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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山市中小学教师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态度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中山市小学、初中及高中共 12 所学校 983 名教师，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精神卫生与心

理保健知识问卷、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知识问卷及精神疾病态度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精神卫生与心理

保健知识问卷总评分( 15． 92 ± 2． 50) 分，总体正确率为 79． 6% ; 9 种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中掌握最好的是抑郁

症( 38． 0% ) ，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 34． 2% ) 和多动症( 33． 6% ) ，最差为抽动症( 13． 4% ) ; 精神疾病态度问卷总评

分( 35． 94 ± 5． 52) 分。组间比较显示: 女性教师精神卫生知识与心理保健问卷总评分高于男性教师，中学组教师在

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总评分上优于小学教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5) 。相关分析显示，教师精神

疾病态度问卷总评分与其年龄及工作年限呈负相关( r = － 0． 07，P 均 ＜ 0． 05) 。被调查的 983 名教师中，有 228 名

( 23． 2% ) 反映在其教学工作中遇见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97． 2% ( 955 名) 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学习精神卫生知

识，在知识获得途径方面，新闻、杂志或网络所占比例最高( 70． 2% ) ，专业讲座或培训( 8． 6% ) 及专业书籍( 7． 8% )

较低。结论 中山市中小学教师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总体较好，具体病种掌握不均衡，对待精神疾病态度有待

改变，可以借助新兴媒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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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owards mental illnes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Zhongshan，and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983 teachers in twelv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 Zhongshan City were sampled by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general questionnaire of
teachers，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the questionnaire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
lescents and th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to mental illness． Ｒ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was( 15． 92 ± 2． 50) ，its
total correct rate was 79． 6% ． 9 kinds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grasp the best
( 38． 0% ) ，followed by mental retardation ( 34． 2% ) and ADHD ( 33． 6% ) ，the worst for Tourette ( 13． 4% ) ． The total score of atti-
tude questionnaire was( 35． 94 ± 5． 52) ．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 female teachers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scores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male teachers，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core was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eachers’Attitude Questionnaire scores for their age and years of servic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 r = － 0． 07，P ＜ 0． 05) ． Surveyed
983 teachers，23． 2% ( 228) of them had suffered students with mental illness，97． 2% ( 955) of teachers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way to get aspect，news，magazine，or network the highest proportion ( 70． 2% ) ，professional seminars
or training ( 8． 6% ) ，and professional books ( 7． 8% ) lower． Conclusion Zhongshan City，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in general good，some aspects are unbalanced，the attitude to mental illness needs to be improved，we can
make use of new media for targeted guidanc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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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内关于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的研究较

为普遍，调查对象多为普通居民［1 － 2］、非精神科医护
人员［3 － 4］、患者家属［5］及大学生［6］等人群，对教师
群体目前尚未见此类调查研究。国外研究［7］显示，

教师在学生精神疾病早期识别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他们对精神卫生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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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送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其对精神疾病的态度

也直接影响到患病学生的预后。本研究将调查中山

市中小学教师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情况及对精神

疾病的态度，尤其是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的

知晓情况，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中山

市统计局公布的目前全市小学( 212 所)、初中( 83 所)

及高中( 16 所) 学校比例，分别抽取小学 6 所，初级中学

4 所，高级中学 2 所，以这 12 所学校的全部在职教师为

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071 份，回收有

效问卷 983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 8%。
1． 2 工具

1． 2． 1 教师一般情况调查表 主要内容包括: 姓

名、性别、年龄、学历、代课年级及工作年限等内容。
1． 2． 2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 来源于原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编制出版的《精神卫生宣传

教育: 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问卷内容为精神卫生

基础知识。共 20 个条目，答对一题计 1 分，答错计

0 分，总分 20 分，得分越高，表明对精神卫生及心理

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总体正确率 = 样本中所

有个体正确回答的所有条目之和 / ( 样本数 × 条目

数) × 100%。
1． 2． 3 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知识问卷 主要

包括对多动症、抽动症、孤独症、精神分裂症、适应障

碍及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等常见精神疾病的了解情

况，设不了解、有点了解、基本了解及非常了解四个

等级，以对每种疾病早期症状的识别及处理情况作

为分级评分参考。
1． 2． 4 精神疾病态度问卷 为原卫生部办公厅

2010 年关于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的问

卷之一，评价个体对于精神疾病的态度。问卷的第

1、2、3、4、8、10 题共 6 题的 5 个选项“完全同意、基

本同意、不好说、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

计分为 5、4、3、2、1。第 5、6、7、9、11、12 题共 6 题的

5 个选项则依次分别计分为 1、2、3、4、5。最后计算

总分，则为精神疾病相关态度问卷得分。得分越高，

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越正面、越包容。
1． 3 实施程序 以学校为单位，对调查当日全部在

岗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每份问卷都附有统一的指导

语，承诺对所填内容予以保密，教师现场作答，研究

人员提供指导，以便及时解答教师填写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
1． 4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16． 0 统计软件进行一般

性描述，根据资料性质分别进行 t 检验、Pearson 相

关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P ＜ 0． 05 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中小学教师一般人口学特征及对精神卫生知

识的需 求 和 获 得 情 况 被 调 查 教 师 平 均 年 龄

( 36． 28 ± 7． 14) 岁，从教年限 1 ～ 41 年，平均从教年

限( 13． 02 ± 7． 72) 年。一般人口学资料见表 1。983
名教师中，有 228 名( 23． 2% ) 反映在教学工作中遇

见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 955 名( 97． 2% ) 的教师

认为有必要学习精神卫生知识; 在获得精神卫生知

识的途 径 方 面，新 闻、杂 志 或 网 络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 70． 2% ) ，其次是在校课程或同事间交流( 10． 9% ) 、
专业讲座或培训( 8． 6% ) 及专业书籍( 7． 8% ) 。

表 1 被调查教师一般人口学特征

一般情况 类别 人数 构成比( % )

性别 男性 418 42． 5

女性 565 57． 5

代课年级 小学 314 31． 9

初中 410 41． 7

高中 259 26． 3

学历 中专、专科及以下 55 5． 6

本科 850 86． 5

研究生及以上 78 7． 9

2． 2 中小学教师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对精神

疾病的态度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总评分

( 15． 92 ± 2． 50) 分，总体正确率为 79． 6% ; 精神疾病

态度问卷总评分( 35． 94 ± 5． 52 ) 分; 在对 9 种具体

的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的了解程度上，总评分

为( 19． 03 ± 4． 19 ) 分，其中对抑郁症基本了解和非

常了解者最多，有 373 人( 38． 0% ) ，其次是精神发

育迟滞( 34． 2% ) 和多动症( 33． 6% ) ，最差为抽动症

( 13． 4% )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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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儿童常见精神疾病的了解情况

疾病名称
人数( % )

不了解 有点了解 基本了解 非常了解 ( 基本 + 非常)

多动症 78( 7． 9) 575( 58． 5) 278( 28． 3) 52( 5． 3) 330( 33． 6)

焦虑症 76( 7． 7) 595( 60． 5) 287( 29． 2) 25( 2． 5) 312( 31． 7)

抑郁症 52( 5． 3) 558( 56． 8) 335( 34． 1) 38( 3． 9) 373( 38． 0)

双相障碍 142( 14． 4) 585( 59． 5) 225( 22． 9) 31( 3． 2) 256( 26． 1)

精神分裂症 208( 21． 2) 534( 54． 3) 215( 21． 9) 26( 2． 6) 241( 24． 5)

精神发育迟滞 128( 13． 0) 519( 52． 8) 297( 30． 2) 39( 4． 0) 336( 34． 2)

孤独症 192( 19． 5) 543( 55． 2) 222( 22． 6) 26( 2． 6) 248( 25． 2)

品行障碍 331( 33． 7) 487( 49． 5) 142( 14． 4) 23( 2． 3) 165( 16． 7)

抽动症 452( 46． 0) 399( 40． 6) 116( 11． 8) 16( 1． 6) 132( 13． 4)

2． 3 不同性别及年级间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

对精神疾病态度的比较 女性教师精神卫生知识与

心理保健问卷总评分高于男性教师，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0． 05) ，在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疾病及精神疾

病态度问卷总评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将初中与高中合并为中学组，显示中学教师在儿童青

少年常见精神疾病总评分上优于小学教师，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精神卫生知识与心理保健问

卷及精神疾病态度问卷总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见表 3。

表 3 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精神疾病态度总分在不同性别、代课年级间的比较( x— ± s，分)

组 别
儿童青少年

常见疾病总分

精神疾病态度

问卷总分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

知识问卷总分

性别 男性 19． 07 ± 4． 06 36． 01 ± 5． 49 15． 64 ± 2． 64

女性 19． 00 ± 4． 28 35． 89 ± 5． 55 16． 13 ± 2． 37

t 0． 25 0． 35 － 2． 99

P 0． 80 0． 73 0． 00

代课年级 小学 18． 51 ± 3． 58 36． 18 ± 5． 05 15． 98 ± 2． 56

中学 19． 27 ± 4． 43 35． 83 ± 5． 72 15． 90 ± 2． 48

t 2． 87 － 0． 92 － 0． 48

P 0． 00 0． 36 0． 63

2． 4 相关分析 983 名中小学教师精神疾病态度问

卷总评分与其年龄及工作年限均呈负相关( r = －0． 07，

P ＜ 0． 05) 。见表 4。

表 4 相关分析

项 目
r

年龄 学历△ 工作年限

儿童青少年常见疾病总评分 － 0． 03 0． 05 － 0． 04

精神疾病态度问卷总评分 － 0． 07a 0． 01 － 0． 07a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

知识问卷总评分
－ 0． 02 － 0． 01 0． 01

注: △Spearman 相关分析，其余为 Pearson 相关分析。aP ＜ 0． 05。

3 讨 论

本次调查涉及小学、中学及高中三个年级，教师

年龄范围跨度广，女性教师占多数比例，符合目前我

国教师职 业 性 别 特 点。其 中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94． 4%，显示中山市教师队伍整体学历水平较高，绝

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调查显示有高达23． 2%

的教师反映在教学工作中遇见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学

生，与 Leckman 等［8 － 10］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儿

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仍较突出，既影响了学生正

常的生活与学习，在校园不良事件尤为敏感的今天，

也给 教 师 带 来 许 多 压 力。所 以 绝 大 多 数 教 师

( 97． 2% ) 有意愿学习精神卫生知识。在具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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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途径方面，有少数教师可能接受过专业的学

习或自学，专业讲座或培训( 8． 6% ) ，而绝大多数都

依靠新闻、杂志或网络( 70． 2% ) ，这种不系统的学

习可能导致偏差，极易受误导，甚至对精神疾病产生

消极的态度。

本次教师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总体正

确率为 79． 6%，优于长沙等地［11 － 13］普通居民，基本

达到《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 2008
－ 2015 年) 》中到 2015 年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

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达到 80% 的要求。但精

神疾病态度问卷总分却低于广州市普通居民，提示

中山市教师群体精神卫生知识总体掌握较好，但对

待精神疾病态度不够积极、正面，与掌握的精神卫生

知识水平不平衡。且本研究提示精神疾病态度与其

年龄及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原因可能是教师群体本

身受教育程度较高，学习能力强，学习精神卫生知识

的机会也较普通市民多。但此类知识多为常识性内

容，多来源于新闻、杂志或网络，内容零散，缺乏系

统，不排除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对精神疾病报道

较负面，极易误导民众，引起甚至加重群体对精神疾

病的消极态度。

在常见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方面，本调查结果

显示初中组教师总体了解程度优于小学组教师，提

示小学组教师在此类疾病培训中存在不足。在具体

疾病中，对成人中多发的抑郁症掌握情况最好，反而

对儿童青少年中常见的多动症了解程度居中，抽动

症了解最差，这种教师群体及常见疾病的不平衡有

可能与知识的获得途径有关，这也给了今后的宣教

工作指明了重点与方向。

综上所述，中山市中小学教师精神卫生知识知

晓情况总体较好，且女性教师优于男性，在对精神疾

病态度方面有待提高，具体病种掌握不均衡。可借

助目前影响面较广的电子杂志、网络及微信等新兴

媒体进行引导与宣教，对重点人群及常见病种开展

系统的培训，提高教师群体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精神

疾病的早期识别能力，早发现早送诊，避免出现严重

的校园不良事件。同时积极引导，树立对精神疾病

的积极态度，为部分返校康复期患儿提供一个宽容

的环境，降低复发风险。

本研究样本量偏少，部分调查工具简单，难以详

细反映教师对精神卫生知识的具体掌握情况，后续

研究可增加样本量，加入量表类调查评价工具，更加

全面准确地了解其掌握情况。

参 考 文 献

［1］ 田梅，张勇，白珍，等． 保定市社区居民精神卫生知识认知态度

和接触程度调查分析［J］．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2，33 ( 3 ) :

377 － 380．

［2］ 胥爱萍，葛茂宏，张功法，等． 潍坊市城乡居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

问卷调查分析［J］． 精神医学杂志，2010，23( 6) :457 －458．

［3］ 刘芬，肖水源，郭田生． 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精神卫生

知识和态度调查［D］． 长沙: 中南大学，2010．

［4］ 韩标，邹义壮，孔晶，等． 非精神科临床医师心理卫生知识调查问卷

的初步编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 2) :89 －92．

［5］ 高雪屏，李凌江，陈晋东，等． 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精神卫生知识需求

和态度调查［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 5) :550 －551．

［6］ 邱建国，宁杰，李小平． 对重庆市部分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相关问

题的调查与分析［J］． 重庆医学，2009，38( 15) :1943 －1945．

［7］ Masillo A，Monducci E，Pucci D，et al． Evalu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nowledge about psychosis: a contribution to early

detection［J］． Early Interv Psychiatry，2012，6( 1) : 76 － 82．

［8］ Leckman JF，Leventhal BL．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child and ado-

lescent mental health［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2008，49

( 3) : 221 － 225．

［9］ 管冰清，罗学荣，邓云龙，等． 湖南省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0，12( 2) :123 －127．

［10］ 张宏伟． 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对待精神病人态度、方式调

查［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 11) : 1307 － 1309．

［11］ 彭元，王晓玲，李平飞，等． 长沙市普通人群的精神卫生知晓情

况［J］． 上海精神医学，2011，23( 6) : 353 － 359．

［12］ 胡号应，颜瑜章，陈力鸣，等． 广州市城乡居民的心理健康知识

知晓率及对精神疾病的态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

( 1) : 30 － 35．

［13］ 姚明解，阎秀芳，常战军，等． 郑州市居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

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 9) : 682 － 685．

( 收稿日期: 2015 － 04 － 20)

152

四川精神卫生 2015 年第 28 卷第 3 期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