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济宁医学院校级教育科研课题（１２０９１）；济宁医学院２０１６年度青年教师科研扶持基金（ＪＹ２０１６
ＲＷ００４）

△ ［通信作者］李淑玲，Ｅｍａｉｌ：ｌｉｓｈｕｌｉｎｇ３０９２＠１６３．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６月第４０卷第３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Ｖｏｌ４０，Ｎｏ．３

·公共卫生·

某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杨　晨　路　海　高　立　李淑玲△

（济宁医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调查某省属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为开展相关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
定依据。方法　采用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ＣＷＳＳ）对某医学院校２２７名青年教师
的工作压力状况进行测定，结合症状自评量表（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９０）综合探讨其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
状况。结果　参与调查的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工作保障、教学保障、工作乐趣３个因子及 ＣＷＳＳ的总分得分均
高于国内相关报道，但仅在工作保障、教学保障２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青年教师在人际关
系及工作负荷２个因子得分均低于国内相关报道，但仅在人际关系１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女性青年教师在工作保障、教学保障、工作负荷３个因子及ＣＷＳＳ的总分得分均高于男性青年教师，但仅在
工作保障１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青年教师在人际关系及工作乐趣２个因子高于女性
青年教师，但仅在工作乐趣１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参与调查的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ＳＣＬ
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及偏执８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且在强迫、焦虑及
恐怖３个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ＳＣＬ９０的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低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青年教师在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及精神病性８
个因子得分均低于女性青年教师，在偏执因子得分高于女性青年教师，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医学院校青年教师总体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且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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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教师作为医学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骨
干力量［１］，在工作中不仅需要面对来自日常教学

及科研带来的压力，还需面临职称晋升、岗位聘任

带来的压力［２］，更要应付学校人际关系、社交往来

带来的压力，因此已成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人

群。本文对某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及心理

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为今后在青年教师

群体中开展相关心理健康疏导工作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５月间，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

以网络、微信等形式在某医学院校４０岁（１９７６年６
月１日之后出生）以下青年教师群体中开展相关
问卷调查。共２２７名青年教师完成问卷，其中男性
１０２人，女性１２５人，收回有效问卷２２７份。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ＣＷＳＳ）［３］　该量表包含２４个条目，可
对受测青年教师来自工作保障（８个条目）、教学保
障（５个条目）、人际关系（４个条目）、工作负荷（３
个条目）和工作乐趣（４个条目）５个维度的压力情
况进行检测。ＣＷＳＳ的每个条目均采用１～４计分
方式计分，依次由１分表示“没有压力”到４分表
示“严重压力”。各条目得分相加为相应该维度总

分，各维度得分相加为ＣＷＳＳ总分，得分越高，则表
明工作压力越大。

１．２．２　症状自评量表（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
９０）［４］　该量表包含９０个条目，可对受测青年教
师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

怖、偏执、精神病性９个与精神健康密切相关的因

子进行测量。ＳＣＬ９０的每个条目均采用１～４计
分方式进行计分，依次由１分表示“没有症状”到４
分表示“症状严重”，各因子相关条目相加得到该

因子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该因子方面状况越差。

最终以ＳＣＬ９０总得分≥１６０分或单因子得分≥２
分作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依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有效问卷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

软件进行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参与调查的青年教师工作压力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青年教师在工作保障、教学保

障、工作乐趣３个因子及ＣＷＳＳ总分得分均高于国
内相关报道，但仅工作保障、教学保障得分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人际关系及工作负荷２个因
子得分均低于国内相关报道，仅人际关系得分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通过对不同性别青年教师 ＣＷＳＳ结果比较显

示：女性在工作保障、教学保障、工作负荷３个因子
及ＣＷＳＳ总分得分均高于男性，但仅工作保障得分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在人际关系及工作
乐趣２个因子高于女性，仅工作乐趣得分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参与调查青年教师精神健康现状

通过对参与调查青年教师ＳＣＬ９０得分比较发
现：青年教师在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及偏执８个因子得分均高
于国内常模，且在强迫、焦虑及恐怖３个因子得分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低于
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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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医学院校不同性别青年教师ＳＣＬ９０结
果进行比较发现：男性在 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强迫、
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及精神病性８

个因子得分均低于女性，偏执因子得分高于女性，

但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１　参与调查青年教师与国内经典研究ＣＷＳＳ结果比较（分，珋ｘ±ｓ）

类别 ｎ
ＣＷＳＳ因子

工作保障 教学保障 人际关系 工作负荷 工作乐趣 工作压力

青年教师 ２２７ １７．２９±４．３６ ９．８３±２．０９ ７．５０±２．５１ ７．０６±２．３６ ８．０５±２．６１ ４９．７３±１２．３０

国内经典研究 ３３７ １５．８４±５．７２ ８．５３±２．２３ ８．４６±３．０７ ７．３７±２．５９ ７．６８±２．９６ ４７．７８±１４．２９

ｔ ３．２４ ６．９７ ３．９３ １．４４ １．５３ １．６８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９

表２　不同性别青年教师ＣＷＳＳ结果比较（分，珋ｘ±ｓ）

性别 ｎ
ＣＷＳＳ因子

工作保障 教学保障 人际关系 工作负荷 工作乐趣 工作压力

男性青年教师 １０２ １６．３２±４．２５ ９．８０±２．０３ ７．６１±２．５５ ６．９４±２．２０ ８．５２±２．５３ ４９．１９±１１．２８

女性青年教师 １２５ １８．０８±４．３９ ９．８５±２．１８ ７．４１±２．７２ ７．１６±２．２６ ７．６６±２．４７ ５０．１６±１２．４１

ｔ ３．０５ ０．１８ ０．６０ ０．７４ ２．８２ ０．６１

Ｐ ０．０１ ０．８６ ０．５２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５４

表３　青年教师与国内常模ＳＣＬ９０结果比较（分，珋ｘ±ｓ）

类别 ｎ
ＳＣＬ９０因子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性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青年教师 ２２７ １．４２±０．５１１．７１±０．４３１．６８±０．３２１．５８±０．５３１．５２±０．４７１．５４±０．４５１．３２±０．３９１．４７±０．５０１．２２±０．３６

国内常模 １３８８ １．３７±０．４８１．６２±０．５８１．６５±０．５１１．５０±０．５９１．３９±０．４３１．４８±０．５６１．２３±０．４１１．４３±０．５７１．２９±０．４２

ｔ １．４２ ２．２４ ０．８６ １．９２ ４．１７ １．５４ ３．０９ １．００ ２．３７

Ｐ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２

表４　不同性别青年教师ＳＣＬ９０结果比较（分，珋ｘ±ｓ）

类别 ｎ
ＳＣＬ９０因子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性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男性青年教师 １０２ １．４０±０．４２１．６７±０．４５１．６５±０．２７１．５６±０．４０１．４９±０．４１１．５１±０．３３１．２９±０．４１１．４８±０．４９１．２１±０．３１

女性青年教师 １２５ １．４３±０．３３１．７４±０．５２１．７１±０．３３１．５９±０．５５１．５５±０．４６１．５７±０．４７１．３５±０．４０１．４６±０．４３１．２３±０．４９

ｔ ０．６０ １．０７ １．４８ ０．４７ １．０３ １．０９ １．１１ ０．３３ ０．３６

Ｐ ０．５５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６５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７４ ０．７２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工作保

障、教学保障、工作乐趣３个因子及 ＣＷＳＳ的总分
得分均高于国内相关研究，这说明参与调查的医

学院校青年教师在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保

障、教学保障及工作乐趣３个方面。首先，参与调
查的青年教师均来自省属高等医学院校，而国内

相关所报道涉及的青年教师均来自部属院校，省

属医学院校在工作保障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与

部属医学院校在工作保障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具有一定差距［５］，进而导致参与调查的青年教师

在ＣＷＳＳ的工作保障因子得分高于国内相关研究。
其次，参与调查的青年教师均需要面临职称晋升，

而省属医学院校在职称晋升的名额及难度方面与

部属院校之间均有所差距。此外，本次调查还发

现，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完成日常教学任务的同

时，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６］，这使得青年教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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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常需要面对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这在

ＣＷＳＳ教学保障方面的压力也与较国内相关研究
也有一定的差距。最后，本次调查还发现，部分省

属医学院校青年教师仅仅将日常教学作为谋生的

一种手段，尚未真正树立“教书育人”的理念，加之

日常的教学工作量较大，进而或多或少存在一定

倦怠情绪［７］，因此其在 ＣＷＳＳ工作乐趣方面的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参与调查医学院校青年

教师在人际关系及工作负荷２个因子得分均低于
国内相关，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参与调查的省属

医学院校在管理上较为宽松，对于岗位考核的总

体要求较低，教师之间的竞争总体较小等因素相

关［８］。总体看来，医学院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工作

压力较大。

在心理健康方面，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 ＳＣＬ
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
恐怖及偏执８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且在强
迫、抑郁、焦虑及恐怖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在 ＳＣＬ９０的精神
病性因子得分低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另外，参与调查青年教师虽然均未
出现ＳＣＬ９０总得分≥１６０分或单因子得分≥２分
的情况。这说明虽然参与调查医学生虽未达到出

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标准，但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

差是一个较为现实的情况［９］。此外，男性青年教

师在 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敌对性、恐怖及精神病性８个因子得分均低于
女性青年教师，在偏执因子得分高于女性青年教

师，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了
医学院校女性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略差，这

可能与女性青年教师在工作中可能因性别因素而

处于弱势有关，还可能与女性青年教师需要将更

多的精力放到家庭和子女身上，自身精力难以同

时满足工作于家庭兼顾有关。

４　结语

虽然本次调查仅在１所省属医学院校开展，参
与调查的青年教师的代表性比较有限，但参照国

内相关研究，发现医学院校青年教师确实存在不

同程度的工作压力，且对其心理健康会也造成一

定的影响。为了缓解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

力，社会、学校及教师本人均可根据自身现状做出

相应调整：首先，社会各界应当对医学院校青年教

师的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现状拥有足够的重视，

并对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或心理健康问题

给予适当的理解和包容；其次，医学院校应当在日

常教学、科研工作及职称晋升、岗位考核方面予以

青年教师更多的关注，最大程度上缓解医学院校

青年教师的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问题；最后，医学

院校青年教师自身也应充分意识到自身承受的工

作压力以及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１０］，积极开展相

关调整工作，减少压力造成的心理健康负面事件

的可能性，最终通过社会、学校及教师的三方共同

努力，达到减轻医学院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提升

精神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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