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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兴趣。

丁雪辰对此深有同感，他对《新

民周刊》表示，提升教师幸福感的

关键，还是在于让教学回归教育的

本质，把关注点放到育人和学生上，

培养更好的学生。“但现在这一块

反而是关注相对不足的部分。”

“不要把过多的行政工作压到

老师身上，尝试为老师营造一个

有价值感、有认同感的工作环境，

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同时，也

分一点关爱给自己的职工，让他们

更愿意工作。只有当老师情绪稳

定健康，才可能培养更多积极向

上 的 孩 子。” 丁 雪 辰 表 示， 当 下

对于教师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不够，

给予老师的关心帮助也不够。“比

如对于那些压力较大、情绪低落的

老师，我们是否应该组建一个专职

的心理健康咨询团队，为他们提

供心理咨询服务，及时干预甚至

提前预防。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现在的社会舆论似乎总是

把老师和家长对立起来，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家长对于老师的态度，

很多家长对老师埋怨、指责，但

其实我们更需要包容和尊重——

家校应该合作共同育人，而不是

把责任互相甩给对方。”

胡海萍的工作令她对中小学老

师有更多的共情，“学校及教育行

政部门，可以建立良性支援机制。

建立合理考核、培养的制度，合理

安排工作强度。”胡海萍所在的“儿

童青少年情绪问题”多学科团队，

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专家开

设了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 MDT 门

诊，“为中小学教师定期举行心理

健康辅导，释放他们的工作压力也

很有必要”。

当天下班前，蒋老师把这位年

轻老师留下来做了一次深谈，提及

了她看到的那一幕。她给数学老师

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他把这个学

生请到他的办公室，告诉学生他甩

作业发脾气的理由，是为这个学生

的成绩感到着急，并且欢迎这个学

生有问题随时找他咨询。”

长谈后，蒋老师发现师生不仅

修复了关系，而且后来变成了朋友，

这个学生的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

“班级秋游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做

了两份寿司，专程让孩子带给我和

数学老师。”蒋老师发现，这位数

学老师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对学

生变得更有耐心且懂得了换位思考，

“前不久，他们班里转学来了一个

特殊儿童，在班级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特意找到我咨询这种情况的应对

办法，我觉得他作为老师，成长了

很多”。

蒋老师无意为这个老师过去的

行为辩解，不过在她看来，这个老

师当时这么做，可能压根就没有意

识到会对学生造成伤害。

“我走访过很多学校，旁听过

很多老师讲课，深知有一部分老师

的教学方法就是辱骂打压，这个数

学老师极有可能是一种模仿——他

上学时，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学模

式，他也沿用到了自己的课堂上。

换言之，他并不知道如何和学生进

行有效沟通。”蒋老师表示，当他

学会另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时，

他自然纠正自己的行为。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教授庞维国曾提出，一方面，要注

意避免对老师提过高的要求，采用

真正有效的办法促进老师专业技能

的发展，增加缓解教师心理压力的

团队建设活动，引导教师通过创造

性教学获得幸福感；另一方面，要

加强对师范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

教师资格考评中从心理健康角度加

强考核标准，充分关注职前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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