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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丁雪辰

副教授对于曾艳琴这样的情况，并

不陌生。“我们与从事中小学教学

工作的老师们平时交流较多，发现

现在很多老师都有焦虑、抑郁的倾

向，甚至还有人要通过服药缓解症

状。”

俞国良团队的研究发现，教师

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复杂，但各类心

理健康问题具有区域普遍性，并且

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均随年份的增长

呈现显著的恶化趋势，尤其是强迫

问题和抑郁问题。其中，中学教师

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不容乐观”，

他们面对着正值青春期的学生，工

作内容繁重、工作时间较长，面临

更多挑战与难题。

对此，退休教师蒋敏然老师有

着切身体会。“中学阶段的老师，

尤其是初三、高三老师，压力很大。

学校和家长会对老师提出较高的要

求和期待，青春期的学生本身也会

给教师日常管理带来考验。这注定

了老师的工作时间会被延长，这样

一来，老师的家庭也会给他带来压

力，因为很难顾家。”

丁雪辰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从教师的收入水平看，

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很高，

经济压力同样会影响老师的心理健

康。”同时，丁雪辰提到，当下中

小学教师工作中的冗杂事项过多，

“老师们时常要应对填表、检查等

工作，占据了大量额外时间，却又

难以看到这些工作背后的意义”。

“现在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比

也变得越来越卷，即没有必要的内

耗。除了教学的本职工作外，老师

需要花大量时间做课题、写论文、

参加比赛等。”丁雪辰说。

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儿童与青

少年精神科主任兼临床心理科主

任胡海萍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她告诉《新民周刊》，

自 2021 年国家“双减”政策正式

落地，减轻了家长和学生的压力

和焦虑，但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

却相应有了提高。“有一项针对

小学老师的心理状况研究结果显

示，‘ 双 减’ 政 策 实 施 后， 小 学

教师群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除了依然存在的教学质量考核压

力外，学生管理压力增加，工作

时间延长，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与家长沟通，心理资本消耗严重，

有 53.58% 的小学教师感觉疲惫，

13.62% 的教师感到焦虑。”

今年年初澎湃新闻的报道《被

“投诉”的老师们：学生丢失了块

橡皮，警察来了 3 次》中，提及有

老师因为作业布置得太少而被投诉；

有老师因为拖堂被投诉；还有家长

投诉某个老师太年轻没经验，要求

学校换一个有经验的……从中可以

看到，有些被滥用的投诉机制，以

及家长和老师之间缺少信任，也是

教师心理压力的来源。

谁解教师心结？

蒋敏然在接受《新民周刊》采

访时，跟记者分享了她亲身经历的

故事。

蒋老师退休后担任一所学校德

育顾问，提升学校整体精神面貌，

定期和学校的老师沟通是她的工作。

“下课时间，一个学生到办公室交

作业，我看到年轻的数学老师一把

拿过他的作业甩出窗外，随后质问

他：写的什么东西？几秒钟后，学

生一脸失望地摔门而出。” 

　　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不容乐观”，他们面
对着正值青春期的学生，工作内容繁重、工作时间较长，
面临更多挑战与难题。

左图：电影《阳光灿

烂的日子》的剧照。

电影从学生的视角描

述老师的权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