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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幼儿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关系，采用《幼儿教师情绪智力问卷》和《心理
健康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河南省２９８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略低
于全国成人常模，２．０１％的教师有中重度心理问题；其情绪智力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且幼儿教师情绪管理能力随
教龄和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幼儿教师的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情绪运用、自我情绪觉察、

情绪管理因子对心理健康总分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因此，对幼儿教师情绪智力进行干预，有利于提高幼儿教

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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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幼儿的数量不断增
加，国家对幼儿教育重视度不断提升，对幼儿师资

队伍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幼儿教师面对的工作压

力和情绪困扰不断增加，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了直接

影响。幼儿教师在幼儿发展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他们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幼儿的身心

健康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表明，目前幼儿

教师中有 １７．８２％的教师存在轻度的心理问题，
４．３４％ 的教师存在重度的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主

要集中在抑郁、焦虑、恐怖以及精神病性方面［１］。

关于影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因素，陆珠玲等的研

究认为，幼儿教师的高付出与收入偏低是导致心理

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２］；金芳认为家长对幼儿教

师的高期望和高要求大大超出了幼儿教师对压力

的承受能力［３］；王福兰认为幼儿园的硬性管理措

施，使幼儿教师由于负荷过重长期处于应激状

态［４］。关于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研究开展得较

早，但多局限于现状描述，较少涉及影响因素及内

部机制，对干预和应对的指导意义不大。

情绪智力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Ｓａｌｏｖｅｙ和
Ｍａｙｅｒ于１９９０年提出，Ｓａｌｏｖｅｙ和 Ｍａｙｅｒ认为，“情
绪智力是指一种审视自我和他人情感、情绪的能

力；辨别并运用情绪信息引导思维和行为的能力，

包含四个维度：情绪知觉、情绪整合、情绪理解、情

绪管理”［５］。心理学家巴昂指出，情绪智力是影响

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对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６］。

杨晓萍（２００９）认为教师情绪智力是在师生互动中
感受并理解自身与学生的情感，表达情绪适当、使

心理健康教学有效的能力，并将其划分为情绪情感

的察觉、表达、理解和调控能力［７］。已有研究均支

持个体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症状学指标之间存在

负相关这一结论，即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具有更少的

消极心理症状。情绪智力作为心理资源的保健因

子，对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已有研

究中虽有少量研究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但多集中于员工及大中专学生，针对幼儿教师

的相关研究相当缺乏［８］。因此，本研究拟对幼儿

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探讨，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通过随机取样，选取３５０名河南省幼儿
教师为被试开展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２９８份。其中
女教师 ２５２人占比 ８４．５６％，男教师 ４６名占比
１５４４％；年龄在２０岁以下１７人占５．７０％，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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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１２４人占 ４１．６１％，３０～４０岁的 １１０人占
３３．７８％，４０岁以上４７人占１５．７７％；高级职称教
师有 １４人占 ４．７０％，小学一级教师 ７０人占
２３．４９％，二级教师５１人占１７．１１％，无级别的１６１
人占５４．０３％；教师学历是中专的５０人占１６．７８％，
大专学历 １５０人占 ５０．３４％，本科学历 ９６人占
３２．２１％，硕士以上２人占０．６７％；已婚教师２１５人
占７２．１５％，未婚８３人占２７．８５％；公立幼儿园教
师１５７人占 ５２．６８％，私立幼儿园教师 １４１人占
４７．３２％；有固定编制教师１３２人占４４．２９％，合同
制教师１１６人占３８．９３％，临时聘用教师４６人占
１５．４％，劳务派遣教师４人占１．３４％。

（二）研究工具

１．ＳＣＬ９０量表
该量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量表之一，

由德若伽提斯（Ｌ．Ｒ．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于１９７５年编制，我
国学者王征宇引入并翻译［９］，金华和吴文源等

（１９８６）进行了修订［１０］，已在国内广泛使用。该量

表共９０个项目，根据自评症状按严重程度从１到
５计分，即从“没有症状 ＝１”到“有严重症状 ＝５”，
该量表所得分数越低，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该

量表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性、抑

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与饮

食障碍１０个因子。关于计分标准，１９８６年量表认
为任一因子分高于２分，说明有轻度症状，高于３
分，说明存在中等严重程度的症状［１０］。本量表的克

隆巴赫α系数为０．９５，１０个因子的同质性系数在
０．７７至０．９９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２．情绪智力量表
该量表由 Ｗａｎｇ和 Ｌａｗ于２００２年编制，经过

中文修订并在已有研究中使用［１１］。修订后的量表

共有１６个题目，包括４个因子，分别为：对自己情
绪的评价和表达（自我情绪觉察 ＳＥＡ）、评价和识
别他人的情绪（他人情绪评估 ＯＥＡ）、运用情绪自
我激励（情绪运用ＵＯＥ）、对自身情绪的监控（情绪
管理ＲＯＥ），每个维度均包含４个项目。依据被试
对自身情绪智力水平的判断从低到高采用５级计
分法，得分越高表明情绪智力越好。量表具有良好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９４。
（三）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独

立样本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检验、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现状

１．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总体状况
表１数据显示，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总分及四个

因子的平均分均在中数３以上，其中幼儿教师情绪
智力整体均值为３．９４，各因子均值得分从高到低
依次为：自我情绪觉察４．２３分、情绪运用４．１２分、
他人情绪评估３．８７分、情绪管理３．５５分。说明幼
儿教师情绪智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我情绪觉察

和情绪运用能力水平较高，情绪管理能力处于中等

水平。

表１　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的均值和标准差（Ｎ＝２９８）

Ｍ ＳＤ

自我情绪觉察 ４．２３ ０．７４

他人情绪评估 ３．８７ ０．８１

情绪运用 ４．１２ ０．７６

情绪管理 ３．５５ １．０３

情绪智力总分 ３．９４ ０．６１

　　２．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的差异情况
由表２可知，从情绪智力总分上看幼儿教师在

人口学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
自我情绪觉察因子在幼儿园性质变量上（ｐ＜
０．０５）存在显著性差异，他人情绪评估在职称变量
上（ｐ＜０．０５）存在显著性差异，情绪管理因子在性
别、年龄、教龄变量上（ｐ＜０．０５）均存在显著差异。
从平均分上看，男幼儿教师的情绪管理因子得分显

著高于女幼儿教师；自我情绪觉察因子公立园教师

得分显著高于私立园教师。

为进一步了解幼儿教师情绪智力在年龄、教

龄、职称上的差异表现，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在情绪管理因子上，年龄和教龄各阶段教师间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且呈现出年龄越大、
教龄越长情绪管理能力越强的趋势；在他人情绪

评估因子上，高级职称教师与其他职称教师存在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得分也高于其他职称教
师，呈现出职称越高评估他人情绪能力越强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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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的差异

变量 自我情绪觉察 他人情绪评估 情绪运用 情绪管理 总分

性别 男 ４．４３±０．７４ ４．１８±０．７９ ３．９３±０．９６ ４．０５±０．８４ ４．１２±０．５６

女 ４．２１±０．７４ ３．８５±０．８１ ４．１３±０．７４ ３．５１±１．０３ ３．９２±０．６１

ｔ １．３２ １．７９ －１．１９ ２．３２ １．３６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３．９４±０．９２ ３．７４±０．７９ ４．０４±０．７７ ３．３６±０．８３ ３．７８±０．６１

２０～３０岁 ４．１５±０．７９ ３．８９±０．７９ ４．０６±０．７６ ３．４２±１．０２ ３．８７±０．６２

３０～４０岁 ４．３２±０．６９ ３．８６±０．８３ ４．１２±０．８０ ３．５２±１．０１ ３．９６±０．６０

４０岁以上 ４．３０±０．６３ ３．９０±０．８５ ４．３１±０．６４ ３．８８±１．１０ ４．０９±０．５４

Ｆ ２．０３ ０．２１ １．２７ ２．６３ １．４８

教龄 ５年以内 ４．１４±０．８１ ３．８０±０．８２ ４．０１±０．８０ ３．３８±１．０８ ３．８３±０．６６

５～１０年 ４．１８±０．６６ ３．９７±０．６９ ４．１３±０．６３ ３．４９±０．８２ ３．９４±０．４８

１０～２０年 ４．３８±０．６９ ３．８７±０．８５ ４．１５±０．８３ ３．６５±１．０４ ４．０１±０．６３

２０年以上 ４．２５±０．７４ ３．９１±０．８６ ４．３５±０．６９ ３．９５±１．０９ ４．１０±０．５７

Ｆ １．９５ ０．５０ １．５１ ２．５９ ２．０５

职称 高级 ４．４５±０．１７ ４．４５±０．５７ ４．４３±０．５８ ４．００±１．３１ ４．３３±０．５８

一级 ４．２５±０．８３ ３．７９±０．８５ ４．０５±０．８１ ３．５１±０．９９ ３．８９±０．６２

二级 ４．２７±０．７１ ３．９３±０．７２ ３．９５±０．８７ ３．３９±０．９３ ３．８７±０．６１

无级别 ４．１８±０．７３ ３．８５±０．８２ ４．１７±０．７１ ３．５７±１．０４ ３．９４±０．６０

Ｆ ０．６７ ２．７９ ２．０４ １．３７ ２．３６

幼儿园性质 公立 ４．３３±０．６２ ３．８９±０．７９ ４．０８±０．７９ ３．４６±１．０６ ３．９３±０．５７

私立 ４．１１±０．８５ ３．８５±０．８４ ４．１６±０．７２ ３．６５±０．９８ ３．９４±０．６５

ｔ ２．４２ ０．４０ －０．９３ －１．５７ －０．２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二）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

１．幼儿教师心理问题检出情况

由表３可知，被试中有２８位教师存在轻度心

理问题、占９．４０％，有６位教师存在中重度心理问

题、占２．０１％；中重度心理问题位居前３的因子依

次为：强迫症状（１０．４０％）、睡眠与饮食障碍

（５．０４％）、焦虑（４．０３％）等。说明存在严重心理

症状的幼儿教师相对较少，但强迫症状、睡眠及饮

食障碍问题比较严重。

２．幼儿教师 ＳＣＬ９０得分与全国成人常模的

比较

由表４可知，将幼儿教师 ＳＣＬ９０得分与１９８６

年版全国成人常模［１０］进行比较，除偏执、敌对性、

人际关系敏感三因子外，其他各因子的平均分均高

于全国成人常模（ｐ＜０．０５）。这表明幼儿教师心

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成人心理健康水平。

表３　幼儿教师心理问题检出情况（Ｎ＝２９８）

３＜因子分 ２＜因子分≤３ 因子分≤２

Ｎ（％） Ｎ（％） Ｎ（％）

躯体化 ６（２．０１） ４７（１５．７７） ２４５（８２．２１）

强迫症状 ３１（１０．４０） ７９（２６．５１） １８８（６３．０９）

人际关系敏感性 １０（３．３６） ５９（１９．８０） ２２９（７６．８４）

抑郁 ７（２．３５） ５０（１６．７８） ２４１（８０．８７）

焦虑 １２（４．０３） ４１（１３．７６） ２４５（８３．２１）

敌对性 ４（１．３４） ２７（９．０６） ２６７（８９．６０）

恐怖 ３（１．０１） ３３（１１．０７） ２６２（８７．９２）

偏执 ７（２．３５） ２１（７．０５） ２７０（９０．６０）

精神病性 ２（０．６７） ３６（１２．０８） ２６０（８７．２５）

睡眠与饮食障碍 １５（５．０４） ５８（１９．４６） ２２５（７５．５０）

心理健康总分 ６（２．０１） ２８（９．４０） ２６４（８８．５９）

　　３．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差异情况

表５数据说明，各因子与性别、年龄、教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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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幼儿园性质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ｐ＜

０．０５）。体现在女教师在敌对性、恐怖两个因子上

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教师；不同年龄幼儿教师在躯

体化、恐怖、偏执、睡眠和饮食障碍方面得分均存在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在睡眠和

饮食障碍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未

婚教师的躯体化、睡眠与饮食障碍因子显著低于已

婚教师；公立园教师在躯体化上显著高于私立园

教师。

表４　幼儿教师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Ｎ＝２９８）

因子
幼儿教师

（Ｍ±ＳＤ）
全国成人常模

（Ｍ±ＳＤ）
ｔ

躯体化 １．５２±０．５６ １．３７±０．４８ ４．４６

强迫症状 １．９９±０．７１ １．６２±０．５８ ８．７１

人际关系敏感性 １．６５±０．６３ １．６５±０．５１ ０．０６
抑郁 １．６０±０．６２ １．５０±０．５９ ２．７８

焦虑 １．５４±０．６１ １．３９±０．４３ ４．３１

敌对性 １．４８±０．５４ １．４６±０．５５ ０．８７
恐怖 １．４０±０．５７ １．２３±０．４１ ５．１５

偏执 １．４３±０．５０ １．４３±０．５７－０．０５
精神病性 １．４４±０．５１ １．２９±０．４２ ５．２６

表５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差异

变量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性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睡眠与饮食障碍

性别 男 １．４１±０．５２１．７１±０．５６１．５５±０．７６１．４４±０．５４１．３５±０．６４１．２３±０．２６１．１２±０．２７１．４１±０．５３１．３７±０．５５ １．５２±０．５１

女 １．５２±０．５７２．００±０．７２１．６６±０．６２１．６１±０．６３１．５６±０．６１１．５１±０．５５１．４３±０．５８１．４３±０．５０１．４５±０．５１ １．６６±０．６５

ｔ －０．８５ －１．７３ －０．７２ －１．３０ －１．４３ －４．１９ －４．３２ －０．１６ －０．７３ －０．９９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１．３３±０．３３１．８０±０．６１１．７２±０．６５１．４３±０．４５１．６４±０．７０１．４９±０．４５１．８２±１．０７１．５１±０．６０１．４７±０．４９ １．４４±０．５２

２０～３０岁 １．４４±０．４５１．９６±０．６６１．６０±０．５９１．５５±０．５８１．５１±０．５７１．４４±０．５１１．４３±０．５２１．３６±０．４３１．４０±０．４９ １．５６±０．５４

３０～４０岁 １．５４±０．５９２．０６±０．７７１．７２±０．６９１．５４±０．６０１．５７±０．６３１．５７±０．５９１．４１±０．５６１．５３±０．５９１．５２±０．５７ １．７４±０．６７

４０岁以上 １．６４±０．６８２．００±０．７５１．６０±０．５８１．６０±０．６２１．５７±０．６７１．４１±０．５３１．１７±０．２９１．３６±０．４２１．４０±０．４１ １．８０±０．７９

Ｆ ３．００ ０．７７ ０．８１ １．９６ ０．３４ １．３２ ５．６０ ２．９１ １．２５ ２．８６

教龄 ５年以内 １．４３±０．４９１．９９±０．７１１．６９±０．６０１．５７±０．５８１．５７±０．６１１．４９±０．５４１．４６±０．６５１．４２±０．４８１．４５±０．４５ １．５４±０．５２

５～１０年 １．５８±０．５４２．０５±０．６９１．６３±０．６１１．６６±０．６２１．５８±０．５８１．５２±０．８０１．４６±０．５８１．４６±０．５０１．４３±０．４７ １．６０±０．６６

１０～２０年 １．５８±０．６９１．９３±０．７４１．６６±０．７３１．５５±０．６４１．４９±０．６２１．４９±０．５７１．３８±０．５０１．４７±０．５８１．５０±０．６４ １．７９±０．６５

２０年以上 １．５５±０．５６１．９６±０．７５１．５６±０．５７１．６２±０．６５１．５５±０．７０１．４２±０．５７１．１６±０．３２１．３４±０．４３１．４０±０．４４ １．９０±０．８０

Ｆ １．１６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２６ ２．２８ ０．６７ ０．２９ ３．２０

婚否 已婚 １．５７±０．６０２．０３±０．７３１．６８±０．６５１．６５±０．６５１．５７±０．６２１．５１±０．５４１．４０±０．５４１．４６±０．５２１．４７±０．５２ １．７２±０．６９

未婚 １．３９±０．４７１．８８±０．６５１．５８±０．５９１．５０±０．５４１．４９±０．５９１．４２±０．５３１．４１±０．６４１．３４±０．４５１．３７±０．４６ １．４９±０．５２

ｔ ２．５９ １．６６ １．１６ １．７２ １．０７ １．３３ －０．１９ １．８１ １．４３ ３．０２

幼儿园性质 公立 １．５９±０．６４２．０５±０．７７１．６６±０．６８１．６４±０．６９１．５６±０．６３１．５１±０．５７１．３６±０．５０１．４３±０．５３１．４５±０．５４ １．７２±０．６８

私立 １．４５±０．４５１．９１±０．６４１．６３±０．５７１．５５±０．５２１．５２±０．５９１．４６±０．５０１．４５±０．６３１．４３±０．４７１．４４±０．４８ １．５８±０．５８

ｔ ２．１１ １．７０ ０．３６ １．２８ ０．５８ ０．７８ －１．３９ －０．０３ ０．１６ １．７７

　　为进一步了解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各因子在
年龄、教龄的差异表现，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

明，２０岁以下幼儿教师在躯体化症状上显著低于
其他年龄段教师，且存在问题随年龄增长而严重的

趋势。相反２０岁以下幼儿教师在恐怖因子上得分
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教师，呈现恐怖倾向随年龄增

大而减轻的趋势。偏执因子上，３０～４０岁教师的
得分高于２０～３０岁和４０岁以上教师。睡眠和饮
食障碍因子上，２０岁以下教师得分最低，４０岁以上

教师得分最高，５年以下教龄教师得分最低，即存
在教师越年轻、教龄越短在睡眠和饮食障碍因子方

面症状越轻的趋势。

（三）幼儿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由表６可知，除他人情绪评估因子与心理健康
总分及其各个因子无显著相关外，情绪智力总分及

其他三因子（自我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管理）

均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因子呈显著负相关（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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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幼儿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ｒ）

自我情绪觉察 他人情绪评估 情绪运用 情绪管理 情绪智力总分

躯体化 －０．２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６２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８

强迫症状 －０．１８５ －０．００５ －０．２０８ －０．３１４ －０．２５４

人际关系敏感性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９

抑郁 －０．２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３０８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５

焦虑 －０．１７９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３

敌对性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３ －０．３３７ －０．２９１

恐怖 －０．１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４

偏执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６

精神病性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４

睡眠与饮食障碍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８ －０．１６９ －０．２３５ －０．１９１

心理健康总分 －０．２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四）幼儿教师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回归
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情绪智力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的影响情况，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情绪智力

三因子（自我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管理）为自

变量，进行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７。表７
显示，情绪运用因子首先进入回归模型，对因变量

的解释量为６．１％，第二个进入回归模型的是自我
情绪觉察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量为２．２％，最后
进入回归模型的是情绪管理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

量为２．７％。从Ｆ值可以看出，进入回归模型的各
因子的解释量均到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进
入回归方程的３个因子对心理健康总分均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其中，情绪运用因子（－０．１９３）、自我
情绪觉察因子 （－０．２１７）、情 绪 管 理 因 子
（－０．１７５）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总分有负向预测
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幼儿教师情绪运用能力、自

我情绪觉察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越高，则心理健康

症状越轻，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表７　幼儿教师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多元逐步回归

因变量 自变量 Ｂ β Ｒ２ ΔＲ２ Ｆ

心理健康 情绪运用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１３．６４０

自我情绪觉察 －０．１６０ －０．２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２ ９．４８３

情绪管理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２７ ８．５５３

三、讨论

（一）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现状分析

１．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总体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情绪智力总分及其四个

因子分的均值均超过了理论中值３，说明其情绪智
力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孙艺闻２０１８年对
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２］。其中，自

我情绪觉察和情绪运用两个因子得分均超过了４
分，表明幼儿教师对自我的情绪体验和应用能力较

强，情绪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幼儿教师的

工作特点相关，幼儿教师要做好工作势必要与幼

儿、家长、同事及领导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就需

要在工作中既要体察相关对象的情绪状况又要关

注自我的情绪状态，并将良好的情绪应用到日常教

育教学中去，因此对其情绪智力，特别是自我情绪

觉察和情绪运用上的能力要求较高；相反，由于幼

儿教师的工作十分细致和辛苦，事无巨细，工作中

情绪特点比较突出，也易导致情绪管理问题的

出现。

２．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的差异分析
男幼儿教师的情绪管理因子得分高于女幼儿

教师，说明男性幼儿教师的情绪管理能力高于女教

师。这可能与男教师处理事情比较理性有关，在教

学工作中男性教师更善于理性思维，能较好地辩证

看待问题，情绪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公立幼儿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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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自我情绪觉察因子得分高于私立幼儿园教师，

这可能与所处工作环境有关，在公立幼儿园的管理

和考核内容中，会有更多的过程性管理因素考量，

需要幼儿教师进行经常性的自我反思和觉察，这与

袁小平（２０１９）对小学教师的调查结果存在不一

致性［１３］。

针对情绪管理因子，幼儿教师在年龄、教龄上

存在显著差异，职称方面他人情绪评估能力存在显

著差异，情绪总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大、教龄越长、职

称越高幼儿教师情绪管理能力和评估他人情绪的

能力越强的趋势，这与李瑾和徐燕（２０１６）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１４］。Ｌａｗ，Ｗｏｎｇ＆Ｓｏｎｇ的研究也显示

情绪智力是随着经验和年龄的增长而得到提

高［１５］，说明年龄和教龄对情绪智力有一定的影响

作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年龄、教龄的增加以

及职称晋级，幼儿教师生活阅历不断丰富、处理问

题的能力不断增强，职称晋升后心理压力相对减

轻，有利于他们在情绪管理和评估他人情绪方面获

得更多实践经验和情绪体验，具备更多的对自身情

绪觉察并控制的途径和策略。

（二）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总体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全国成人水平，同时也低于２０１９年赵红利对幼儿

教师的调研结果［１］。究其原因，一是虽然当前国

家对幼儿教育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对幼儿园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也十分关注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通过县培、市培和国培提高了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

素养，助推了他们的专业发展，但是教育行政部门

对幼儿教师的要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各种检查比赛

层出不穷，导致幼儿教师不堪重负。二是家长对幼

儿教师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加剧了教师的心理压力，

再加上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不理想，导致他们不能

充分感受到职业价值和职业幸福感，容易产生职业

倦怠和自我效能感降低。

２．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差异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幼儿教师在躯体化因子上

存在年龄、婚否与幼儿园性质等人口学变量上均呈

现显著性差异，且年龄越小、未婚、在私立幼儿园工

作的教师躯体化症状表现得越轻，睡眠及饮食障碍

因子上表现出年龄越大、教龄越长、已婚教师的情

况越差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年轻教师虽然工

作经验不足，但他们有着较强的事业心、充沛的精

力和健康的身体。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教师通常

是家庭负担较重，在单位大多是工作的主力军，生

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无形中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

（三）幼儿教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他人情绪评估因子与心

理健康及各个因子无显著相关外，所有其他因子和

总分与心理健康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为考察情

绪智力的预测力，进一步采用了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发现情绪运用、自我情绪觉察、情绪管理因子对

心理健康总分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因为情绪智

力可以影响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感知，并根

据获得的信息对自身的情绪进行有效的调控和运

用，这对个体心理健康维护和良好人际关系建立发

挥着重大作用，大大减少了不良情绪在工作中出现

的可能性。同时，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教师调节自

我情绪的能力较强，具有积极心态，能客观辩证地看

待事物，所以其心理健康水平就会有更好的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成人常模，

２０１％的教师有中重度心理问题，其情绪智力处于
中等水平。

２．男教师的情绪管理能力高于女教师，且呈现
出年龄越大、教龄越长情绪管理能力越强，职称越

高评估他人情绪能力越强的趋势。

３．未婚教师的躯体化、睡眠与饮食障碍因子症

状低于已婚教师；公立园教师在躯体化上的症状高

于私立园教师，且呈现出教师越年轻、教龄越短在

睡眠和饮食障碍因子方面症状越轻的趋势。

４．幼儿教师的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总分均存
在显著负相关，其中情绪运用、自我情绪觉察、情绪

管理因子对心理健康总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因

此，对幼儿教师情绪智力进行干预，有利于提高幼

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的情绪智力对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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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因此受本研究启发，可以

从培养和提高幼儿教师情绪智力等方面入手，促进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１．严把幼儿教师准入门槛，把情绪智力因素纳
入幼儿教师招聘的考核中。幼儿教师的心理素质

对学前教育质量和幼儿身心发展有直接影响。因

此，应严把幼儿教师准入门槛，选拔优秀师资尤其

是心理健康的教师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情绪智力又

是确保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建议在招聘幼儿

教师时可将情绪智力作为一项基本素质进行考察。

２．培养幼儿教师的教育情怀。教育情怀是指

教师有教学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有积极的情绪、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当

幼儿园教师有良好的教育感受时，更容易在工作中

获得积极的情绪和情感体验，能够较好地控制和调

节自己的情绪，把控他人的情绪，有助于创建良好

的人际网络及融洽的交往氛围，尊重学生个性，富

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在工作中认真敬业，能充分

感受到自己价值的存在，获得更多的职业快乐。因

此，幼儿园应加强年轻教师的职业信念教育，多给

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和获得认可的机会，使他

们充分获得对幼儿教育的深厚价值情感，在工作中

能严格遵守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从而

提高其情绪管理能力。

３．为幼儿教师提供心理成长途径。一是幼儿
园领导要高度重视情绪智力对教师心理健康的重

要价值，为幼儿教师情绪智力培养提供途径和平

台。当下幼儿园在重视教师教学能力的同时，对幼

儿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开始关注，但对幼儿教师

情感表达能力、情感管理能力的重视度较低。因

此，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幼儿园领导转变观念，提

高对幼儿教师情绪智力重要性的认识，定期举办心

理健康讲座和组织经验交流，教给教师们一些常用

的情绪管理知识和技巧，通过自我评价法、换位思

考法来提高教师的共情能力、情绪管控能力及使用

能力。二是要高度重视幼儿教师对心理健康重要

性的认识，使他们能把关心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放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积

极参加心理培训活动，认真反思自身的情绪状态，

能够用所学的心理知识调适自己，及时处理好负面

情绪，以确保自身心理健康、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幼儿园领导尤其要关注３０岁以上教师的心理健康
问题，合理安排教学工作和日常事务性工作，减轻

他们的工作压力，定期召开教学经验交流会和反思

会，提高他们的工作实效，让其有时间兼顾家庭，解

除工作的后顾之忧，同时在园内提供健身场所，号

召大家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缓解身体不良症

状，达到通过健身提高健心的目的。

４．建立心理支持系统。当人遇到挫折心情沮
丧时，强大的心理支持系统可以让人感受被理解和

被支持，不仅可以感受到温暖，还可以获得战胜困

难的信心和勇气，使人精神振奋。因此，建立良好

的心理支持系统，有利于人们对情绪的调节和心理

压力缓解。首先，政府要出台提高幼儿教师待遇的

政策，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幼儿教师的职业价值和优

秀教师事迹，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和尊师重教氛

围，为教师提供心理支持。其次是获得家庭的心理

支持。研究数据显示，已婚幼儿教师在躯体化、睡

眠与饮食障碍方面更容易出现问题，影响其心理健

康水平。家庭是人们精神慰藉的港湾，是情感支持

系统的最小单位，亲人的理解和支持能够使其感到

欣慰、温暖和快乐。因此，应通过宣传和交流让家

庭成员充分感受幼教事业在人成长发展中的重要

性以及从事本职业的使命感和光荣感，从而发自内

心地给予幼儿教师以支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最后，幼儿园应做好家园共育工作，通过家庭教育

讲座，让家长理解掌握幼儿教育的理念和幼儿心理

发展特点，减少一些不理解，增添一些肯定、鼓励和

支持，协助老师做好工作，以缓解幼儿教师的压力，

减少不良心理反应。

５．提升幼儿教师自身素养。一方面幼儿教师
应主动增强自身的学习意识，通过网络课程学习调

节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巧，正确认识压力，积极寻

求缓解压力的方法，增强抗压能力，培养良好心态

和忍耐力，从而维护心理的健康。另一方面要“通

过及时觉察自身情绪，充分感受自身职业的价值和

幸福感，在工作中表现出应有的态度及行为方式，

提高对学生的共情能力；能正确理解和识别自己的

情绪，合理进行情绪的表达，并在适当的时间和地

点探索自身”［１６］等方式提高自我情绪内省智力，增

强自身心理素质。第三方面，保持乐观的心态。乐

观的心态有利于教师积极情绪的形成，不仅可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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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创建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而且教师的积极情绪

还会感染学生，增进师生感情，提高育人质量。教

师还可通过提升自身坚定的职业信念、坚韧不拔的

毅力、完善自身的专业素养、适时进行自我激励等

方法培养良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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