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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区中小学教师关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洪显利∗，刘冬霞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重庆 

【摘要】本研究旨在调查川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发现问题以提出对策，以进一步充实心

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并为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开展心育工作提供相关依据与参考。我们选择自编

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教师版）作为调查工具，对 454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通过 SPSS.19.0 进

行数据分析；以及我们利用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访谈提纲作为访谈工具，对 20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

并进行质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川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较好。川渝地区中小学教师对心理

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在性别、学校性质、学段、来源地、学校所在地上存在差异，得出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校

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评价较好；女教师比男教师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教龄为“3 年及以下”

和“4-9 年”的比“10 年及以上”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比“本科”和“专

科”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城市学校的教师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高中和

小学教师比初中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心理专业性越高的教师越了解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学生接受心理

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多数心理健康教师心理课使用的教材难以确定；部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

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

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乡镇、区县学校的心

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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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and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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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ba University Town, Chongqing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dentify problems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levant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to carry out mental education work. We chose 
the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eacher version) as the survey tool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454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using 
SPSS. 19.0; And we used our self-designed interview outline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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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tool to interview 2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conduct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s relatively goo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n terms of gender, school nature, school stage, place of 
origin, and school lo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mos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a good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Female teachers are more awa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than male teachers; Teachers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of "3 years and below" 
and "4-9 year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teachers with teaching experience of "10 
years and above"; Teachers with a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thos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or a junior college degree; Teachers in urban school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those in district, county, and township schools;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middle school teachers; Teacher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ism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ome students lack 
enthusiasm for receiv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textbooks used by most mental health teachers in 
psychological classes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Some teach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appropriate use of mental health teacher resources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just a formality;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incomplete coverage of psychological courses and lack practical cont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insufficient;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ownship 
and district schools lags behind that in urban schools. 

【Keywords】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1 引言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和规范化管理。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纲要提出：学校应将

心育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展心理健康专

题教育[1]。2020 年 3 月，国家教育部出台《关于深

入做好中小学“停课不停学”工作的通知》，强调将心

理健康教育等作为重要学习内容。2022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着“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作了重要部署，并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但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尚有

一定不足，表现出了明显的心理临床倾向、德育化

倾向、西方文化教育倾向和经验型的中国文化心理

教育倾向[2]。在全国，尤其中国中东部地区（山西与

河南）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率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

高，中小学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但农村的心理教

育相对落后[3]。从川渝地区来看，西南地区的绝大多

数教师对健康的认识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

准基本相符[4]。在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调查中，有学

者发现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呈现一种散而孤的状态，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方法单调，在管理上没有晋升渠

道，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评价方式不科学、不灵活；

家长也不能理性看待心理健康教育[5][6]。同时，也有

学者发现不同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概念、制度、效

果及评价的认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7]。在与其他教

师相比下，在针对学生管理者的实证研究中，研究

者们看到了一些相对欠缺的地方，但西南地区的研

究成果中也指出，这些学生管理者对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课题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还有

学者基于疫情影响，对学科教师进行了相关研究，

学科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驱动者，根据疫

情影响及时转变教学理念，兼顾学生的心理健康及

状态保障作为基本的学科教学目标，以确保学科教

学过程可以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动态过程[8][9]。 
这样看来，对中小学教师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

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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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自编心理健康

教育现状问卷（教师版）和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访谈提纲对川渝地区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探讨心

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现状，发现问题以提出对策，

以进一步充实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并为相

关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开展心育工作提供相关依据

与参考，促进川渝地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1）问卷调查对象 
此研究主要选取川渝地区部分中小学校的中小

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调查法，进行线上

和线下结合的问卷调查，及时回收整理。一共发放

问卷 468 份，有效问卷 454 份，教师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问卷调查对象人口学变量统计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29 28.4 

女 325 71.6 

学校性质 
公立 441 97.1 

私立 13 2.9 

教龄 

3 年及以下 108 23.8 

4-9 年 135 29.7 

10 年及以上 211 46.5 

学历 

专科 72 15.9 

本科 338 74.4 

硕士及以上 44 9.7 

学校所在地 

城市 176 38.8 

区县 114 25.1 

乡镇 164 36.1 

教管学段 

小学 257 56.6 

初中 174 38.3 

高中 23 5.1 

职位 

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35 7.7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32 7.0 

其他科任教师 335 73.8 

教学管理人员 52 11.5 

合计 454 100 

 
（2）访谈对象 

本研究在川渝地区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公立

的城市中小学学校中随机选择了 20 名在职教师，其

中教师对象情况见下表 2。 
表 2 访谈对象人口学变量统计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9 45.0 

女 11 55.0 

工作职位 

专兼职心理教师 3 15.0 

班主任 9 45.0 

其他教师 8 40.0 

川渝地区 
四川 10 50.0 

重庆 10 50.0 

合计 20 100 

 
2.2 研究工具 
（1）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教师版） 
本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分为学校、教

师和其他三个层面的题，共有 39 道题。前 25 题采

用三点计分法，由“不符合”、“不确定”到“符合”

分别是 1-3 分，分数越高表明学生认为心理健康教

育开展得越好，其中学校层面的题包括 3、4、5、6、
7、10、11、12、13、16、18、20、21 这十三道题，

教师层面的题包括 1、15、17、22、23 这五道题，

其他层面的题包括 2、8、9、14、19、24、25 这七道

题，此部分问卷的分半信度（ABBA）在 0.746-0.943
之间。后 14 题为选择题，包括心理健康教师情况、

教育重视程度、课程情况、教材情况、效果情况等方

面内容。对数据进行频率分析来呈现问卷情况。 
（2）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访谈提纲 
本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访谈提纲，共 7 个问

题，包括教师工作情况、所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情况、对学生心理发展或心理健康的认识情况、

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情况、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情况、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情况和建议情况等方

面进行访谈等，主要是依据访谈教师个人了解到的

中小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基本情况及

个人的观念想法设计访谈问题，将访谈结果进行质

性分析呈现访谈情况。 
2.3 数据处理及统计 
本研究对问卷数据用 SPSS19.0 软件对川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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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学生卷和教师卷的

调查数据进行了描述统计；对川渝地区中小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现状的访谈记录结果进行质性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评价 
（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频率分布情况 
由表 3 可知，除专项经费、广播站、考核心理

健康教师、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对心理

健康教育很随意、心理健康教师从事非专业工作这

六题外其余题选择“符合”的占比均高于 50%，说

明教师对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评价良好；除对心

理健康教育很随意题，其余题选择“符合”的比率均

高于“不符合”，说明教师是认真对待心理健康教育

的。总的来说，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途径、形

式和态度的了解程度较好。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频率分布情况

（单选） 
 

表 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分析表 

题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74.01 14.98 11.01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78.19 11.67 10.13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56.83 15.64 27.53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41.19 33.70 25.11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65.86 14.10 20.04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70.04 12.11 17.84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74.67 11.01 14.32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55.95 18.72 25.33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资料 62.78 18.94 18.28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56.39 14.76 28.85 

11.会给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55.51 17.84 26.65 

12.广播站播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内容 43.61 20.93 35.46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55.29 18.72 25.99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35.68 20.04 44.27 

15.领导强调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78.63 13.22 8.15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60.13 19.16 20.70 

17.强调教师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 78.63 13.22 8.15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51.76 21.59 26.65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51.98 24.45 23.57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41.63 26.43 31.94 

21.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 45.59 24.89 29.52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68.72 18.06 13.22 

23.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0.70 18.94 10.35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专业培训 60.35 24.01 15.64 

25.心理教师未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38.77 27.09 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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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分析表（单选） 

题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合计 

26.我校开设心理课的授课教师是 

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167 36.78 

454 

其他科目教师兼任 98 21.59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87 19.16 

无心理课教师/开设心理课 71 15.64 

思政德育教师 31 6.83 

27.我校的专职心理教师有 

2 人及以上 188 41.41 

454 1 人 114 25.11 

0 人 152 33.48 

28.心理健康教师中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有 

0 人 197 43.39 

454 2 人及以上 135 29.74 

1 人 122 26.87 

29.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工作中 

非常受重视 233 51.32 

454 重视不够 129 28.41 

表面重视，但流于形式 92 20.26 

30.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开课情况 

每周一次 126 27.75 

454 

不了解 108 23.79 

不定期开课 107 23.57 

每月一次 62 13.66 

没有开课 51 11.23 

31.我校心理课的学生覆盖范围 

没有开设 257 56.61 

454 

其他 72 15.86 

不分班开设 56 12.33 

部分学段开设 48 10.57 

各学段均开设 17 3.74 

为部分特殊需求学生开设 4 0.88 

32.我校心理课使用的教材 

没有教材 163 35.90 

454 指定教材 149 32.82 

自主设计教案 142 31.27 

33.心理课被占用情况 

从来没有 196 43.17 

454 

没有心理课 124 27.31 

偶尔被占用 109 24.01 

经常被占用 16 3.52 

总是被占用 9 1.98 

34.心理课效果 

很好 170 37.44 

454 
不了解 142 31.28 

一般 127 27.97 

差 15 3.30 

35.学生在心理课上的参与度 

积极参与 217 47.80 

454 
不了解 125 27.53 

一般参与 92 20.26 

基本不参与 20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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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在“我校开设心理课的授课教师”

中超过一半的是“专职心理健康教师”（36.78%）和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19.16%），说明学校有设置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但仍有部分是“其他科任教

师兼任”（21.59%）、“没有心理健康教师”（15.64%）

和“思政德育教师”（6.83%），说明部分学校未按

规定设置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 
在“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的个数”上，近一

半的教师表示有“2 人及以上”（41.41%）或“1 人”

（25.11%），说明大部分学校重视心理健康教师，但

仍有三分之一选择“没有”（33.48%），说明部分学

校未落实到位。 
在“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人数”

中，可以看见“0 人”（43.39%）占了近一半，说明

大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背景不深入，其次

为“2 人及以上”（29.74%）和“1 人”（26.87%），

说明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都是经过系统且专业

学习而上岗的。 
在“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中，

一半的教师表明“非常受重视”（51.32%），说明教

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持积极态度，但仍有近一半

的教师认为“表面重视但流于形式”（20.26%）和

“重视不够”（28.41%），说明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在“学校心理课的开课情况”中，可以看出“每

周一次”（27.75%）、“不定期开课”（23.57%）

和“每月一次”（13.66%）为主要形式，说明学校有

进行开课但时间不明确，但仍有部分“不了解”

（23.79%）和“没有开课”（11.23%），说明部分学

校未重视开课。 
在“学校心理课在全校学生的覆盖情况”上，超

过一半的教师表示“没有开设”（56.61%），说明学

校对心理课重视不够，将“部分学段开设”（10.57%）、

“不分班开设”（12.33%）及“其他”（15.86%）

就作为笼统地介绍学校开设了心理课而不是让每一

位学生都从中受益的课程，仅极少部分教师表示“各

学段均开设”（3.74%）和“为少部分特殊需求学生

开设”（0.88%），说明极少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为全覆盖。 
在“学校心理课使用的教材”上，“指定教材”

（32.82%）、“自主设计教案”（31.27%）和“没

有教材”（35.90%）这三个选项各占三分之一，而其

中没有教材略微多，说明学校难以选择适合的教材，

也有部分学校是自主设计教案，说明有学校根据当

时当地学生实际情况设计主题教案。 
与学生问卷相同，从“心理课的占用情况”上来

看，大部分表示“从来没有”（43.17%），说明各教

师对心理课非常重视，但也有“偶尔被占用”

（24.01%）、“经常被占用”（3.52%）、“总是被

占用”（1.98%）的情况出现，说明学校的占课情况

是学校普遍出现的问题之一。 
在“心理课的效果”上，部分教师认为“很好”

（37.44%），说明学校心理课开展得较好；也有部

分教师表示“一般”（27.97%）、“差”（3.30%）

和“不了解”（31.28%），说明部分学校心理课不受

重视。 
在“学生参与心理课的情况”上，近一半的教师

表示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47.80%），说明部分

学校的学生对心理课的积极性较高，也可从教师角

度看到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态度为积极的，但也

有“不了解”（27.53%）、“一般参与”（20.26%）

及“基本不参与”（4.41%），说明大部分心理课欠

缺实用性使得学生参与度低。 
综上，学校有设置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但部分

学校未按规定设置教师；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受到重视但仍有部分学校未落实到位；学校心理健

康教师经专业培训上岗但大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师专业背景不深入；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持积

极态度但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没有实质性

内容；学校有进行心理课的开课但时间不定和部分

学校仍未重视；学校心理课的覆盖不彻底且学生未

从中受益；学校心理课使用的教材难以确定；教师

重视心理课但占课情况仍存在；教师认为学校心理

课开展很好但仍有部分学校心理课不受重视；部分

学生参与心理课的积极性较高但大部分学校心理课

欠缺实用性。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频率分布情况

（多选）由表 5 可知，在“教材存在的不足”中，

可以看出选择“没有教材”（53.30%）是最主要的，

与表 3-3 中教材落实有欠缺的问题一致，及“缺乏针

对性”（51.76%）说明学校难以确定适合的教材；其

次“缺乏操作性”（38.33%）、“缺乏直观性”（31.72%）

和“其他”（3.74%），说明部分学校教材的设置未

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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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分析表（多选） 

题 组别 人数 响应率% 普及率% 

36.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存在的不足 

没有教材，不清楚其不足 242 29.80 53.30 
缺乏对学生心理问题的针对性 235 28.94 51.76 

缺乏操作性 174 21.43 38.33 
缺乏直观性 144 17.73 31.72 

其他 17 2.09 3.74 

37.我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 

心理课 313 14.47 68.94 
心理主题班会 275 12.71 60.57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239 11.05 52.64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216 9.99 47.58 

校级大型活动 216 9.99 47.58 
心理建档 204 9.43 44.96 

校刊/校报有心理健康板块 169 7.81 37.22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小册子 143 6.61 31.50 

校园广播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 131 6.06 28.85 
个体咨询 106 4.90 23.35 
班群活动 100 4.62 22.03 

没有开展过心理健康教育 43 1.99 9.47 
其他 8 0.37 1.76 

38.当前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上遇到的突出的困难 

没有适宜的教材 266 19.36 58.59 
缺少经费和相应设备 221 16.08 48.68 
心理课时常被占用 211 15.36 46.48 
领导重视度不够 106 7.71 23.35 

由于和升学无关联，不受重视 94 6.84 20.70 
心理教师承担与心理无关的工作 83 6.04 18.28 
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81 5.90 17.84 
心理教师承担心理工作任务繁重 79 5.75 17.40 

学生不配合开展 71 5.17 15.64 
缺少专业的教师 54 3.93 11.89 

心理辅导室闲置，应付检查用 52 3.78 11.45 
家长不配合开展 43 3.13 9.47 

其他 13 0.95 2.86 

39.与其他教师相比，心理健康教师面临的问题 

没有有经验的心理专家指导 152 11.98 33.48 
专职心理教师少，无可支持团队 149 11.74 32.82 

不受重视 136 10.72 29.96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单一，缺方法 129 10.17 28.41 
没有专业的心理工作空间与环境 108 8.51 23.79 

多头领导 107 8.43 23.57 
评职晋级困难 91 7.17 20.04 

心理健康教师做的心理工作繁重 91 7.17 20.04 
心理教师承担与心理无关的工作 84 6.62 18.50 

工资较低 75 5.91 16.52 
待遇与工作量不匹配 64 5.04 14.10 

所受培训难以胜任心理岗位需求 59 4.65 13.00 
其他 24 1.89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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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中，当前

最普遍的形式是“心理课”（68.94%），说明心理课

仍是最主要的，其中“心理主题班会”（60.57%）、

“讲座”（47.58%）、“校级大型活动”（47.58%）、

“心理建档”（44.96%）、“班群活动”（22.03%）、

“广播站”（28.85%）、“个体咨询”（23.35%）

及“其他”（1.76%）等说明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形式多样，其次还有“宣传栏”（52.64%）、“校刊

/校报”（37.22%）、“宣传手册”（31.50%）等宣

传形式，说明学校有积极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

仍有少部分选择“没有开展过心理健康教育”

（9.47%），说明部分学校不够重视。 
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上遇到的困难”中，

最受关注的是“没有适宜的教材”（58.59%），说明

这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普遍面临的困难；其次“缺

少经费和相应的设备”（48.68%）、“心理课时常被

占用”（46.48%）、“领导重视度不够”（23.35%）

和“与升学无关”（20.70%）的困难，说明部分学校

的重视程度不足；再次“心理教师承担过多与工作

无关的工作”（18.28%）、“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有

待提高”（17.84%）及“心理教师的工作任务繁重”

（17.40%），说明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还有其

他非专业性的，最后“学生不配合”（15.64%）、

“缺少专业教师”（11.89%）、“心理辅导室闲置”

（11.45%）和“家长不配合”（9.47%）和“其他”

（2.86%）等情况，说明学生积极性低、专业教师数

量少、心理辅导室使用率低及家长配合度低的问题。 
在“与其他教师相比时，心理健康教师面临的问

题”中，从高到低依次为“没有心理专家指导”

（33.48%）、“专职心理教师少/没有相互支持的团队”

（32.82%）、“不受重视”（29.96%）、“心理健康

教育形式单一/缺乏有效的方法”（28.41%）、“没有

专业的心理工作空间与环境”（23.79%）、“多头领

导”（23.57%）、“评职晋级困难”（20.04%）和“心

理健康教师承担的心理工作任务繁重”（20.04%）等

问题中，说明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也是所有教师需关

注的问题，学科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其中“心

理健康教师承担过多与心理工作无关的工作”

（18.50%）、“工资较低”（16.52%）、“待遇与工

作量不匹配”（14.10%）和“没有胜任心理工作岗位

需求的专业培训”（13.00%）和“其他”（5.29%），

说明心理健康教师的基本需求未得到充分的满足。 
综上，教材存在的主要不足是没有教材且适宜

教材难以确定；学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多

样但仍有部分学校不够重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的困难最主要的是教材难以确定，其次还有重视

不足、心理教师工作不单一、学生积极性低、专业教

师数量少、心理辅导室使用率低及家长配合度低；

与其他教师相比，心理教师工作也是所有教师需关

注的问题且心理教师的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 
（4）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在各属性变量上的

频率分布情况 
由表 6 可知，大部分题在性别上分布不均衡，

说明无论男女教师均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其次，

学校层面的题在性别上分布有差异，但其中心理课/
辅导室/培训/档案、辅助设备、考核心理教师和心理

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这六题在性别上分布有差异，

表现为“女生”比“男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

明女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认知度更高。

总的来说，女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和内容的认

知度更高。 
由表 7 可知，超过一半的题在教龄上分布有差

异，首先，大部分题在教龄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教

龄在“3 年及以下”和“4-9 年”比“10 年及以上”

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教龄低于 10 年的教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其次，学校层面得题在教龄

上分布不均衡，其中专项经费、考核心理教师、宣传

栏/心理培训/档案/活动、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心理教

师是心理专业毕业这九题在教龄上分布有差异，表

现为教龄在“3 年及以下”和“4-9 年”比“10 年及

以上”的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教龄越低的教师

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和条件的认可度及了解

程度更高，其中心理课这一题在教龄上分布有差异，

表现为教龄在“4-9 年”比“10 年及以上”的更多得

选择“符合”，说明教龄低的教师对心理课更了解，

其中广播站在教龄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教龄在“3
年及以下”比“10 年及以上”的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教龄低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的认知度更

高；然后，教师层面的题在教龄上分布有差异，表现

为教龄在“3 年及以下”比“10 年及以上”的更多

得选择“符合”，说明教龄低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

更重视；最后，其他层面的题在教龄上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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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单一这一题在教龄上

分布有差异，表现为教龄在“3 年及以下”比“10 年

及以上”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教龄低的教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条件和态度的了解程度更高，其中心

理资料这一题在教龄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教龄在

“3 年及以下”和“4-9 年”比“10 年及以上”更多

得选择“符合”，说明教龄低于 10 年的教师对心理

健康教育内容更了解。总的来说，教龄低的教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内容、重视、条件和态度的重视

程度、认可度及了解程度更高。 
表 6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性别上的分布（%） 

题 男（n=129） 女（n=325）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73.64 13.95 12.40 74.15 15.38 10.46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78.29 11.63 10.08 78.15 11.69 10.15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46.51 16.28 37.21 60.92 15.38 23.69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34.11 36.43 29.46 44.00 32.62 23.38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62.02 13.18 24.81 67.38 14.46 18.15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69.77 12.40 17.83 70.15 12.00 17.85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67.44 13.18 19.38 77.54 10.15 12.31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55.81 20.93 23.26 56.00 17.85 26.15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资料 58.14 20.93 20.93 64.62 18.15 17.23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48.06 18.60 33.33 59.69 13.23 27.08 

11.给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49.61 17.05 33.33 57.85 18.15 24.00 

12.广播站会播心理健康内容 45.74 18.60 35.66 42.77 21.85 35.38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45.74 23.26 31.01 59.08 16.92 24.00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34.11 25.58 40.31 36.31 17.85 45.85 

15.领导强调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75.19 17.05 7.75 80.00 11.69 8.31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51.94 23.26 24.81 63.38 17.54 19.08 

17.强调教师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 73.64 13.95 12.40 80.62 12.92 6.46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8.84 17.83 33.33 52.92 23.08 24.00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51.16 28.68 20.16 52.31 22.77 24.92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34.88 26.36 38.76 44.31 26.46 29.23 

21.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 37.98 24.03 37.98 48.62 25.23 26.15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66.67 19.38 13.95 69.54 17.54 12.92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65.12 23.26 11.63 72.92 17.23 9.85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54.26 27.91 17.83 62.77 22.46 14.77 

25.心理教师未做心理教育工作 39.53 29.46 31.01 38.46 26.15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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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教龄上的分布（%） 

题 3 年及以下（n=108） 4-9 年（n=135） 10 年及以上（n=211）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77.78 11.11 11.11 77.78 11.11 11.11 69.67 19.43 10.90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78.70 10.19 11.11 80.00 8.89 11.11 76.78 14.22 9.00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62.04 11.11 26.85 63.70 15.56 20.74 49.76 18.01 32.23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52.78 25.93 21.30 45.93 38.52 15.56 32.23 34.60 33.18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70.37 12.96 16.67 70.37 11.85 17.78 60.66 16.11 23.22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78.70 8.33 12.96 74.07 11.11 14.81 63.03 14.69 22.27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75.93 8.33 15.74 75.56 13.33 11.11 73.46 10.90 15.64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65.74 7.41 26.85 54.07 21.48 24.44 52.13 22.75 25.12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资料 75.93 12.04 12.04 65.93 17.04 17.04 54.03 23.70 22.27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64.81 10.19 25.00 65.19 16.30 18.52 46.45 16.11 37.44 

11.给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63.89 14.81 21.30 60.00 17.78 22.22 48.34 19.43 32.23 
12.广播站会播心理健康内容 54.63 18.52 26.85 45.19 22.96 31.85 36.97 20.85 42.18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62.04 14.81 23.15 62.96 19.26 17.78 46.92 20.38 32.70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45.37 15.74 38.89 37.04 18.52 44.44 29.86 23.22 46.92 

15.领导强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83.33 8.33 8.33 80.74 13.33 5.93 74.88 15.64 9.48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68.52 12.04 19.44 60.74 20.74 18.52 55.45 21.80 22.75 

17.强调教师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 82.41 7.41 10.19 81.48 11.85 6.67 74.88 17.06 8.06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63.89 17.59 18.52 60.74 20.74 18.52 39.81 24.17 36.02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60.19 23.15 16.67 48.15 25.93 25.93 50.24 24.17 25.59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51.85 25.93 22.22 51.11 25.19 23.70 30.33 27.49 42.18 
21.心理教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 57.41 19.44 23.15 57.78 26.67 15.56 31.75 26.54 41.71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73.15 12.96 13.89 71.85 17.78 10.37 64.45 20.85 14.69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8.70 12.96 8.33 70.37 17.04 12.59 66.82 23.22 9.95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64.81 19.44 15.74 65.19 22.96 11.85 54.98 27.01 18.01 
25.心理教师未做心理教育工作 51.85 20.37 27.78 40.00 28.89 31.11 31.28 29.38 39.34 

 
由表 8 可知，近一半的题在学历上分布不均衡，

首先，大部分题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硕士

及以上”比“专科”和“本科”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硕士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其次，学校层面

的题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其中心理课/讲座、专项

经费、辅助设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心理教师是心

理专业毕业这六题在学历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硕

士及以上”比“专科”和“本科”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硕士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重视和条件的

了解程度更高，其中宣传栏/心理活动、考核心理教

师这三题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硕士及以

上”比“本科”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高学历教

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和条件的了解程度更高，

其中心理辅导室这一题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表现

为学历是“硕士及以上”和“本科”比“专科”更多

得选择“符合”，说明高学历教师更加了解心理辅导

室；然后，教师层面的题在学历上分布不均衡，但其

中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

学历是“硕士及以上”比“本科”更多得选择“符

合”，说明高学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更加重视；最

后，其他层面的题在学历上差异显著分布不均衡，

表现为“专科”比“本科”更多的选择“符合”，说

明专科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态度的理解更好，其中

开展情况这题在学历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学历是

“硕士及以上”比“本科”更多得选择“符合”，说

明高学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更加了解。总的来说，

学历越高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重视和条件

的重视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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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历上的分布（%） 

题 专科（n=72） 本科（n=338） 硕士及以上（n=44）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76.39 19.44 4.17 71.60 15.09 13.31 88.64 6.82 4.55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77.78 18.06 4.17 76.04 11.54 12.43 95.45 2.27 2.27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51.39 22.22 26.39 54.73 15.38 29.88 81.82 6.82 11.36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38.89 29.17 31.94 39.35 35.80 24.85 59.09 25.00 15.91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66.67 15.28 18.06 62.43 15.38 22.19 90.91 2.27 6.82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72.22 12.50 15.28 67.46 12.72 19.82 86.36 6.82 6.82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59.72 13.89 26.39 75.74 11.54 12.72 90.91 2.27 6.82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65.28 18.06 16.67 53.55 18.93 27.51 59.09 18.18 22.73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料 65.28 20.83 13.89 60.36 19.82 19.82 77.27 9.09 13.64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52.78 19.44 27.78 52.96 15.38 31.66 88.64 2.27 9.09 

11.给教师进行心理教育培训 59.72 23.61 16.67 52.96 17.46 29.59 68.18 11.36 20.45 
12.广播站会播报心理健康内容 48.61 25.00 26.39 42.31 21.01 36.69 45.45 13.64 40.91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54.17 19.44 26.39 53.25 19.23 27.51 72.73 13.64 13.64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43.06 23.61 33.33 34.02 18.93 47.04 36.36 22.73 40.91 

15.领导强调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76.39 19.44 4.17 77.81 13.02 9.17 88.64 4.55 6.82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54.17 23.61 22.22 57.99 20.41 21.60 86.36 2.27 11.36 
17.强调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 77.78 18.06 4.17 77.51 13.02 9.47 88.64 6.82 4.55 

18.在 5.25 开展心理活动 55.56 20.83 23.61 48.52 22.78 28.70 70.45 13.64 15.91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形式单一 52.78 29.17 18.06 51.48 24.85 23.67 54.55 13.64 31.82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47.22 23.61 29.17 38.76 26.92 34.32 54.55 27.27 18.18 
21.心理教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 45.83 29.17 25.00 42.01 25.15 32.84 72.73 15.91 11.36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教育 70.83 22.22 6.94 67.75 17.16 15.09 72.73 18.18 9.09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0.83 20.83 8.33 70.41 19.23 10.36 72.73 13.64 13.64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54.17 27.78 18.06 59.17 25.74 15.09 79.55 4.55 15.91 
25.心理教师未做心理教育工作 44.44 31.94 23.61 36.09 27.81 36.09 50.00 13.64 36.36 

 
由表 9 可知，大部分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

差异，首先，大部分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

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乡镇”更多得选择“符

合”，说明城市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更好；其次，

学校层面的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其中心

理课/培训/档案/活动/广播站、专项经费、考核心理教

师、心理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这八题在学校所在地

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乡镇”

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

形式、重视和条件的了解程度及重视程度更高，其中

心理讲座/宣传栏/心理辅导室、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心理辅助设备这五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

表现为“城市”比“区县”比“乡镇”更多得选择“符

合”，说明城市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条件及重

视的了解程度及重视程度更高；然后，教师层面的题

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其中重视心理健康教

育、领导强调、强调与家长沟通、要求学科渗透、针

对性心理引导这五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

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乡镇”更多得选择“符

合”，说明城市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更高；

最后，其他层面的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其

中重视学生心理、心理资料、心理培训这三题在学校

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

“乡镇”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学校对心理

健康教育重视、内容及形式的认知度更高，其中开展

情况这一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城

市”比“区县”比“乡镇”更多得选择“符合”，说

明城市比区县比乡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得更好。

总的来说，城市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内容、条

件和重视的认知度及重视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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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校所在地上的分布（%） 

题 城市（n=176） 区县（n=114） 乡镇（n=164）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88.07 10.23 1.70 66.67 16.67 16.67 64.02 18.90 17.07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94.89 4.55 0.57 75.44 11.40 13.16 62.20 19.51 18.29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85.80 9.09 5.11 42.98 17.54 39.47 35.37 21.34 43.29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64.77 24.43 10.80 28.07 43.86 28.07 25.00 36.59 38.41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90.91 6.25 2.84 57.89 20.18 21.93 44.51 18.29 37.20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88.07 6.82 5.11 66.67 15.79 17.54 53.05 15.24 31.71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92.05 5.68 2.27 80.70 10.53 8.77 51.83 17.07 31.10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71.59 15.91 12.50 45.61 24.56 29.82 46.34 17.68 35.98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资料 84.66 10.80 4.55 48.25 26.32 25.44 49.39 22.56 28.05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84.66 7.95 7.39 47.37 17.54 35.09 32.32 20.12 47.56 

11.给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82.39 11.36 6.25 39.47 21.05 39.47 37.80 22.56 39.63 

12.广播站会播报心理健康内容 59.66 17.61 22.73 37.72 25.44 36.84 30.49 21.34 48.17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84.09 10.23 5.68 40.35 27.19 32.46 34.76 21.95 43.29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40.34 11.93 47.73 30.70 26.32 42.98 34.15 24.39 41.46 

15.领导强调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89.20 6.82 3.98 77.19 12.28 10.53 68.29 20.73 10.98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84.09 11.93 3.98 52.63 21.05 26.32 39.63 25.61 34.76 

17.强调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情况 88.07 9.09 2.84 73.68 14.04 12.28 71.95 17.07 10.98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74.43 17.05 8.52 40.35 26.32 33.33 35.37 23.17 41.46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51.14 16.48 32.39 57.02 26.32 16.67 49.39 31.71 18.90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67.61 23.30 9.09 28.07 28.95 42.98 23.17 28.05 48.78 

21.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 78.98 14.77 6.25 26.32 31.58 42.11 23.17 31.10 45.73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81.25 12.50 6.25 63.16 20.18 16.67 59.15 22.56 18.29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84.09 11.93 3.98 58.77 26.32 14.91 64.63 21.34 14.02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80.68 13.64 5.68 49.12 28.95 21.93 46.34 31.71 21.95 

25.心理教师未从事心理教育工作 44.32 17.61 38.07 35.96 34.21 29.82 34.76 32.32 32.93 

 
由表 10 可知，大部分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不均

衡，首先，大部分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

为“小学”和“高中”比“初中”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初中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了解；其次，学

校层面的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不均衡，其中心理讲

座、心理教师是心理学专业毕业在教管学段上分布

不均衡，表现为教管学段是“高中”比“小学”比“初

中”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高中教师更了解心理

健康教育的形式而初中教师最不了解，其中心理课/
档案/宣传栏、考核心理健康教师这四题在教管学段

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小学”比“初中”更多得选

择“符合”，说明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和重视

的重视程度更高，其中心理辅导室这一题在教管学

段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初中”和“高中”比“小

学”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小学教师对心理辅导

室的了解程度更低，其中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这一

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高中”比“小

学”和“初中”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高中教师

对专职心理教师更了解，其中心理培训、广播站、活

动这三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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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中”比“初中”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初

中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不了解；然后，教师层

面得题在教管学段上分布有差异，其中重视程度这

一题在教官学段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小学”和

“高中”比“初中”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初中

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了解，其中领导强调、强

调与家长沟通在教管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小

学”比“初中”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小学教师

更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最后，其他层面的题在教官

学段上分布不均衡，其中开展情况、重视教师的心

理、心理资料和支持专业培训这四题在教管学段上

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小学”比“初中”更多得选择

“符合”，说明小学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和内

容的重视程度更好。总的来说，教管学段越高的教

师越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教管学段为小学的

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条件、内容和重视的了

解及重视程度更高。 
 

表 10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教管学段上的分布（%） 

题 小学（n=257） 初中（n=174） 高中（n=23）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81.71 13.62 4.67 60.92 18.39 20.69 86.96 4.35 8.70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0.54 11.28 8.17 72.99 13.22 13.79 91.30 4.35 4.35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60.70 15.95 23.35 49.43 16.67 33.91 69.57 4.35 26.09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46.30 30.74 22.96 32.18 40.80 27.01 52.17 13.04 34.78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70.04 12.06 17.90 55.75 18.39 25.86 95.65 4.35 0.00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74.32 10.51 15.18 62.07 15.52 22.41 82.61 4.35 13.04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68.48 12.84 18.68 81.61 9.20 9.20 91.30 4.35 4.35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65.76 14.79 19.46 41.38 25.29 33.33 56.52 13.04 30.43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资料 71.60 16.34 12.06 48.28 24.71 27.01 73.91 4.35 21.74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57.98 14.79 27.24 49.43 16.09 34.48 91.30 4.35 4.35 

11.会给教师进行心理健康培训 63.81 16.34 19.84 40.23 21.26 38.51 78.26 8.70 13.04 

12.广播站会播心理健康相关内容 50.97 19.46 29.57 31.61 22.99 45.40 52.17 21.74 26.09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59.92 17.12 22.96 46.55 22.41 31.03 69.57 8.70 21.74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38.52 17.51 43.97 32.18 25.29 42.53 30.43 8.70 60.87 

15.领导强调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82.10 12.84 5.06 72.41 14.94 12.64 86.96 4.35 8.70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62.65 17.90 19.46 54.02 22.99 22.99 78.26 4.35 17.39 

17.强调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情况 82.88 11.28 5.84 71.26 16.67 12.07 86.96 8.70 4.35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58.37 21.40 20.23 39.66 23.56 36.78 69.57 8.70 21.74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48.64 26.07 25.29 55.75 24.71 19.54 60.87 4.35 34.78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46.69 27.24 26.07 33.33 25.86 40.80 47.83 21.74 30.43 

21.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 50.97 24.51 24.51 32.76 27.59 39.66 82.61 8.70 8.70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72.37 17.12 10.51 62.64 21.26 16.09 73.91 4.35 21.74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3.93 18.29 7.78 66.67 21.26 12.07 65.22 8.70 26.09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65.37 21.40 13.23 52.30 29.31 18.39 65.22 13.04 21.74 

25.心理教师未从事心理教育工作 40.86 25.68 33.46 35.63 32.18 32.18 39.13 4.35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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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职位上的分布（%） 

题 
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n=35）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n=32） 
其他科任教师 
（n=335） 

教学管理人员 
（n=52）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80.00 11.43 8.57 65.63 18.75 15.63 73.73 14.63 11.64 76.92 17.31 5.77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2.86 8.57 8.57 84.38 6.25 9.38 77.01 12.24 10.75 78.85 13.46 7.69 

3.有专门开设心理课 77.14 2.86 20.00 56.25 15.63 28.13 54.93 15.82 29.25 55.77 23.08 21.15 

4.有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 51.43 20.00 28.57 53.13 18.75 28.13 38.21 36.72 25.07 46.15 32.69 21.15 

5.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80.00 11.43 8.57 78.13 6.25 15.63 62.69 14.63 22.69 69.23 17.31 13.46 

6.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74.29 8.57 17.14 68.96 15.63 15.63 68.96 11.34 19.70 75.00 17.31 7.69 

7.有独立的心理辅导室 74.29 8.57 17.14 78.13 12.50 9.38 75.52 9.55 14.93 67.31 21.15 11.54 

8.重视教师的心理状况 65.71 20.00 14.29 62.50 15.63 21.88 53.13 18.51 28.36 63.46 21.15 15.38 

9.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料 74.29 11.43 14.29 75.00 9.38 15.63 59.40 19.70 20.90 69.23 25.00 5.77 

10.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 85.71 5.71 8.57 56.25 12.50 31.25 52.84 14.93 32.24 59.62 21.15 19.23 

11.给教师进行心理教育培训 80.00 14.29 5.71 78.13 6.25 15.63 49.55 19.70 30.75 63.46 15.38 21.15 

12.广播站会播报心理健康内容 48.57 28.57 22.86 43.75 21.88 34.38 41.49 20.30 38.21 53.85 19.23 26.92 

13.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80.00 8.57 11.43 81.25 9.38 9.38 50.75 19.40 29.85 51.92 26.92 21.15 

14.对心理健康教育很随意 28.57 20.00 51.43 28.13 15.63 56.25 37.31 19.10 43.58 34.62 28.85 36.54 

15.领导强调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88.57 5.71 5.71 68.75 21.88 9.38 78.21 12.54 9.25 80.77 17.31 1.92 

16.有配备心理咨询辅助设备 80.00 14.29 5.71 75.00 15.63 9.38 55.52 19.40 25.07 67.31 23.08 9.62 

17.强调与家长沟通学生心理情况 88.57 5.71 5.71 84.38 9.38 6.25 77.01 13.73 9.25 78.85 17.31 3.85 

18.在 5.25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60.00 25.71 14.29 65.63 18.75 15.63 48.66 21.49 29.85 57.69 21.15 57.69 

19.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 51.43 22.86 25.71 43.75 18.75 37.50 52.24 25.07 22.69 55.77 25.00 19.23 

20.会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考核 65.71 28.57 5.71 43.75 18.75 37.50 37.91 27.46 34.63 48.08 23.08 28.85 

21.心理健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 77.14 14.29 8.57 53.13 12.50 34.38 40.60 27.16 32.24 51.92 25.00 23.08 

22.各学科教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80.00 14.29 5.71 59.38 15.63 25.00 68.06 17.91 14.03 71.15 23.08 5.77 

23.教师对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7.14 22.86 0.00 68.75 9.38 21.88 72.24 17.01 10.75 57.69 34.62 7.69 

24.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培训 65.71 28.57 5.71 68.75 6.25 25.00 58.51 24.78 16.72 63.46 26.92 9.62 

25.心理教师未做心理教育工作 45.71 14.29 40.00 37.50 18.75 43.75 38.51 27.76 33.73 36.54 36.54 26.92 

 
由表11可知，大部分题在职位上分布较为均衡，

其余七题在职位上分布有差异，首先，大部分题在

职位上分布有差异，说明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情

况了解较相似；其次，学校层面得题在职位上分布

不均衡，表现为“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比“其他科任

教师”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专业性的教师对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形式和条件更了解，其中专职心

理健康教师这一题表现为“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比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和“其他科任教师”更多得选

择“符合”，说明教师本人更了解心理健康教师的设

置，及心理培训这一题表现为“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和“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比“其他科任教师”更多得

选择“符合”，说明其他教师缺少机会接触和参与心

理培训，其中心理档案这一题表现为“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和“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比“其他科任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心理

健康教师主管心理档案工作，及辅助设备这一题表

现为“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比“其他科任教师”更多得选择

“符合”，说明心理辅助设备对实施者和管理者来

说了解得更清楚，其中考核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健

康教师是心理专业毕业这两题表现为“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比“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其他科任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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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师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重要地位；

最后，教师和其他层面的题在职位上分布均衡。总

的来说，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容、形式和条件的了解程度更高，但其他教师缺少

机会参加心理培训。 
综上，女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认

知度更高；教龄低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

内容、重视、条件和态度的重视程度、认可度及了解

程度更高；学历越高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

重视和条件的重视程度更高；城市学校对心理健康

教育形式、内容、条件和重视的认知度及重视程度

更高；教管学段越高的教师越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

形式，教管学段为小学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

条件、内容和重视的了解及重视程度更高；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条件

的了解程度更高，但其他教师缺少机会参加心理培

训。 
3.2 访谈资料处理及结果 
由表 12 可知，在对心理健康教育小组的了解程

度上，85%的教师都有了解，其中 75%的教师对人

员构成有了解但大部分了解得不够深入，及 70%的

教师对工作内容有了解且内容集中在心理课、心理

普查、心理辅导之中。说明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都

有了解但较表面。 
表 12 学校是否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工作内容？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是 17（85） 

人员构成 15（75）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15（75） 
德育处 5（25） 
班主任 4（20） 
班干部 2（10） 
校长 2（10） 
团委 1（5） 

心理委员 1（5） 

工作内容 14（70） 

心理课 8（40） 
心理普查 7（35） 
心理辅导 7（35） 
心理讲座 5（25） 
心理信箱 2（10） 
培训班主任 2（10） 
培训心理委员 1（5） 
心理活动 1（5） 

否 3（15） 不了解 3（15）  

表 13 对学生的心理是否有了解？学习过心理专业知识？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了解 16（80） 

学过 9（45） 

校内学习过 5（25） 
心理培训 3（15） 

学生有学业压力 2（10） 
释放压力方法 2（10） 

了解学生心理障碍 1（5） 

没学过 7（35） 

看心理书籍 3（15） 
有兴趣 3（15） 

心理问题较普遍 1（5） 
矛盾心理 1（5） 
社会热点 1（5） 

不了解 4（20） 
非专业心理教师 3（15）  

不感兴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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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3 可知，在对中小学生心理的了解程度上，

80%的教师表示了解，且或多或少能说出部分心理

相关知识但内容较广泛，其中 45%的教师通过系统

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对学生心理状况更了解，且 35%
的教师没学过但能根据书籍、兴趣和社会热点达到

一般了解。而 20%的教师因非专业和不感兴趣表示

不了解。说明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一定了

解但不够全面。 
由 14 可知，在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上，80%

的教师表示参加过,55%的教师参加过官方组织的培

训但其中 10%的教师不能从内容广泛的培训中获益，

后疫情时代，网络培训及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培训也

会给教师带来用处，而仅 15%的教师参加自费学习

的培训且能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培训。也有 20%的教

师尤其是部分学科教师没机会参加，但对心理健康

培训有需求。说明学科教师缺少参加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的机会，但有积极提升自己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技能的需求。 
由 15 可知，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或疾病这一现

象上，75%的教师表示有了解，其中 40%的教师会

分析原因及 15%的教师能提出解决方式，但阐述较

全面的仅是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也有 25%的教师表

示没有且 20%的教师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和自己不是

班主任而不了解。说明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或疾病

有一定了解，但部分教师了解得较片面。 
 

表 14 是否参加过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什么样的培训？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是 16（80） 

官方组织 11（55） 

有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教培 5（25） 

网络培训 4（20） 

普及性讲座 3（15） 

泛泛而谈 2（10） 

疫情后的心理干预 1（5） 

自费学习 3（15） 
针对性 2（10） 

易于与学生沟通 1（5） 

否 4（20） 没机会 3（15） 

期待减轻教师压力 2（10） 

期待实操性强 1（5） 

期待辅导学生心理 1（5） 

表 15 是否有学生出现过严重的心理问题或疾病？怎么看待？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是 15（75） 

原因分析 8（40） 

家庭问题 7（35） 

学习问题 2（10） 

个人问题 3（15） 

社会问题 1（5） 

疫情影响 1（5） 

解决方式 3（15） 

正视问题 3（15） 

家校医多方联动 2（10） 

合理宣泄 2（10） 

培养兴趣 1（5） 

开展心理课 1（5） 

个体辅导 1（5） 

心理讲座 1（5） 

否 5（25） 不了解 4（20） 
正常 4（20） 

班主任更了解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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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对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否满意？如何开展？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满意 18（90） 
一直开展 8（40） 

专职心理教师 5（25） 

班主任工作 4（20） 

心理课 2（10） 

个体辅导 1（5） 

心理档案 1（5） 

断续开展 2（10） 

兼职心理教师 2（10） 

不满意 2（10） 
人员配比不足 1（5）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俗化 1（5） 

表 17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体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和改进之处？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了解 14（70） 

重点关注 10（50） 

学生家庭背景 4（20） 

学生个体差异 3（15） 

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2（10） 

学业问题 2（10） 

班主任心理 2（10） 

小学阶段 1（5） 

改进之处 12（60） 

需落到实处 7（35） 

关注家庭学校社会的联系 4（20） 

多组织活动 4（20） 

完善课程设置 2（10） 

避免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 2（10） 

健全学生档案 1（5） 

心理辅导 1（5） 

建立完整队伍 1（5） 

不了解 6（30） 急需 2（10）  

 
由 16 可知，在对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工作的满意

度上，90%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都是持

满意态度的，其中 40%的教师表示学校很重视并一

直在开展但 10%的教师表示断续开展，也是兼职心

理教师有其他教学任务为忽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0%的教师不满意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也

可看出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度。说明教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满意且较重视。 
由 17 可知，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重点关注和

改进之处来看，有 30%的教师对此不了解但也有 10%
的教师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急需的。而 70%的教师

都表示了解，其中 50%的教师认为要重点关注学生

相关、意识、班主任及阶段等方面，也有 60%的教

师认为心理健康教育需落实、家校社会联系、组织

活动、完善资源、避免学科化、健全心理档案、心理

辅导、健全队伍等方面。说明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

很重视且希望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得能越来越好。 
综上，从访谈分析可以了解到教师对心理健康

教育都有了解但较表面；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有一定了解但不够全面；学科教师缺少参加心理

健康教育培训的机会，但有积极提升自己心理健康

教育知识技能的需求；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或疾病

有一定了解，但部分教师了解得较片面；教师对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满意且较重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

育很重视，且希望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得能越来越好。 
4 分析与讨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教师对心理健康

教育实施情况的评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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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评价较好 
由表 3和 16可知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开展的内容、形式、途径及效果评价较好。

源于大多数学校都在按照相关政策落实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教师能从中看到学生的进步，进而作出积

极面的评价。 
4.2 女教师比男教师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的情况 
由表 6 可知女教师比男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开展的内容和形式评价更好。在中小学校中，女

教师因心思更加细腻、积极性更高等所致。 
4.3 教龄为“3 年及以下”和“4-9 年”的比“10

年及以上”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 
由表 7 可知教龄为“3 年及以下”和“4-9 年”

比“10 年及以上”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

的重视、形式、内容、条件和态度更了解。源于教龄

较低的教师作为才离开学校不久的新教师，更熟悉

现代信息技术、更了解最新教学理念及整个教学的

实施情况，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其中重要部分，故

新教师了解更深入。 
4.4 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比“本科”和“专

科”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 
由表 8 可知学历为“硕士及以上”比“本科”

和“专科”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形式、重视和

条件更了解。源于接受过更高教育的教师更能建立

自己的理解体系，并积累较为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

理论知识，进而在实践过程中加深了解。 
4.5 城市学校的教师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教师

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 
由表 9 可知较之区县和乡镇学校，城市学校教

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内容、条件和

重视更了解，同学生问卷调查研究中的结论相同。 
4.6 高中和小学教师比初中教师更了解心理健

康教育 
由表 10 可知教管学段为“高中”比“小学”比

“初中”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评

价更好，教管学段为小学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形式、条件、内容和重视评价更高。源于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受到重视，且新时代小学生经历各种磨练

有更高的自主性，相应教师也有对学生进行及时心

理健康教育的意识。 
4.7 心理专业性越高的教师越了解心理健康教

育 
由表 11 可知职位为“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和“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其他科任教师”和

“教学管理人员”的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容、形式和条件的了解程度更高，其中“教学管理人

员”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相应的组织管理和硬件

设施。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要主体，自然要更加了解相关内容，更能看到学

生是否从中获益并有自己的评估标准了解实施情况。 
4.8 部分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 
在教师层面，由表 4 可知，部分学生未能从心

理课中受益，而对心理课产生了负面评价进一步降

低他们的积极性；从表 5 可知部分教师认为学生不

配合和积极性不够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困

难之一，而心理健康教育要受到多方支持任重而道

远。 
4.9 多数心理健康教师心理课使用的教材难以

确定 
由表 5 可知没有教材是最主要的不足，因学校

没有找到适合的教材就会不用教材，而有教材的学

校也表示有针对性、直观性、实操性等问题。这与前

人指出的全国无统一教材，且教材的选用不当也会

导致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失去兴趣而达不到相应的

效果的结论一致[10]。其次教材的针对性不能足够的

发挥作用，但不同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也有交

叉重叠之处，大多集中于学习、生活适应、自我意

识、情绪调适、人际交往和升学就业等方面以致内

容笼统。现存大部分教材虽结合了文字和图形等直

观形式，但仍可说明在具体形式上过于笼统或难理

解，且专门教材的不确定性说明一是没有普遍适用

的教材，二是心理课的灵活性使得课程不局限于教

材。 
4.10 部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 
由表 6 可知男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和内容

不够了解，因男教师缺乏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而

自己没有自主了解和关注；由表 7 可知老教师对心

理健康教育不够了解，这部分教师已有自己固有的

教学思维，对较新颖的心理健康教育没有了解，甚

至有误解而拒绝关注相关信息；由表 8 可知低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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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尤其是专科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因该

部分教师受教育程度不高，未能在校学习中培养自

己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由表 9 可知区县和乡镇

学校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形式、条件和重视

不够了解，因该部分地区资源、环境、领导上存在不

足，而相应学校不够重视使得教师不够了解；由表

10 可知初中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了解，因部分

初中学校对此非常重视，而教师没有时间与精力去

关注心理健康教育；由表 11 中可知其他科任教师不

够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因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宣

传不太到位等原因，而出现其他科任教师对心理健

康教育了解不够；及表 14 可知，学科教师缺少机会

参加培训到没有兴趣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由表

13 可知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一定了解但不

够全面，未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未形成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识，与前人研究中学科教学中渗透困难

的问题相一致[11]；从表 15 可知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

或疾病有一定了解但部分学科教师了解得较片面，

与前人研究中所述后疫情时代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

重点关注，而学科教师也应该发挥动态心理健康教

育的作用[9]。 
4.11 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

不当 
由表 3 可知，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师从事非专

业的工作，因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的定位不明，把

他们当作德育或学生处的老师去做学生管理、思想

政治等工作；从表 4 可知学校心理健康教师专业背

景不深入，与前人研究中的专业背景不深入相同[12]，

以及部分学校未重视心理健康教师及未按规定设置

教师。各中小学要么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而未

能发挥效用，要么让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做非专业

的教学任务，要么过度使用心理健康教师资源使得

教师职业满足度不高，要么有很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师而未受到重视、学校宣传不到位等都使得学校对

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 
4.12 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

形式 
由表 4 可知仍有部分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未落实到位。教师相较于学生虽更了解相关工作，

但仍有教师认为表面重视流于形式和重视不够，一

是由于教师的不够理解，二是学校的重视程度有所

欠缺，三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为了应付上级

检查，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以便帮助到学生的问题，

四是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虽多样，但在具

体实施中体现出不均衡，教材、经费、心理课、领导

重视程度、升学、工作任务、学生配合度、教师专业

性等问题都发挥着影响。 
4.13 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

欠缺实用性 
由表 4 可知学校心理课的覆盖不彻底且心理课

对学生的效用不足。与前人研究中学生最想从心理

课中得到调节心理的实用方法的期望一致[13]。在心

理课的实际操作中，常出现主题不明、内容涵盖过

多使得学生的感悟不足，设计不合理使得学生在心

理课中不知道做了什么，重预设轻生成等问题。 
4.14 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

度不够 
由表 10 可知初中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

视，因初中阶段是学生转变最大的阶段，也是学业

压力萌发的开端，使有的学校或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学业而不够重视甚至忽视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 
4.15 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

于城市学校 
由表 9 可知，教师认为城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优于区县、优于乡镇，学校在乡镇和区县更落后。但

因城市在各方面的设施配置、教育资源、重视程度

上更好，城市学生在此环境下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

解，而川渝地区的区县和乡镇在配置上略逊于城市，

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5 结论 
为了掌握川渝地区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并

提出应对策略的目的，开展了对该地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学校间差异情况的研究及该地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多方面的调查工作，结果显示，川渝地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特征如下：多数中

小学教师对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评价较好；女教

师比男教师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

教龄为“3 年及以下”和“4-9 年”的比“10 年及以

上”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历为“硕士及以

上”的比“本科”和“专科”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

教育；城市学校的教师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教师对

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高中和小学教师比初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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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心理专业性越高的教师越了

解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

极性不足；多数心理健康教师心理课使用的教材难

以确定；部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部分中

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

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小学和初中

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乡镇、区县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学校。 
6 展望 
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应用于各地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其中出现了部分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

积极性不足；多数心理健康教师心理课使用的教材

难以确定；部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不了解；部分

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

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

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小学和初

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乡镇、区县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学校等问题。

本研究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相关教育管

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支持、引导和

监督，并协调各地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学校

进一步积极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加强落实心理

健康教育家校社联合工作、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宣传力度、鼓励学科教师在教学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心理健康教师灵活使用心理课教材及相关

资料、加强心理课的建设以提升教育实效性、提高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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