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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国内包括山东、北京、重庆、山西、福建、天津六个地区精神卫生机构中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

人员的从业状况。方法 采用随机取样方法，抽取山东、北京、重庆、山西、福建、天津等地精神卫生机构中从事心

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员 128 名，采用自编问卷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及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 男性心理咨询或治疗人员压力来源高于女性［( 24． 17 ± 2． 96 ) vs． ( 22． 59 ± 3． 43 ) ，t = 2． 08，P ＜ 0． 05］，有

5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机构提供的督导次数、水平不满意。超过 80%的被调查者认为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责任重

大，有接近 8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从事心理工作没能体验到自身价值所在。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心理咨询或

治疗工作复杂且难度大，53%被调查者认为接受的专业培训少。结论 精神卫生机构提供心理咨询或治疗服务的

人员需要系统、专业化的培训和督导工作，需要专业和心理层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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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working status of counselors or therapists working in 6 mental health
hospitals． Methods 128 counselors or therapists were selected from six places in China． The self － designed questionnaire which has
22 items including four part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Ｒesults The stress scores of male counselors or therapists was higher than
female; More than half respondent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supervision which the working agency provided and more than 80% of re-
spondents thought the counseling work had high responsibility． Nearly 84% of respondents did not experience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value． Nearly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counseling or treatment was a complex and difficult work． 53% of respond-
ents reported they did not have enough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hospital which provide psychological serv-
ices need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and systemic training，supervision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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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心理咨询和治疗发展迅速，也取得了

新的进展。在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职业

化建设缺乏连续性培训和学历教育体系; 整体专业

水平有待提高; 从事心理服务人员的背景复杂［1］。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咨询效果，同时也对

心理工作从业人员自身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带来

职业压力［2 － 3］。目前在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主要

是在精神卫生机构心理门诊、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和

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开展。而到精神卫生机构的来

访者数量要高于综合医院和大学心理咨询机构，并

且到精神机构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来访者多

以精神疾病为主［4 － 6］。精神卫生机构中从事心理服

务者的从业状况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报道，本研究旨

在对此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和促进国内精神卫生

机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行业发展提供建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采取随机取样方法，选取山东、北京、重
庆、山西、福建、天津等地精神卫生机构中从事心理

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员。心理咨询人员是指在该机

构从事心理援助热线的咨询人员，心理治疗人员是

指在该机构从事心理门诊者。共 128 人，男性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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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5% ) ，女性 103 人( 80． 5% ) 。
1． 2 研究工具

1． 2． 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受教

育程度、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时间、兼职或全职。
1． 2． 2 自编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状况调查表 调

查表包括 22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 1 ～ 5 级( 非常不

符合 ～ 非常符合) 评分。22 个条目归纳为四个因

子，分别为因子Ⅰ: 心理咨询或治疗师对工作的看法

( 工作看法) ，共 5 个条目; 因子Ⅱ: 心理咨询或治疗

师的工作压力来源( 压力来源) ，共 6 个条目; 因子

Ⅲ: 心理咨询 或 治 疗 师 的 工 作 胜 任 能 力 ( 胜 任 能

力) ，共 6 个条目; 因子Ⅳ: 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对

自身的影响( 对自身的影响) ，共 5 个条目。四个部

分各条目间的一致性分别为: 0． 338，0． 467，0． 623
和 0． 647。

各地项目负责人就自编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状

况调查表接受统一培训，然后指导调查对象完成问

卷所有内容，项目负责人可以就每个条目含义进行

说明，但不能代替作答，要求每个调查对象一周内完

成全部调查。
1． 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15． 0 进行统计分析，对

男女性一般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用 t 检验对男女

从业状况进行分析比较，采用频数统计对整体心理

咨询或治疗者从业状况进行分析。

2 结 果

2． 1 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师基本情况 128 人中，

50 岁以下 96． 0%，已婚 68． 8%，本科及以上受教育

程度者 71． 9%，63． 3% 的心理工作者为兼职，从事

心理工作 1 ～ 4 年者 71． 1%。
2． 2 心理咨询或治疗师工作状况

2． 2． 1 男女心理咨询或治疗师总体工作状况比

较 男性压力来源得分高于女性，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1。

表 1 男女心理咨询或治疗师总体工作状况比较 ( x— ± s，分)

组 别 工作看法 压力来源 胜任能力 对自身的影响

男性( n = 25 ) 18． 28 ± 2． 15 24． 17 ± 2． 96 16． 28 ± 3． 03 11． 48 ± 3． 49

女性( n = 103 ) 17． 90 ± 2． 25 22． 59 ± 3． 43 16． 77 ± 3． 57 11． 06 ± 2． 61

t － 0． 758 2． 08 － 0． 629 0． 676

P 0． 935 0． 039 0． 665 0． 299

2． 2． 2 心理咨询或治疗师对工作的看法 在 128

名被调查者中，在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责任很大，从

事心理工作没能体验到自身价值所在，心理咨询或

治疗工作复杂且难度大，自我成长问题难解决使得

心理工作受到局限，机构对其从事心理工作未起到

支持的作用等五个条目回答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

比例 分 别 是 83． 6%，81． 2%，44． 6%，36． 0%，

18． 8%。
2． 2． 3 心理咨询或治疗师的工作压力来源 在

128 名被调查者中，在上级的督导次数不能满足自

己需求，上级的督导能力不能满足自己需求，自己对

心理工作的期望高，遇到求助者有自杀危险时很紧

张，求助者对解决心理问题的期望高，咨询效果的不

确定性让自己很困惑等六个条目回答比较符合和非

常符 合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57． 8%，57． 0%，47． 7%，

46． 9%，39． 1%，36． 8%。
2． 2． 4 心理咨询或治疗师的工作胜任能力 在

128 名被调查者中，在不能冷静处理咨询中自己的

情绪，接受的专业培训少，心理学专业知识缺乏，对

于复杂的求助者感到焦虑无助，咨询经验少不足以

应对复杂求助者，没有真正帮助到求助者等六个条

目回答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比例分别是 74． 3%，

53． 9%，28． 9%，24． 2%，19． 5%，5． 5%。
2． 2． 5 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对自身的影响 在

128 名被调查者中，在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导致身

体疲惫，因工作中涉及个人成长的部分而感到痛苦，

面对求助者的移情很难处理，不知道如何平衡现实

与理想的差距，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导致心力耗竭

等五个条目回答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比例分别是

33． 6%，11． 0%，10． 2%，6． 3%，6． 3%。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 6 个精神卫生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或

治疗的 128 名人员的调查显示: 从事心理咨询或治

疗工作人员 50 岁以下者占绝大多数 ，已婚者占大

多数，大部分兼职工作。72%者是本科及以上学历，

与国内研究结果相似［4］。有 1 ～ 4 年从业经验者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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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心理咨询或治疗人员压

力来源得分高于女性，与既往研究不同［6］。原因有

待进一步探讨。
心理咨询或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期望值过高

等势必会形成压力。而及时有效的督导无论从专业

上、心理上还是对心理工作的期望值上都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压力。研究显示，我国当前督导情况

堪忧［3，7 － 8］。本研究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对

机构提供的督导次数、水平不满意。这种不满意一

方面反映了心理咨询或治疗师强烈的督导需求，另

一方面，也暴露出他们面对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中

的焦虑和困惑。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面对来访者的高

期望时感觉无能为力，遇到来访者有自杀风险时紧

张，对自己的工作期望太高又使这种焦虑更加突出。
33． 6%的咨询师或治疗师感觉咨询或治疗工作导致

身体疲惫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心理咨询或心理治

疗需求量大，且来访者求助类型以非一般心理问题

居多的精神卫生机构，对此需要有完善的督导机制，

及时发现并舒缓心理服务人员遇到的专业或心理困

惑，并及时为他们提供应对情感疲劳、有效预防情感

枯竭和工作压力的方法［9］。
本研究发现超过 80% 的被调查者认为心理咨

询或治疗工作责任重大，但同时有接近 84% 的被调

查对象认为从事心理工作没能体验到自身价值所

在。看似矛盾的结果正好反映了心理咨询或治疗所

面临的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

认为心理咨询或治疗工作复杂且难度大，接受的专

业培训少，心理学专业知识缺乏，咨询经验少不足

等，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冷静处理咨

询中自己 的 情 绪。相 关 研 究 结 果 持 有 相 似 的 观

点［3，8］，这也是心理服务工作者的愿望［10］。
本研究提示，提供心理服务的机构和科室，应加

强心理咨询或治疗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来自团队的

支持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而言，无论是对他们

自身状况、还是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都很重要。另

外，本研究中有 10%以上人员提到因工作中涉及个

人成长的部分而感到痛苦，面对求助者的移情很难

处理。咨询人员的个人成长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

题，这对提高心理服务的质量、保证咨询员自身健康

也是很重要的。
由于实际取样的限制，本研究样本来源、数量有

限，不能反映更广范围的精神卫生机构心理咨询或

治疗人员的状况。另外，本研究中采用自编问卷的

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和验证。未来研究应扩大参

与研究的精神卫生机构，取样方法更加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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