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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心理教师职业现状与就职前教育培养 
专业能力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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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学校心理教师实务工作中专业能力的需求与专业培养间的差异，对高校心理学专业课程的开设提出建

设性意见，本研究使用自编问卷对江苏省中小学心理老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学校心理教师的教育培养中

欠缺“全校性实践”“家校联合服务”“发展中的多样性”以及“危机预防与课程响应”四个方面的专业能

力课程，建议高校开设相应维度下的课程以满足学校心理教师实际工作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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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社会各层各界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校园

中的同伴竞争愈发激烈，学生的学业压力逐年增长，自伤、欺凌、厌学等负向事件频发［1，2］，当代中小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卫萍、许成武、刘燕等［3］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55% 的中小学生存在

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心理问题，万增奎［4］对江苏省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约有 33% 的学生存在失眠

问题，小学生撒谎、早熟等负性行为突出，中学生则呈现出明显的成瘾、学业焦虑等心理问题。由此可见，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效开展和科学健全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的建立已刻不容缓。而学校心理教师

作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的主力军、学校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其培养专业能力的针对性、科学性

需要被密切关注，以保障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度和有效性。

由于经济建设、教育水平和社会文化等发展上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学校心理工作者在角色定位、

工作范畴、教学培养、资格认证等多个维度上皆存在差异。在美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专职为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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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员被称为学校心理学家（School Psychologist），学校心理学（School Psychology）

则是专门培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人才，并为其工作提供心理学依据的学科，与临床、咨询、工业心

理学并列美国最具执业资格的四大职业心理学之一［5，6］。1969 年，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y，NASP）成立，并开始统合全美的学校心理服务工作，致力于提高学校

心理学家的职业标准，支持学校心理学家开展各项心理健康研究与服务工作［5，7］。1985 年，NASP 根据

自身的标准，对学校心理学家的作用进行了描述：“学校心理学家是受过专门培训的职业工作者，他们

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教育者、家长及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协调行动，共同为学生

创造安全、健康、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环境”［8］。为了加强学校心理学家队伍的规范性和培养，NASP 制

定了一系列的行业标准和培训要求，并结合实践情况定期修订，目前已经发展的臻于完善［9］。其中，

NASP 在 2000 年出版的《学校心理学培训和实习项目的标准》中明确对学校心理学家的相关培训项目提

出了课程要求，共含有以下 10 个领域：1. 基于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决策评估（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 

and Accountability）；2. 咨询与合作（Consultation and Collaboration）；3. 学术技能和教学支持（Interventions 

and Instructional Support to Develop Academic Skills）；4. 培养社会和生活技能的干预措施和心理健康服

务（Interventions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Develop Social and Life Skills）；5. 全校性的实践（School-

wide Practices to Promote Learning）；6. 危机预防和心理健康（Preventive and Responsive Services）；7. 家

校联合服务（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Services）；8. 发展和学习的多样化（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9. 研究和项目评估（Research and Program Evaluation）；10. 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Legal，

Ethical，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NASP，2010b）。

我国大陆地区，提供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主体主要为学校心理教师，台湾地区则由专任辅导教师（School 

Counseling-teachers，简称：专辅教师）负责。各地对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称呼虽然不同，但在工作

目的和大方向上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10］。由于美国在学校心理健康服务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与影响力，当前

该职业的称呼有着向“学校心理学家”统一的趋势［11］。多位研究者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学校心理服务工作存

在起步晚、发展慢、地区差异大、服务人员稀缺且资质不足、缺乏官方的认证体系等问题［5，12，13］。其中，

最急需解决的就是服务团队资质不足的问题。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不仅是令

其作用得到发挥的根本基础，也是保护服务对象免受不必要伤害的重要保障［14］。但国内外目前尚无针对

学校心理学家工作能力需求与实际教学培养之间差距的调查问卷，因此本研究拟编制适用于了解大陆地区

学校心理教师的工作现状与职前教学培养之间的差异为工具，并进行分析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中小学心理老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向江苏省的中小学心理

老师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 103 份，在剔除漏填、乱答等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00 份。其中小学

学校心理老师 62 人，中学学校心理老师 38 人，具有心理学相关学习背景的 60 人。

2.2  问卷的编制

2.2.1  项目维度

参考相关文献对学校心理学家工作能力要求进行分析归纳，最终以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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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员教育培训所要求的 10 个课程领域为模板，确定问卷的项目维度，分别为：“基于数据进行合

理性的决策评估”“咨询与合作”“学术技能和教学支持”“培养社会和生活技能的干预措施和心理健

康服务”“全校性的实践”“危机预防和心理健康”“家校联合服务”“发展和学习的多样化”“研究

和项目评估”“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并依次编制各维度项目。

通过梳理对比有关学校心理老师专业能力培养的相关文献，并查找了内地 20 多所高校心理学专业（本

硕）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取其中所设置的专业课程，并根据各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进行归纳，将出现较

多的课程提取出来。另外，通过对三位心理专业的中小学心理老师的访谈，并将相关文献与访谈所得的

工作现状进行整合后，编制一份探究心理教师职业现况与职前专业能力培养差异的问卷。问卷内容项目

采用 Likert 的 5 点计分（1 ～ 5 分），评定个体对题项的同意情况，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说明该维度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在学校心理教师实际工作中运用频率越高。

2.2.2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内部一致

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析。

3  分析

3.1  问卷信效度分析

3.1.1  项目分析

本研究采用题总相关法来进行项目分析，具体步骤是，求出每个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将相关不显着

的题项和相关系数低于 0.3 的题项删除。按照这个标准，发现所有项目都符合要求。

3.1.2  效度

3.1.2.1 内容效度

问卷编制前，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关于心理教师职业现状与培养的研究，问卷编制过程中，参考我

国高校中开设心理专业课程的课程大纲，确保问卷答案的全面性，完成问卷编制后，邀请三位专家给予

反馈和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删去或修订被评定为不好的题项，从而保证题目反映的

是心理教师职业现状与专业培养的内容。通过以上措施保证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3.1.2.2 结构效度

本研究的研究效度采用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作为检验结构效度的指标。在一个问卷内，维度之间的相

关不应该太高，相关太高可能说明维度间交叉较多，一个结构良好的量表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应该保持在

0.1 ～ 0.6 之间为佳［16］。问卷中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在 0.29 ～ 0.61 之间。表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1.3  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s ɑ 系数、分半信度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ɑ 系数检验发现，总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7 以上；总问卷的分半信度为 0.74，各

维度的分半信度均在 0.7 以上，表示问卷信度良好，项目不需要修订，本问卷的信度指标符合测量学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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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结果分析

3.2.1  心理教师职前本位专业培育的基本状况

调查问卷的基础信息部分以心理教师专业学历背景、任职途径、任职学校类型、岗前培训情况、工

作范畴等方面开展调查。100 位有效答卷人中本科学历共计 81 人，硕士及以上共计 16 人，高中学历 3 人；

其中心理辅导咨询相关科系共计 60 人，教育相关科系共计 31 人，加修二学历及其他共计 9 人。关于任

职途径，通过心理教师在编考试入职的人数共计为 36，任课教师兼任人数为 35，校外咨询师兼任人数

为 23，专职心理教师与兼任心理教师人数占比分别为 36% 和 58%，此外，还有 6 人为任课教师专任心

理教师，并未系统学习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答卷人中在小学任职的人数占比为 62%，在中学任职的人

数占比为 38%，其中共计 30 人未经过岗前实习，44 人经历过 3 个月以内的实习，26 人经过 4 个月以上

的实习培训。工作期间兼任其他教学工作的心理教师共计 47 人，兼任行政工作的人数为 36 人，研究发

现心理教师在本职工作外需要额外进行其他教学和行政相关工作。

目前中小学心理教师职业现状来看，调查结果（图 1）显示：入职前系统学习过数据评估相关课程

的心理教师占比为 83%，其中包括心理测量与评估课程、认知测量相关课程、行为测评相关课程等；修

读过咨询与合作相关课程的心理教师占比为 76%，包括咨询技能的相关培训、教师咨询与合作等；绝大

部分心理教师学习过学术技能和教学支持课程，即心理学基础课程，占比为 90%。学习过社会和生活

技能培养和心理健康服务相关课程的心理老师占比 79%；全校性实践课程占比为 59%，而仅有 34% 的

心理教师学习过发展中的多样性课程，且已修过危机预防和课程响应课程的心理教师也较少，占比为

39%；此外，心理教师针对家校联合服务课程（仅 23%）的相关知识储备不足。研究和项目评估课程占

比 81%，包括心理统计学、研究方法、方案设计与评估等相关课程；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课程占比

为 78%，包括学校心理学导论、心理咨询伦理等课程。

图 1  心理教师职前已修专业课程统计图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psychology teachers’ preservice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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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心理教师在入职前较为系统学习过学术技能和教学支持课程、数据评估课程、研究和项

目评估课程、社会和生活技能培养和心理健康服务课程、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课程以及咨询与合作

课程（按占比从高到低排列），而针对全校性实践课程、危机预防和课程响应课程、家校联合服务课程

以及发展中的多样性课程等，皆存在专业课程培养不足和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

3.2.2  心理教师工作中专业能力运用的实际需求

3.2.2.1 心理教师工作中实际应用的专业能力

分析结果显示，100 位心理教师在 10 个维度的量表题的平均分为 4.05（满分 5 分），各维度的平均

分都超过 3.8 分。由此可见，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SP）所要求的课程模式经过本土化，同样适用

于当前我国学校心理学家的培养，该模式所提供的 10 个培训领域对我国学校心理教师在实际工作中相

应专业知识技能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量表题选项分布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

维度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 平均数
基于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决策评估 1% 5% 17% 59% 18% 3.88

咨询与合作 1% 0 8% 64% 27% 4.16
培养学术技能的干预和教学支持课程 1% 1% 9% 70% 19% 4.05

培养社会化和生活技能的发展 1% 2% 7% 67% 23% 4.09
发展和学习的多样化 1% 1% 13% 61% 24% 4.06

全校性的实践课程 1% 4% 14% 60% 21% 3.96
预防、危机预防和心理健康 1% 1% 13% 57% 28% 4.1

家校联合服务 2% 1% 6% 62% 29% 4.15
研究和项目评估 2% 3% 7% 70% 18% 3.99

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 15% 0 10% 67% 22% 4.09

3.2.2.2 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培养与实务工作间的差异

对心理教师实际工作中所要用到的专业技能与在学期间所接受过的培养情况进行调查比对，其数据

结果如表 2 所示：73% 的心理教师学过心理测量与评估课程，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到相关知识；41%

的心理教师在学期间未学过行为测评相关课程，但在工作中需要该门课程涉及的知识；六成以上的心理

教师选择需要补充关于班级与课堂管理、家长咨询与合作、教师咨询与合作方面的知识技能；42% 的心

理教师认为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技能是日常工作中需要具备的，剩余 58% 的心理教师则认为没有必要掌

握这门课程，表明学习心理学相关知识在各地实践中的需求不平均；34% 的心理教师在日常工作中需要

使用课程设计方面的知识，但在学期间未曾修习过相关课程；32% 的心理教师在学期间未学过生命教育

相关知识，但在工作中涉及了相关的知识领域；54% 的心理教师在实际工作中用到了学习差异相关课程

方面的知识技能，但这其中仅有 16% 的心理教师曾修习过这方面的课程；近八成的心理教师认为危机预

防与性别教育在工作中是重要的，但其中近 70% 都不曾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大多数心理教师曾修习过心

理统计、实验心理学等研究和项目评估相关课程，并且认为这类课程知识在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37%

的心理教师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是需要专业督导的，但是未曾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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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期间与工作间对比情况（N=100）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school and work (N=100)

维度
学期间是否学习——工作间是否需要

是—是 是—否 否—否 否—是
基于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决策评估

心理测量与评估课程 73 12 9 6
认知测量相关课程 46 13 37 4
行为测评相关课程 9 35 15 41
学业评估相关课程 15 22 44 19

临床心理评估相关课程 23 12 58 7
咨询与合作

班级与课堂管理 27 9 9 55
家长咨询与合作 36 9 19 36
教师咨询与合作 35 6 28 31

社区网络合作 7 13 74 6
培养学术技能的干预和教学支持课程

认知心理学相关课程 59 19 15 7
发展心理学相关课程 72 8 14 6
教育心理学相关课程 83 10 6 1
学习心理学相关课程 31 13 45 11

课程设计相关课程 11 36 19 34
社会心理学相关课程 31 34 33 2

培养社会化和生活技能的发展
个案技巧相关课程 68 4 14 14
团体辅导相关课程 77 7 7 9

职业生涯教育 43 18 33 6
生命教育 11 38 19 32

发展和学习的多样化
变态心理学相关课程 46 24 27 3

特殊教育相关课程 26 6 53 15
学习差异相关课程 16 24 22 38
情绪障碍相关课程 39 12 24 25
智能障碍相关课程 21 10 60 9
身心障碍相关课程 6 28 45 21
全校性的实践课程

组织管理心理学相关课程 42 9 29 20
心理健康教育技巧相关课程 61 8 9 22

危机预防和心理健康
危机预防相关课程 25 15 6 54
性别教育相关课程 21 13 19 47

灾害心理与咨询相关课程 27 17 39 17
家校联合服务

家庭教育相关课程 32 3 5 60
家庭治疗与干预相关课程 22 11 28 39

研究和项目评估
心理统计学相关课程 71 13 10 6
实验心理学相关课程 53 24 17 6

研究方法相关课程 42 17 35 6
方案设计与评估相关课程 36 7 45 12
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
学校心理学导论相关课程 64 13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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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学期间是否学习——工作间是否需要

是—是 是—否 否—否 否—是
心理咨询伦理相关课程 67 8 14 11

专业督导相关课程 12 30 21 37
实践课程 11 13 43 33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2.3 心理教师工作中所需的专业能力培养

根据心理教师实务工作中专业能力培养的需求，对欠缺的相关课程进行调查，结果（图2、图3、图4）显示：

在基于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决策评估这一维度中，心理测量与评估课程的需求较高，70% 以上的心理老师报告

学习过该相关课程并在工作中的使用度非常高；在咨询与合作这一维度中，家长咨询与合作相关课程的开设

被认为是重要的，选择占比为 82%，此外，教师们对班级与课堂管理相关课程的需求为 58%，是该维度中第

二大需求课程；在培养学术技能的干预和教学支持课程这一维度中，发展心理学的相关课程占比为 54%，半

数以上心理教师认为实际工作中需要相关专业知识技能进行辅助工作；在培养社会化和生活技能的发展这一

维度中，对个案技巧和团体辅导相关课程的开设需求超过 60%，其中个案技巧的专业技能提升更为重要；在

发展和学习的多样化这一维度中，情绪障碍相关课程的需求较高，占比为 53%；全校性的实践课程和预防、

危机预防和心理健康，家校联合服务这三个维度相较其他维度的专业能力培养需求更为急迫。在这些维度中，

组织管理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技巧相关课程占比均在 80% 以上，危机预防相关课程占比为 84%，位列第

二的需求课程是性别教育相关课程，占比为 66%。大部分心理教师认为家庭教育相关课程以及家庭治疗与干

预相关课程的开设十分重要，其占比均超过 90%；在研究和项目评估这一维度中，心理统计学相关课程位列

第一，占比为 66%；在学校心理学的实践与发展这一维度中，学校心理学导论与心理咨询伦理等相关课程占

比超过 55%，相应课程的开设对心理教师工作的专业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意义。

图 2  心理教师工作中所需专业课程统计图（N=100）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required by psychology teacher (N=1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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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心理教师工作中所需专业课程统计图（N=100）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required by psychology teacher (N=100)

图 4  心理教师工作中所需专业课程统计图（N=100）

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required by psychology teacher (N=100)

4  研究结论

4.1  讨论

研究发现，学校心理教师现实工作中的职业需要和职前教育培养之间存在较大落差。数据显示，基

于数据的评估在实际心理服务中的需求不容小觑，虽然大多数心理老师表示在学期间已经学习过心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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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关课程，但这其中大都以基础课程为主，少有老师修习过如认知测评、行为测评等相对精深的专项

测量课程，而这些课程所训练的专业能力都是心理教育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旦缺失，将使心理教师对

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预见性，也就无法做到及时干预，进而将大大影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展开［5］。

从对于提高所欠缺工作能力的急迫度来看，大部分心理教师希望尽快开设危机预防、性别教育和生命

教育相关课程。青少年作为介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边缘人”，身心发展都处于尚未成熟的过渡阶段，极

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做出过激反应［6］。正因如此，对心理教师关于危机处理、干预能力的要求就显得尤

为之高。据课纲统计，目前甚少有高校在本科期间面向心理或教育相关科系开设上述三门课程，而以往的

调查表明，我国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度较低，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团队中，正规高校的心理或教育相关科

系毕业的毕业生占比较少，也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的心理教师都面临着此项专业能力缺乏的困境［17］。

此外，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心理教师对于与学生家庭合作的能力需求同样强烈。大量研究表明，

家庭教育的偏差是导致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18，19］。掌握家庭教育与干预的能力有助

于心理教师建立良好的家校联系，对由不当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预防与干预，从而保

障心理服务的有效进行。

在研究和项目评估这一维度的分析中，超过 70% 的学校心理服务者认可研究与项目相关的课程在

工作中的必要性。这与过往学者的观点相一致。陈立教授早在 1992 年谈及学校心理学专业培养时便提

到学校心理学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将实践能力作为重点，对科研能力的加强也不必可少。王宏方、刘育东［20］

结合美国经验的研究中也强调学校心理学家的培养模式应该将心理科学基础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学校心

理工作者应该扮演学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最后，近七成的心理教师在问卷的回答中强调专业督导的重要性，但仅有 45% 的老师接触过督导

课程。这与近年来诸多学者对我国中小学心理教师受督情况的调查结果相符。赵红［21］对安徽省三百多

名中小学心理教师督导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88% 的老师有较强的督导需求，但仅有 26.6% 的中小学心

理教师正在接受督导。专业督导是加强心理教师专业化的有效途径，督导课程的缺乏将使得心理老师面

临专业能力无法满足工作需求，想要寻求改变却又求路无门的困境。

4.2  结论与建议

透过文献分析、访谈分析与问卷调查分析，研究结论与建议如下。

4.2.1  教育行政部门

针对心理教师普遍专业化能力不足的现象，研究者建议我国可以参照美国经验，由上级教育领导部

门成立专门的责任机构管理学校心理服务工作与相关的人员培训，并出台明确的学校心理教师资格评定

标准，建立规范化的资格认证制度，为各层级的专业能力培养指明方向。

4.2.2  调整高校心理系部分专业培养课程

作为心理健康教师的主要培养途径，相关高校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对内积极了解中小学心理

工作的需求变化，适时地调整在校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对外密切关注中小学心理工作者的能力需要。据此，

可针对性的开设一些短期或长期的在职教师培训课程，强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业能力培养，并提

升高质量专业人才的输送。此外，建议高校开设“全校性实践”“家校联合服务” “发展中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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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危机预防与课程响应”等专业能力相关课程，以满足学校心理教师实际工作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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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of Pre-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he Needs of Ability of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s in Actual Work Situations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u Rong Chen Ying Li Yue Liang Yifan Bao Fangfang Cai Yixiu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Abstract: In order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and the needs of ability 
of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s, and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course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sychology teachers by 
using the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The psychological training of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s is short of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which are “School-Wide Practices”,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Services”, “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and “Preventive and Responsive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offer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s in their actual work.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 courses; Needs of specialty ablility; School psychology teac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