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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高校教师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的关系。方法　运用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对云南省某综合大学

在职教师 1 208名 (男 579人 、 女 629人)进行社会心理因素测评 , 同时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简短版对教师的

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调整了相关因素后 , 男性随着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社会支持的降低 , 出现不良生

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 (P<0.05);女性则随着工作要求的增加 , 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

风险也增加 (P<0.05);随着职业紧张程度的增加 , 男女教师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均增加 (P<

0.05);与低要求-高自主组相比 , 男性中 , 低要求-低自主组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1.68倍 (95%CI:1.03 ～ 2.73)和 1.87倍 (95%CI:1.15 ～ 3.05), 而高要求-低自主组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

康状况的风险分别增加到 2.21倍 (95%CI:1.23 ～ 3.99)和 3.96倍 (95%CI:2.19 ～ 7.14);女性中 , 高要求-低自

主组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1.80倍 (95%CI:1.05 ～ 3.08)和 2.56倍 (95%CI:1.51

～ 4.35)。结论　高校教师工作中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健康状况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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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socialfactorsandhealthinuniversityteachers.Methods

　Across-sectionalsurveywasconductedinauniversity, total1 208 teachers(579 menand629 women)wereenrolled.The

psychosocialfactorsintheworkwereevaluatedbytheJobContentQuestionnaire, physicalandmentalhealthofteacherswereex-

aminedbytheShort-FormHealthSurvey.Results　Afteradjustingtheconfoundingfactors, lowjobcontrolandlowsocialsup-

portwereassociatedwithpoorphysicalandmentalhealthinmale(P<0.05);whereashighjobdemandwasrelatedtopoor

physicalandmentalhealthinfemale(P<0.05).Furthermore, highjobstrainwasconsistentlyassociatedwithpoorhealthin

bothmaleandfemale(P<0.05).Comparedtothosewithlowdemandandhighcontrol, therisksofpoorphysicalandmental

healthinmalewithlowdemandandlowcontrolwere1.68 folds(95% CI:1.03 ～ 2.73)and1.87folds(95% CI:1.15 ～

3.05)increased, respectively;andthosewithhighdemandandlowcontrolwere2.21 times(95% CI:1.23 ～ 3.99)and

3.96 times(95% CI:2.19 ～ 7.14)higher, respectively.Ontheotherhand, therisksofpoorphysicalandmentalhealthin

femalewithhighdemandandlowcontrolwere1.80times(95% CI:1.05～ 3.08)and2.56 times(95% CI:1.51 ～ 4.35)

increasedthanthosewithlowdemandandhighcontrol, respectively.Conclusions　Theresultssuggestedthattheselfrated

healthconditioninuniversityteacherswereassociatedwiththepsychosocialfactorsexistedinwork.

Keywords:Psychosocialfactor;JobContentQuestionnaire;Universityteacher;Selfratedhealthcondition

　　高校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 担负着培养

祖国栋梁的重任 。近几年来 , 由于教育制度改革 , 知

识和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发展 , 给高校教师带来新

的发展和机遇 , 同时也给高校教师带来了更大程度上

的挑战和压力 , 高校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

胁 。 2002年暨南大学医学院对广东省 19所高等院校

8 417名教师进行调查 , 亚健康的发生率为 69.18%,

其中重度亚健康占 23.63%, 疾病状态占 20.42%
[ 1]
。

另一项调查对我国 11省 、 市 20余所大专院校 、科研

机构的万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近期死亡原因统计 , 其平

均寿命是 58.5岁 , 与全国人均寿命 72岁相比 , 减少

13.5年
[ 2]
。这些数据令人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健康状

况堪忧 。近年来 , 国内外的研究已开始关注职业紧张

对教师健康的影响 , 但研究者更多地局限于关注中小

学教师的职业压力 , 而对大学教师的研究相对较

少
[ 3]
。本研究从引起职业压力的紧张源———职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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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着手 , 研究其与高校教师健康的

关系 , 以期为改变高校中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促

进教师的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 ,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

的方法选取云南省某综合大学 1 276名在职教师作为

研究对象 , 进行问卷调查 , 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

意 。本次调查共 收回问 卷 1 208份 , 应答 率为

94.67%, 男女分别为 579人 (占 47.93%)和 629

人 (占 52.07%)。

1.2　方法

1.2.1　社会心理因素测量　本研究采用经过效度和

信度检验的中文版
[ 4, 5]
工作内容问卷 (job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对高校教师所面临的工作心理要

求 、工作自主性 、工作社会支持三方面的社会心理因

素进行测评 。工作要求指员工完成工作所承受的压力

大小 , 它包括工作生理要求和工作心理要求
[ 6]
, 心

理要求测量内容涉及工作节奏 、工作数量 、规定完成

工作的时间 、是否存在相互抵触的工作 , 共 5个条目

得分范围 12 ～ 48。工作自主性包括技术运用和决策

权 , 它是指职业人群在工作中能拥有多少运用技能 、

做出决定 、 分配工作任务的自主权力 , 其测量内容包

括对工作的决策权 、 工作的单调性 、 工作是否需要创

造性 、 工作中技术的运用 , 共 9个条目得分范围 24

～ 96。工作社会支持包括工作中领导和同事对自己的

尊重和帮助 , 共 4个条目得分范围 4 ～ 16。在本调查

样本中 , 工作心理要求 、 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中的社会

支持的 Cronhachα系数分别为 0.55、 0.69、 0.81。

1.2.2　健康状况测量　本研究选择了国际上通用的

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SF-36)的简短版 SF-8问卷

进行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两个方面的测量 , 共 8个条

目 , 每一个条目下有 5 ～ 6个备选答案 。根据健康状

况调查问卷中自评生理 、 心理健康状况得分 , 选取下

1 /3为分界点 , 分为好 、 差两种健康状况 。在本调查

样本中 ,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 Cronhachα系数分

别为 0.73、 0.72。

1.2.3　个人情况调查　包括年龄 、性别 、 婚姻 、 受

教育程度 、 工作年限 、 职称 、 加班情况 、 睡眠时间 、

锻炼 、 抽烟 、饮酒等个人相关情况。

1.2.4　统计分析 　应用 Epidata软件进行双录入 ,

建立数据库 , 采用 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 t检验 、 Lo-

gistic回归分析。为更好地解释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

健康的关系 , 选取工作心理要求 、工作自主性 、工作

社会支持得分 33%、 66%百分位数作为分界点 、 分

为低 、 中 、 高三个层次。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平均年龄男性为 (40.6 ±9.6)岁 , 女性为

(38.4 ±9.1)岁。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男性占

88.42%、 女 性占 85.37%;男 女已婚的分 别为

59.60%、 54.70%;平均工作年限男性为 20 (1 ～

43)年 、女性为 16 (1 ～ 40)年;工作中需要加班的

男性占 70.80%、 女性占 51.50%;平均每天睡眠时

间男性为 (7.3 ±0.9)h、 女性为 (7.4 ±0.9)h;

进行体育锻炼的男性占 53.70%、 女性占 46.30%;

男性吸烟的占 37.5%、女性仅占 0.80%;男性饮酒

的占 52.20%、 女性仅占 5.90%。

2.2　不同的生理状况间教师社会心理因素比较

如表 1所示 , 男性中生理不良组教师的工作自主

性和工作社会支持均低于生理健康组 (P<0.05), 自

主性亚模块中技术运用生理不良组教师也低于生理健

康组 (P<0.001)。女性中生理不良组教师的工作要

求高于生理健康组 (P<0.01), 自主性亚模块中决策

权生理不良组教师低于生理健康组 (P<0.01)。
表 1　生理健康组与生理不良组教师社会心理因素比较 (x±s)

性别 变　量 生理健康组 生理不良组 t值 P值

男性 n=385 n=194

工作要求 33.63±4.08 34.06±4.34 1.166 0.244

自主性　 67.08±8.61 64.91±8.03 2.933 0.003

　技术运用 34.76±4.34 33.26±4.64 3.837 <0.001

　决策权　 32.32±5.63 31.65±5.08 1.401 0.162

社会支持 14.09±2.68 13.62±2.72 1.972 0.049

女性 n=422 n=207

工作要求 32.96±3.91 34.16±4.39 3.481 0.001

自主性　 63.92±7.98 63.36±8.11 0.818 0.414

　技术运用 32.58±4.20 33.22±4.42 1.749 0.081

　决策权　 31.34±5.10 30.14±5.22 2.731 0.006

社会支持 14.37±2.50 14.02±2.54 1.642 0.101

2.3　不同的心理状况间教师社会心理因素比较

如表 2所示 , 心理不良组男女教师的工作要求均

高于心理健康组 (P<0.001), 而心理不良组男女教

师的自主性均低于心理健康组 (P<0.001)。其中 ,

男教师心理不良组的技术运用和决策权均低于心理健

康组 (P<0.01), 女教师心理不良组的决策权低于

心理健康组 (P<0.001)。心理不良组男女教师的工

作社会支持均低于心理健康组 (P<0.01)。

2.4　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关系

调整了年龄 、 受教育程度 、婚姻等相关因素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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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两分类 Logistic回归

分析显示 , 男性中 , 随着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社会支持

的降低 , 教师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

险增加 (P<0.05)。女性中 , 随着工作要求的增加 ,

教师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

(P<0.05), 随着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社会支持的降

低 , 教师出现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 (P<

0.05)。详见表 3。
表 2　心理健康组与心理不良组教师社会心理因素比较 (x±s)

性别 变　量 心理健康组 心理不良组 t值 P值

男性 n=373 n=206

工作要求 33.32±4.00 34.60±4.36 3.572 <0.001

自主性　 67.64±8.25 64.03±8.39 5.005 <0.001

　技术运用 34.69±4.41 33.47±4.54 3.166 0.002

　决策权　 32.94±5.17 30.56±5.64 5.135 <0.001

社会支持 14.27±2.46 13.33±2.99 3.837 <0.001

女性 n=419 n=210

工作要求 32.79±3.64 34.49±4.74 4.576 <0.001

自主性　 64.54±7.79 62.13±8.25 3.580 <0.001

　技术运用 32.94±4.20 32.50±4.43 1.230 0.219

　决策权　 31.60±4.87 29.64±5.50 4.379 <0.001

社会支持 14.46±2.46 13.86±2.58 2.818 0.005

表 3　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性别 变量 例数
生理健康状况

OR(95%CI)

心理健康状况

OR(95%CI)

男性 工作要求 低 149 1.00 1.00

中 210 1.18(0.72～ 1.94) 1.12(0.68～ 1.85)

高 194 1.36(0.81～ 2.29) 1.58(0.94～ 2.66)

自主性　 高 161 1.00 1.00

中 131 1.87(1.16～ 3.02) 1.10(0.68～ 1.77)

低 261 2.01(1.14～ 3.54)＊ 1.85(1.19～ 2.87)＊＊

社会支持 高 250 1.00 1.00

中 130 1.15(0.71～ 1.86) 1.84(1.14～ 2.94)＊

低 173 1.59(1.03～ 2.47)＊ 3.12(1.78～ 5.46)＊＊

女性 工作要求 低 188 1.00 1.00

中 226 1.40(0.88～ 2.22) 0.98(0.62～ 1.54)

高 180 1.80(1.09～ 2.97)＊ 1.80(1.11～ 2.93)＊

自主性　 高 154 1.00 1.00

中 284 0.96(0.61～ 1.50) 1.05(0.67～ 1.65)

低 156 1.32(0.77～ 2.26) 1.73(1.01～ 2.96)＊

社会支持 高 307 1.00 1.00

中 132 1.31(0.83～ 2.06) 1.58(1.01～ 2.48)＊

低 155 1.41(0.91～ 2.19) 2.05(1.32～ 3.17)＊＊

　　注:调整了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婚姻 、 工作年限 、 加班情况 、 睡

眠时间 、 体育锻炼 、 吸烟 、 饮酒等因素;与 OR值为 1的变量组比较 ,

＊P<0.05, ＊＊P<0.01;表 4同。

2.5　职业紧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关系

选取工作要求 、 工作自主性得分的中位数作为分

界点 , 根据两者的交互作用将工作环境分为低要求 -

高自主 、高要求 -高自主 、低要求 -低自主 、 高要求-低

自主 4种类型
[ 7]
, 调整相关因素后 , 不同程度的职业

紧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职业紧张与自评健康状况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性别 变　量 例数
生理健康状况

OR(95%CI)

心理健康状况

OR(95%CI)

男性 低要求-高自主 174 1.00 1.00

高要求-高自主 105 1.21(0.69～ 2.10) 1.22(0.71～ 2.11)

低要求-低自主 185 1.68(1.03～ 2.73)＊ 1.87(1.15～ 3.05)＊

高要求-低自主 89 2.21(1.23～ 3.99)＊＊ 3.96(2.19～ 7.14)＊＊

女性 低要求-高自主 135 1.00 1.00

高要求-高自主 135 1.84(0.95～ 3.22) 1.31(0.74～ 2.31)

低要求-低自主 165 1.30(0.76～ 2.24) 1.62(0.95～ 2.77)

高要求-低自主 159 1.80(1.05～ 3.08)＊ 2.56(1.51～ 4.35)＊＊

　　提示随着职业紧张程度的增加 , 教师出现不良生

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 (P<0.05)。与

低要求 -高自主组相比 , 男性中 , 低要求-低自主组出

现不良生理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1.68倍和 1.87倍 , 而高要求-低自主组出现不良生理

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到 2.21倍和 3.96

倍;女性中 , 高要求 -低自主组出现不良生理和不良

心理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加了 1.80倍和 2.56倍。

3　讨论

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来自工作环境以

及作业者本身的能力和认知两方面 , StansfeldS等

meta分析表明
[ 8]
, 高工作心理要求 、 低工作决策权 、

低工作自主性 、 低社会支持和工作不稳定性是引起职

业人群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之一 。相关综述
[ 9]
也表

明高工作要求 、 低工作自主性 、低社会支持和高要求

-低自主等不良社会心理因素与蓝领和白领工人的缺

血性心脏病 、心肌梗死和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关联。近

年来 ,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 高校教师

不仅要应付日常教学工作 , 同时还要积极申报并完成

科研项目;不仅要利用业余时间扩大知识面 , 以跟上

时代的步伐 , 同时还要积极撰写论文 , 为晋升职称作

铺垫;不仅要处理好与领导 、 同事的关系 , 同时还要

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这些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

在高校中日益凸现 , 严重地影响着高校教师的健康。

本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要求 、工作自主性及工作社会支

持均与高校教师的生理健康 、 心理健康相关联 。工作

要求越高 , 高校教师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 工

作自主性和从工作中获得社会支持越低 , 高校教师的

生理 、 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差。且随着工作环境中职业

紧张程度的加剧 , 高校教师的健康状况也越差 , 与国

外的研究结果一致
[ 8 ～ 11]

。尽管在调查过程中 , 有少

部分数据缺失 , 但缺失部分与总样本间的一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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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 、 自主性和社会支持的分布和均数比较未见

统计学意义 , 对结果的影响不大。本研究表明 , 社会

心理因素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预测能力更强 , 高工

作要求 、低自主性和低社会支持均与高校教师的不良

心理健康相关联 。内蒙古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 12]
的结果也显示职业发展前景 、 工作

负荷需求与高校教师强迫症状 、躯体化症状或抑郁症

状的产生有关联 , 提示目前高校中不良的社会心理因

素可能是引起高校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危险因素

之一 , 应引起相关部门注意。

本研究表明 , 高校中这三种社会心理因素与自评

健康的关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高工作要求与女教

师的不良生理 、 心理健康相关联 , 低工作自主性和低

社会支持与男教师的不良生理和心理健康相关联。正

如英国的 WhitehallⅡ队列研究结果所示
[ 13]
, 高工作

要求与女职员的不良生理 、不良心理和不良社会功能

相关联 (P<0.05), 而低工作自主性和低社会支持

与男职员的不良心理和不良社会功能相关联 (P<

0.05)。这种差异性可能与不同性别在现实生活中扮

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有关 , 女性常常需要兼顾繁重的家

务劳动和社会工作 , 如果工作要求增加 , 势必加重家

庭和工作的矛盾冲突
[ 14]
。因此 , 在女性中过高的工

作要求可能是影响其健康的不良社会心理因素之一。

而对于更注重自身事业发展的男性 , 由于高校教师的

发展前景主要与发表的论文 、 撰写的论著及承担的科

研项目挂钩 , 但科研的开展和论文的发表需要大量的

经费支撑 , 经费的缺乏将严重影响高校教师的科研创

新和技术运用能力 , 并将阻碍其发展 。因此 , 工作自

主性对男教师的影响更加显著 。关于社会支持与职业

人群健康的关系 , 法国电力公司 11 552名职员的队列

研究表明低社会支持与男女职员出现的抑郁症状均有

关联
[ 15]
, 本研究结果却提示低社会支持仅与女教师

的心理健康相关联 , 而与男教师的生理 、 心理健康均

关联 , 可能与男性更倾向于从工作领导和同事中获取

社会支持 , 而女性则倾向于从家庭环境中获得社会支

持有关 。

本研究仅分析了高校中工作要求 、 工作自主性 、

社会支持三种主要的社会心理因素与教师健康的关

系 , 但结果证明这三种社会心理因素均与高校教师生

理和心理健康相关联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 高

校中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将不断涌现 , 势必对教师的

心理 、 生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高校教师是祖国培

养的高级知识分子 , 其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才

的培养 。因此 , 学校和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 , 改

善高校中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 , 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

的工作心理环境 , 以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 。由于本研

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调查 , 不能进行因果推论;且健康

指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问卷 , 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

差的影响。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将考虑采用追踪调查的

手段 , 并尽量采用客观的健康体检指标。
(在课题实施和资料收集过程中 , 云南省高校保健学会的

赵虹教授和张莉教授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 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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