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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that closely links 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of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explored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s'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teachers’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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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是心理健康素质研究中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文章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

讨了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概念，并对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为今后的教师心理

健康素质问卷编制提供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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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积极致力于促进职场人的心理健康，预示着职场人的心理健

康作为公共健康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Gabriel & Liimatainen, 2000; Lavikainen, Lahtinen, & Lehtinen, 
200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在欧洲，有 28%的职场人报告他们有与工作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00)。一系列针对职场人的压力、焦虑、抑郁干预计划在

美国、欧洲和日本实行(Dunnagan, Peterson, & Haynes, 2001; 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 1997, 1999; Jones, 
Tanigawa, & Weiss, 2003; Putnam & McKibbin, 2004)。这些干预计划深入研究不同工作环境中影响工作者

心理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在这些“高危”行业中，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被认为面临高压力而更容易

产生心理问题(Tsutsumi et al., 2002; Johnson et al., 2005)。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各种压力情境，包括课程

教学、班级管理、人际关系、职称评定以及各种检查评估。这些慢性压力产生身心症状，例如精力枯竭、

躯体症状、职业倦怠。近年来，中国的教育体制已进行了巨大的改善，尽管如此，由于教育资源有限，

教师仍面临着高压力的工作环境。有研究表明，与其他职业者相比，教师更容易患焦虑、抑郁、高血压、

头痛、机能失调、心血管疾病(Maslach, Schaufeli, & Leiter, 2001; Schaufeli & Greenglass, 2001; Forcella et al., 
2007; Unterbrink et al., 2008)。教师的心理健康不仅是教师自身的问题，它会表现在教师的言行举止上，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及学习效能。这是因为教师是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他人”，在孩子的成

长发展中，与其接触最多的就是教师。教师的言谈举止和情绪、人格会潜移默化的对学生产生影响。心

理健康的教师能够尊重和理解学生，认真倾听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学生进行真诚和民主的心理沟通；师

生之间互动良好，能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组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塑

造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研究者更多的开始关注人的积极层面。对心理健康的界定也上升到精神和

情感层面的健康幸福，而不仅仅是没有症状表现。心理学不仅仅是应对疾病和缺陷，也应该集中于人自

身具有的积极力量的探索和发掘。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治疗心理疾病，更是要促进性格优势的发展，增进

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教师心理健康与积极心理学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

积极心理学的价值观也指导研究者以积极的视角和方式来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2.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界定 

“素质”(diathesis)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是关于性情或倾向性的看法(荆其诚，1991)。在对素质

概念内涵的揭示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发现，素质是指一个人身上处在发展中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

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而心理健康素质是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概念，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心理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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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对应的概念表述，但是与心理健康素质相关或类似的概念，主要有“与自我有关的因素”和“与人

格有关的因素”这两大类。然而，有一些学者将自我归入人格，即自我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

得心理健康素质也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江光荣等，2004)。沈德立等人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健康素

质”这个术语的基础上，依据相关临床心理学研究引申提出“心理健康素质”这个概念，并将心理健康

素质定义为是个体在遗传基础上在环境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内在的、稳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影响

或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人体的心理健康和适应水平(沈德立，马惠霞，2004)。
梁宝勇认为心理健康素质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成分，心理素质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认知能力素

质和心理健康素质。认知能力素质通常以智力为标志，而心理健康素质则由人格特质组成(梁宝勇，2012)。
由此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内在的，与人格相关的，具有稳定性的心理品质，它是人们学习、

工作和生活的基础。而对于教师来说，心理健康素质是其综合素质的核心要素，是教师与周围环境交互

作用中，自身持续、积极的良好心理机能状态的外部表现形式。关于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学者们主要是

从认知、情绪和意志三个方面来进行划分的。例如，张大均，冯正直认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素质，总是

表现在他对自我、他人和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过程当中。第一，认知合理性维度；第二，个性完整性维度；

第三，意志健全性维度(张大均，冯正直，2004)。田守花在积极心理学全新的价值取向和截然不同的思维

方式的启发下，提出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认知合理性维度、情绪稳定性维度和意志坚定性维度(田守花，

2006)。沈德立，马惠霞对心理健康素质的维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划分，提出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包

括以下 7 个维度：人际交往素质、自我心理素质、心理活动的动力素质(需要、价值观等)、性格素质以及

认知和应对风格(沈德立，马惠霞，2004)。教师这一职业有很多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由于工作任务的重

要和繁重，而且工作对象还具有多样性，这使得教师在工作过程中，不仅自身教学技术、实践能力获得

提升，而且还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心理调节机制，即教师心理健康素质，这形成心理健康素质研究中与实

践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3. 积极心理学与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关系 

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构建个体的优势和美德以增进其欣欣向荣

(Gable & Haidt, 2005)。尤其是一系列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教育环境中的干预体系的建立，从五个方面来培

养个体积极特质以达到身心健康发展(Waters, 2011)：培养希望(hope) (Green et al., 2007; Marques et al., 
2011)，培养感恩(gratitude) (Froh et al., 2008, 2009)，培养宁静(serenity) (Huppert & Johnson, 2010; Broderick 
& Metz, 2009)，发展心理恢复力(resilience) (Humphrey, 2008; Seligman et al., 2009)，发展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 (Seligman et al., 2009; Park et al., 2004; Peterson, 2006; Seligman et al., 2005; Seligman & Csiks-
zentmihalyi, 2000; Wood et al., 2011)。Sin 和 Lyubomirsky(2009)将这些干预计划界定为积极心理干预(PPIs)，
提出五个促进因素：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s)、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投入(engagement)、意义(meaning)、
成就(accomplishment)。这些干预计划致力于通过培养优势和美德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实现

欣欣向荣。一系列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和性格优势(Peterson, 2006)显著相关，性格优势和主观幸福感(Brdar 
& Kashdan, 2010)、工作满意度(Smith, 2010)显著相关。从这个意义上也预示，对心理健康的研究与积极

心理学思潮是一致的。 
对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教师的心理困扰，更重要的是帮助教师发掘自身优势

力量，包括积极人格、幸福感、积极情绪等正向力量，使其能够发展出与自我、与环境的和谐。例如 Johoad 
提出的九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认为一个人若拥有这些有价值的心理品质，就是心理健康，这些心理品质

包括幸福感、和谐、自尊感、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成熟、人格的完整、与环境保持良好的接触、有效地

适应环境以及在环境中保持独立等(王登峰，2003)。而这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对于教师来说尤为重要。积极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概念和结构初探 
 

 
810 

心理学以优势视角出发，发掘人内在的积极力量，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也给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

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4.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理论构想 

对于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不仅要体现出上述一般心理素质，还要反映出教师职业的特点。关

于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我们试图以文献为理论基础，从访谈出发，对教师应具备的心理品质归纳

总结，来确定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因素和维度。 

4.1.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认知维度的理论分析 

认知是对信息的获取、存储和使用的思想进程。认知的基本功能包括注意、学习、记忆、工作记忆、

智力表现、执行功能、动机、情感(Lonnqvist, 2010)。并且认知过程影响之后的动机、情绪和行为表现。

注意被界定为在过滤和忽视其他不必要信息后对所选择信息的专注；学习则表现为个体有意或无意的知

识、技能和行为的持久改变；记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表现为对信息的存储、保持和提取；工作记忆是

短时的，但在执行记忆功能时具有主要作用；智力表现是对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执行

功能表现为问题解决和计划制定过程；动机是行为活动的驱动力，为行为指明方向；情感则是对他人的

理解。也就是说人们要对信息进行认知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信息，进而应用于实践，即对

问题解决提供帮助。可以看出，认知过程对个体情绪、行为、人格等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认为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认知维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对学生的尊重赏识和宽容理解。尊

重赏识体现了教师心理健康素质认知功能中的情感功能，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优势行为的赏识，是

对学生综合信息进行认知理解，认知是否有偏差，认知程度高低能够体现教师的心理健康素质；宽容理

解体现的是注意功能，特别是教师对学生问题行为的应对，能够过滤和忽视其他不必要信息，专注所选

择信息。2) 对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表现为教师能够将自身成长看作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有意或无意的

进行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学习积累。 

4.2.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情绪维度的理论分析 

情绪特征就是个体在情绪活动时，在情绪效价和情绪调控方面的个体差异，所谓情绪效价就是指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体验到积极情绪还是经常体验到消极情绪，或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出现在自己

的生活和行为中的比例(张大均，冯正直，2004)；情绪调控当然就是指个体对自身情绪隐藏、调节、合理

释放的把控能力。心理学家对积极情绪的研究仅仅是消极情绪的十四分之一。对于情绪维度，我们更想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来谈。积极情绪并不是说要乐而忘忧，而是包括诱发积极情绪的乐观态度以及由此带

来的开放的思想、柔和的性情、放松的肢体和平静的面容，甚至还包括积极情绪对个性、人际关系、社

区团体和周遭环境的长期影响(Fredrickson, 2010)。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中的情绪维度表现在情绪稳定。情绪稳定体现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的交流中，

日常生活中，教师能够对自身情绪进行把控。更重要的是，教师应该经常向学生传递积极情绪，包括平

和的心境、柔和的性情、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探究教师的积极情绪正是因为积极情绪能够渗入个体的

思想、视野、心率、身体变化、肌肉紧张度、面部表情以及资源和人际关系，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4.3.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人格维度的理论分析 

心理学家将人格界定为“个体持续稳定的思想、情感、行为，以及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倾

向”(Roberts, 2009)。Roberts 对人格的界定反应了行为模式的稳定性，即在某些情境下个体的行动和反应

倾向，例如认知模式、对事件的期望以及行为塑造方面。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采用“性格优势(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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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来研究个体的特质。积极心理学家将其界定为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反映出来的心理

层面的积极特质。性格优势与人格研究相比多了积极层面的意义。一个乐观豁达、开朗豪爽的人即使遭

遇较为严重的生活事件，也不会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而产生过度的应激反应(陈建文等，2008)。Achat 等
人的研究指出，乐观的个性特征能够在应激事件与心身反应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使应激事件的作用力减

弱(Achat et al., 2000)。培养并发展良好的个性品质，能够帮助个体缓解压力，更好的面对逆境(Rutter, 1985)。 
对于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研究，则试图挖掘和培养教师的积极的心理品质，使其在面对压力情境时，

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力量来扩展思维、建构资源。我们认为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人格维度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1) 保持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心胸开阔更多体现在教师在职场中的应对，包括职场人际关系、

职称评定、岗位竞争等，一个心理健康素质高的教师能够坦然豁达的面对这些事情。2) 善良友爱。善良

友爱不仅体现在教师的职场人际关系，更多表现在对学生的关爱和理解，能够以一颗父母之心对待学生。 

4.4.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行为维度的理论分析 

行为通常是内在素质的外部表现，受个体的认知、情绪、人格、价值观等影响。教师行为是指教师

在职业活动中，在其观念指导下所表现出来的有意义的活动单元(林正范，贾群生，2006)。教师行为包括

具体的教学活动的行为表现，与学生进行沟通时的行为表现，处理学生问题行为时的表现，与学生家长、

同事、领导、家人交流时的行为表现。对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行为维度研究当然也符合一般行为的特质：

1) 行为都是适应性的。适应性要求教师行为要合乎环境要求并满足本身的需要。2) 行为是繁多而变化的。

虽然教师行为繁多，但它也具有基本的活动方式且是可观察的。3) 行为是可训练可控制的。4) 行为是生

理、心理与社会性的有机组织表现(傅春道，1993)。 
对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行为维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教师对工作和生活的调节和控制方面，我们认为

主要表现为爱岗爱家。爱岗体现在教学活动中的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爱家则体现了对家庭成

员的关注，对家的奉献精神。一个心理健康素质高的教师不是忽视对家庭的关注，一味地投身工作，而

是应该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平衡。 

4.5. 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适应维度的理论分析 

适应性是指个体在社会组织系统、群体或文化经济因素的变化中，其生存功能、发展和目标的实现

相应地变化的能力。适应能力直接决定个人的应激耐受能力(Cnki 概念知识元库)。是个体与环境互动过

程中，对内部资源如认知、情绪、行为等进行调节和控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个体的认知情绪行为

是内部因素，社会环境则是适应性行为产生的外部条件因素。适应性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改变自身

或改变环境，使自身与环境协调的能力，它是认知因素和个性因素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综合表现，是最

具衍生性的心理素质成分，是个体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心理素质之一(张大均，冯正直，2004)。有学者对

教师的适应能力提出“生态适应”概念，即教师能够不断学习并掌握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能，不断丰富教

育专业精神，能够应用专业知能对教学经验与问题情境进行分析，并养成对教学日常生活反思的习惯(胡
晓红，郑友训，2013)。 

自我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体现在本研究中为教师的认知因素和个性因素在教与学的环境中的综合表

现，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1) 与学生进行心理沟通的能力。心理沟通表现为教师能够理解学生，以一个

平等亲和的态度与学生交流。2) 以学定教。以学定教表现在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反应及时对教学活动进

行调整控制。3) 应对策略。表现在教师能够不断学习并掌握专业技能，能够应用专业知识对教学活动和

问题情境进行分析，对教学生活进行反思总结。4) 正向引导。体现了教师的角色功能，即对学生知识的

传递，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引导。5) 理解学生。表现在当学生发生问题行为时，教师不是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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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责、体罚，而是能够从学生角度看待问题，找到恰当的解决方式，帮助学生成长。 
综上，教师所具备的一般心理品质按照其发展水平可以分为发展性、适应性两种不同层次的心理品

质。发展性主要表现为认知、情绪、行为与人格四种内在心理品质；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与自然环境的适

应，与社会文化的适应，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教师心理健康素质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上述理

论构想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修正和完善。研究者可以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从

积极的情绪和性格优势层面来挖掘并发展教师积极的心理品质，探究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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