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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当前军校教员应激事件的主要表现及特点，为军校教员心理教育、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工作的开
展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使用自编军校教员应激事件访谈提纲，按照人员类别，对某军校教员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２０
例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通过面对面或电话访谈的方式采集其工作、生活及环境中应激事件相关信息。结果　 某军校教员应激
事件主要集中于 ２６ 类，其中工作方面 １６ 类，生活方面 ６ 类，环境方面 ４ 类，人均应激事件 ５． ８ 类。应激事件种类数在性别、年
龄、教龄、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 ＝ ２． ２９３、－ ２． ４６１、－ ２． ２３８、２． １２３，Ｐ ＜ ０． ０５）；应激事件的内容在不同
人员类型中也存在差异。结论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类型广泛，但是具有较强的共同性和相似性，同时依人员类型又存在不同
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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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资料表明，压力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压
力可能是教师要面对解决的最糟的健康问题之

一［１］。而压力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当

前，高校教师应激事件的相关研究开展较为广泛，并

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国外研究表明，教师的应激

源包括职业因素、个人认知和系统因素，当教师无法

满足某种需求，应激源便形成应激事件，而应激事件

无法摆脱时便产生了应激［２］。国内学者非常关注

教师的心理应激和身心健康问题，强调及时发现并

调适心理应激，以免形成心理危机或疾病［３］。应激

源涉及的范围广泛，其中心理社会应激源是引起高

校教师心理问题的主要应激源，例如心理冲突与挫

折、不祥预感、不切实际的期望、与工作责任有关的

压力和紧张情绪等［４］。军校教员作为高校教师中

的特殊群体，其工作、生活和所处环境都有别于普通

高校教师［５］，当前对这一群体应激事件的相关研究

较匮乏。本调查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当前军校

教员应激事件的主要表现及特点，为军校教员心理

教育、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工作的开展提供实证

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将某军校教员按照性别、年龄、军龄、教龄、职
称、任教专业、技术级别、是否兼任行政职务、军地身

份进行分类，根据相似比例在各类别中随机抽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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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 ２０ 人作为访谈对象，其中男性 １３ 人，女性 ７
人；年龄≤３０ 岁 ２ 人，３０ 岁 ＜年龄≤４０ 岁 １１ 人，４０
岁 ＜年龄≤５０ 岁 ６ 人，５０ 岁 ＜年龄≤６０ 岁 １ 人；专
业技术军官 １１ 人，文职干部 ６ 人，无军籍的文职人
员 ３ 人；军龄≤１０ 年 ３ 人，在 １０ 岁 ＜军龄≤１５ 年 ２
人，军龄 ＞ １５ 年 １２ 人；教龄≤５ 年 ３ 人，５ 年 ＜教龄
≤１５ 年 １０ 人，教龄 ＞ １５ 年 ７ 人；学历：硕士 ５ 人，博
士 １５ 人；已婚 １９ 人，未婚 １ 人，离异 ０ 人；有行政职
务 ７ 人，无行政职务 １３ 人；专业技术职称：教授 ５
人，副教授 ５ 人，讲师 ９ 人，助教 １ 人；专业技术等
级：５ 级（相当于副军级别）２ 人，６ 级与 ７ 级（相当于
正师与副师级别）６ 人，８ 级与 ９ 级（相当于正团与
副团级别）８ 人，１０ 级与 １１ 级（相当于正营与副营
级别）３ 人，１２ 级（相当于正连级别）１ 人；任教专业：
理科 ３ 人，工科 ７ 人，文科 ９ 人，军体 １ 人。

１． ２　 方法

自编军校教员心理应激访谈大纲，通过面对面

访谈或打电话，对其进行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的半结构式访

谈，包括性别、年龄、军龄、教龄、学历、婚姻状况、行

政职务、人员类型、专业技术职称、专业技术等级、任

教专业等内容，并调查军校教员工作和生活中的哪

些情况让其感到有压力、这些压力所产生的是积极

或消极影响、面对应激事件时通常会怎么做、对应激

事件的处理通常带来怎样的结果等。

１． ３　 统计方法

记录访谈中具体应激事件及其被提到的次数，

按照事件性质进行归类，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进行描述
统计、ｔ检验。

２　 结　 　 果

２． １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的主要内容及出现频率

　 　 军校教员感受到的具体应激事件有 ５５ 项，共被
提及 １５６ 次；根据主要内容可分为 ２６ 个种类，共被
提及 １１６ 次，人均应激事件 ５． ８ 类。与工作、生活和
环境三个方面相关的应激事件见表 １、表 ２、表 ３。

表 １　 与工作相关的应激事件

主要内容（种类） 频 　 　 率 具体表现 主要内容（种类） 频 　 　 率 具体表现

备课与教学 １１ 次
备课、提高授课水平、

教学评价
领导期望 ５ 次

努力达到领导要求、

实现领导的期望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１１ 次
保密要求带来的不便、

写报告、填表
领导、上级与学生评价 ４ 次

领导与上级的评价、

学生的评价

提高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１０ 次 自我能力提高、技能考试 加班 ４ 次 为加班而付出时间和精力

评职称及调级 １０ 次 评（续评）职称、调级 带研究生 ３ 次
研究生学习成效、

研究生管理

发表论文 ９ 次
为表现能力发表论文、

科研发表论文
体制与编制调整 ３ 次 编制调整、体制调整

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冲突 ９ 次 时间冲突、精力冲突 专业调整 ２ 次
专业内容调整、

专业归属变化

科研 ７ 次
申报科研项目、

完成科研项目
管理与协调部门 ２ 次

管理部门、应对上级、

协调工作

同侪竞争 ５ 次 与同事及同学的竞争及比较 职业成就感低 ２ 次
职业得到重视不够、

价值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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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与生活相关的应激事件

主要内容 频　 　 率 具体表现

养育孩子及

教育支出
１３ 次

养育孩子支出、孩子特长培养

支出、孩子择校支出

照顾亲人 ９ 次 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接送孩子

购房与供房 ８ 次 购房、供房

陪伴及辅导

孩子功课
８ 次

与孩子相处以教育和增进感

情、辅导孩子功课

自由支配时间少 ７ 次
休息过少、没有时间做自己想

做的事

婚恋 ２ 次 父母催婚、寻找合适对象

表 ３　 与环境相关的应激事件

主要内容 频　 　 率 具体表现

同事相处 ４ 次 岗位竞争、上下级关系

管理问题 ３ 次
领导方式不人性化、管理方式

不合理

办公环境 ３ 次 科研场所喧嚣、办公室吵闹

文职人员自我

感到受歧视
２ 次

感到地位低、感到被不平等对

待

２． ２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应对方式及结果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应对方式主要为尝试、逃避、

宣泄、调整思维方式、调整目标。具体表现及结果见

表 ４。

２． ３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的差异性结果

２． ３． １　 不同性别的军校教员应激事件比较

　 　 不同性别的军校教员应激事件、工作相关应激
事件、生活相关应激事件种类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见表 ５。

２． ３． ２　 不同人员类型的军校教员应激事件比较

军校教员应激事件种类数在年龄、教龄、是否兼

任行政职务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０５）。
见表 ６。

２． ３． ３　 其他

不同任教专业军校教员感受到的应激事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Ｆ ＝ ２． ９０８，Ｐ ＝ ０． ０６７）。见表 ７。与
经济相关应激事件突出集中于年龄≤３０ 岁的教员，
平均数为 ３． １，主要表现为购房（车）及供房（车）、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表 ４　 应激事件应对方式及结果

主要方式 频　 　 率 具体表现 结 　 　 果

尝试 １４ 次 努力提高自己以解决问题、尝试解决问题 压力减轻甚至消除

逃避 １１ 次 刻意忽视、喝酒、拖延 压力感不变或随时间增强

宣泄 ７ 次 向亲人或朋友倾诉、运动 压力减轻甚至消除

调整思维方式 ６ 次 把压力当作挑战和提高、积极的自我暗示 压力减轻

调整目标 ５ 次 做自己喜欢或有成就感的事、选择压力小的工作 压力减轻或不变

表 ５　 应激事件的性别差异

应激事件 性　 　 别 平均数（种） ｔ Ｐ 突出的事件种类

总应激事件

男性 ６． ５

女性 ４． ９

２． ２９３ ０． ０３４

评职称及调级

提高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备课与教学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工作相关应激事件

男性 ５． ０

女性 ２． ６

３． ５７９ ０． ００２

评职称及调级

提高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备课与教学

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冲突

生活相关应激事件

男性 １． ２

女性 １． ９

－ ２． １２０ ０． ０４８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购房与供房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陪伴及辅导孩子功课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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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人员类型应激事件比较

人员类型 平均数（种） ｔ Ｐ 突出的事件种类

年龄

≤４０ 岁 ６． ４

＞ ４０ 岁 ４． ７

－ ２． ４６１ ０． ０２４

提高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购房（车）及供房（车）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评职称及调级

教龄

≤１５ 年 ６． ５

＞ １５ 年 ４． ９

－ ２． ２３８ ０． ０３８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购房（车）及供房（车）

评职称及调级

发表论文

职称

教授或副教授 ５． ６

讲师与助教 ６． ２

－ ０． ７８１ ０． ４４５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科研

提升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评职称及调级

技术级别

８ 级以上 ５． ４

８ 级以下 ６． ３

－ １． １７２ ０． ２５６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科研

提升业务水平及能力素质

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冲突

行政职务

兼任 ７． ０

不兼任 ５． ４

２． １２３ ０． ０４８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管理与协调部门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备课与教学

有无军籍

无 ６． ０

有 ５． ９

－ ０． ０８８ ０． ９３１

自我感到受歧视

工作中的繁琐事务

养育孩子及教育支出

备课与教学

表 ７　 不同任教专业军校教员应激事件比较

任教专业 平均数（种） Ｆ Ｐ

理科 ７． ６

工科 ６． １

文科 ５． ０

军体 ７． ０

２． ９０８ ０． ０６７

３　 讨　 　 论

军校教员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应激事件多于与生

活和环境相关的应激事件，这可能与军校教员工作

时间及任务性质有关。由于高校教师属于脑力劳动

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并不完全分明；同时他们需要

不断地更新知识，工作的准备时间较长，因此，作为

一个工作自由度和灵活度很高的群体，高校教师累

计工作时间可能很长［７］。这样的工作特点可能也

是应激事件的主要根源之一。

当前地方普通高校教师的应激事件主要来自师

生关系的变化、工作生活环境的影响、人事聘任、科

研压力、个人收入和接受教学督导等方面，可见更多

的是来自工作方面［４，６，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军校

教员涉及生活和环境的应激事件也比较多，这可能

与军校教员经济收入相对偏低、公差较多、任务较紧

急等特点有关。

男性军校教员心理应激事件多于女性，包括了

工作、经济压力、人际关系、环境各个方面，这可能与

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对男性要求更高有关［９］。男

性军校教员在工作方面的应激事件多于女性，而女

性军校教员在家庭事务方面的应激事件多于男性，

这可能与中国社会传统的男女分工观念影响有

关［１０］。

４０ 岁以下的中青年军校教员心理应激事件多
于年长者。对于中青年教师来说，要承受个人学历、

职称晋升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劳动付出多、强度大，

但收入待遇并不高，却承受着来自社会的高期

望［１１］。４０ 岁以上，尤其是 ５１ 岁以上军校教员的应
激事件最少，这个年龄段的军校教员往往是各自业

务领域的佼佼者，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并且工作生

活中的困难较少［１２］。

军龄和教龄较长的军校教员心理应激事件较

少，他们的应对方式更积极主动，对应激事件的处理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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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有助于缓解或消除压力［１３］。这可能与他们

对部队和军校环境更适应有关。

兼任行政职务的军校教员应激事件多于无行政

职务者，这可能与他们需要处理更多管理和协调事

务、人际关系更复杂有关。

无军籍的文职人员相较于技术军官和文职干

部，应激事件的种类主要集中在同侪对比和环境适

应上，这可能与他们在待遇和自我感知的地位方面

较低、对军队环境如保密要求等适应性较弱有关。

访谈结果显示，军校教员应对方式以积极方式

为主，如尝试、调整思维方式、转移注意力、适当宣泄

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以“逃避”为主。生活事件发生

后能否导致心理生理反应，进而影响心身健康，不仅

取决于生活事件的属性（刺激强度、发生程度、持续

时限），还受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外

界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积极应对可减缓应激，有

利于健康；消极应对则加重应激，影响健康［１４］。有

研究表明，抑郁与应激呈显著正相关；应激对焦虑也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５ － １６］。应对方式的差异既

与个人遗传特质有较大相关，又受个人经历影响，同

时与对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及掌握程度密切相

关［１８ － １９］。另外，心理弹性被越来越多的人当作一种

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一种促使个体良性发展的积极

因素［２０］。这些个体特点在本次调查中关注不足，它

们对应对方式的影响及程度的大小，还需要更广泛

的实证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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