作单和纸笔测

验中表现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引导性工作单和现场观察中表现差异均不显著。这表明，用单一的纸笔测验

评价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对于不同成长环境的学生显得不公平，用引导性工作单或者现场观察评价学生的科

学探究能力更具有公平性。
〔关键词〕高中生 科学探究能力 评价 公平性

高中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公平性研究

* 本文为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重庆市高中生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问题

研究”（项目编号：10-GJ-024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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