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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师心理素质存在的问题  

  我国曾对教师做过心理健康专项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有 1.5%的

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性格缺陷和习惯性不良行为。许多教师存在健康问题，不少教

师存在心理问题。调查机构明确指出，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给广大教师带来诸多心理压力，

甚至产生心理障碍，疲劳感、焦虑反应、类似歇斯底里现象、强迫现象、恐怖感、疑病现象、

偏执和自我牵挂、错觉、幻觉等表现。  

  二、教师心理素质的表现形式及基本心理能力  

  教师心理素质就结构来讲，可以从多角度划分。从形式上划分的教师心理素质是与个体

自我意识相关的，心理素质的各种成分是能被人所意识到的。  

  1、心理素质形式  

  （1）教师角色认知。教师角色认知是指教师个人对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作用及行为

规范的认识以及对教师职业与社会其他职业的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要比其他事物的认识复

杂难测，它包含教师自我归因、心理控制、社会推理与解释等。  

  （2）教师角色体验。教师角色体验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受到社会及家长、学校学

生和同伴教师的评价与期待时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即教师对自己情绪的“知其然”又“知其

所以然”，并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还包括教师对他人情绪的觉察能力。  

  （3）教师角色期待。教师角色期待是教师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对自己的角色行为的看

法和期望。一是自我期待，个人对自己教师行为及其发展的期望；二是社会期待，是社会上

他人对教师个体角色行为的看法、评价和期望。两种期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4）教师自我意识。教师自我意识主要指教师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

和态度。它与教师品格一样，并不是个别心理机能的表现，而是个体心理活动综合机能的表

现。同时，自我意识还是教师人格形成的基础，它蕴含着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一定程度

上我们可以说，教师心理素质是教师主体自我构建的，教师是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者，教师

作为个体的本质特征富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创造的潜能。  

  2、基本心理能力  

  （1）角色适应能力—教书育人的基础。在教育工作中，教师是否具备现实角色所应有

的心理素质，是否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和学校环境，是教师作好教育工作的基本条件。教

师的角色适应不仅指教师要适应角色转换，而且在教育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人际关系、生

活环境等多重角色转换上也要适应。  

  （2）心灵感悟力—尊师爱生的基础。心灵感悟力是一个人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感受能

力。心灵感悟力强的人不仅能读懂自己的心声和体验，而且能很好的破译他人的心理感受。

教师应当对学生心灵有特别的感悟力，善于透过学生的外显行为，迅速、准确地理解学生的

起初感受和行为动机，并及时给予帮助和鼓励。  

  （3）情绪控制力—为人师表的基础。这是个体把握自身，统揽全局的能力。控制力是

人的意志力的集中表现，但也渗透着认知智慧和情感智力。控制力可以使人为了长远目标而

牺牲既得利益，可以使人情绪稳定，目标坚定，行动果敢而富有效益。教师情绪控制力可以

使教师以积极的情绪状态投入到教学活动中。  

  （4）心理承受力—诲人不倦的基础。心理承受力是指个体抵抗既定事实或意外打击的

能力。教师要协调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四方面的关系。生活在一个较多挫折刺激源的情



境中，承受力强的教师，对教育环境、学生状况、领导素质、社会公正、自身发展等方面的

问题，随时都有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即使在挫折状态下，也会采取正确的方式应付挫折，

迅速摆脱挫折对心理的消极影响。  

  （5）教育表现力—教师机智的基础。表现力是个体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增强自我的

一种能力。教育表现力是个人这种本能倾向在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教育表现力

既凝聚着个体对教育教学机能的掌握，表现为良好的教师机制；同时也凝聚着个体自我意识

的成熟，它是教师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集中体现。  

  三、教师心理压力成因及其调适方法  

  从心理学角度看，心理压力是指内外环境变化导致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一般来说，过度

压力和持续存在的压力会严重干扰心理和生理机能，使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

中，更加多疑敏感，并伴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兴趣爱好降低，精力减退，睡眠障碍

等症状，极大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  

  1、教师心理压力成因  

  （1）教师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在强调教师单项传授知识的年代，教师常常拥有绝对

权威，学生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师尊而生卑，这种心理定势由来已久。而现代教育中，

尤其是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学生成了主体，教师的作用由灌输转为引导，表现空间相对减

少。角色的转换，带给教师的往往是严重的心理失落感，使教师无所适从。  

  （2）传统教育理念受到冲击。传统的教育方式根深蒂固，而时代呼唤崭新的教育理念。

新旧教育理念交替的过程中，教师常常表现出焦虑、紧张、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特征。  

  （3）教育信息化更快更高的要求。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教师常常产生心理上的恐慌

感、眩晕感。 

 2、教师心理健康指标  

  （1）正确的角色认知。即能恰当的认识自己，并能愉快的接受教师的角色。  

  （2）具有健康的教育心理环境。即在教育中教师的情绪稳定，心情愉快，情绪自控，

积极进取。  

  （3）教育的独创性。能创造性地工作。  

  （4）抗教育焦虑程度高。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  

  （5）良好的教育人际关系。能正确处理学生、家长、同事与领导的关系。  

  （6）善于接受新事物、新理念、不断适应改革与发展的教育环境。  

  3、教师的心理健康调适方法  

  （1）自学自助。调适心态，需要我们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反思，立足于现实 ，分析了解

过去和未来，掌握现在。  

  （2）心理压力的调适。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日趋激烈竞争的社会，应该以平常心看

待压力，将压力转变成进步和创造的原动力，借以努力适应社会发展。  

  （3）把焦虑维持在合理的程度与反位之内  

  总之，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不断章明自己的美德，提高自己的学养，素养。及时调整心

态，从而适应社会发展，实现教师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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