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年
!

月
+%,-./&%01234,/.(%-5/&6.278-92:

;

!

1%32/&1328.389<=2:2%.

"

>/-34

#

#)*)

四川地震灾后阿坝州
中小学教师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游永恒*

&张
!

皓*

&刘
!

晓#

!

*I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成都
?*))?@

+

#I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成都都江堰
?**@!)

"

!!

摘要!课题组使用事件影响量表%

Q1<Cb

&和有关内疚#压抑#失望#社会支持#无生命意义感#无信心感的六个附
加题对四川

D

3

*#

地震极重灾区阿坝州的
*@*

名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

*

&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症状的人群为
"'EJ

$%

#

&女性教师的事件影响量表的平均分高于男性教师$%

!

&不
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在

P̂ 1A

症状上差异不显著%都大于
)')D

&$%

H

&常常出现内疚#压抑#失望#无生命意义感的教
师受到地震的影响和冲击明显高于没有或很少出现这些感受的教师$%

D

&社会支持的程度不影响地震对教师的影
响和冲击程度$%

?

&无论感受到地震的影响和冲击有多大"大多数教师在现阶段对未来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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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四川汶川

D

-

*#

大地震给人的心理带来强烈和
显著的影响#特别是身临其境的受灾者#当灾难过
后#强烈的惊吓和悲恸刺激会使其中一部分人处于
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造成地震后的心理创伤$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干预课题组于汶川大地震后
三个月!

@

月
#)G#@

日"对阿坝州重灾区和极重灾
区的

*@*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心理创伤的评估测
验$这一时间段恰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的一个
相对高发时期#因此这一时间段的样本收集和研究
分析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创伤后应激障碍!

T

%9::-/,5/:239:-899=29%-C

=8-

#

P̂ 1A

"#是指个体遭遇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
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的精神

障碍(

*

)

EDG*)*

$

P̂ 1A

最初仅被认为是由战争经历引起的#现
在已扩展为包括地震*火灾*暴力袭击*强奸*虐待*

绑架*重大交通事故等自然灾害和生活事件在内的
一切可引起严重精神创伤的事件所引发的精神障
碍(

#

)

$

P̂ 1A

的症状主要有,!

*

"反复重现创伤性的体
验#患者不愿意但却不自觉地反复回忆当时的痛苦
体验#形成创伤事件重演的生动体验#如&闪回'

!

0&/94O/3M

"+!

#

"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活动#不能
回忆创伤性体验的某一重要方面#此外患者还会产
生一系列的退缩症状#如与人疏远*与亲人的感情变
得淡漠*对未来失去希望*不想工作*觉得活着没有
意义等+!

!

"持续的警觉性增高#常伴有神经兴奋*对

#D



细小的事情过分敏感*注意力集中困难*失眠或易惊
醒*激惹性增高*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表现#长时
间的症状可能引起人格改变$

国内外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的历史并不
长#直到

*E@)

年美国的疾病与统计分类手册才把创
伤后应激障碍正式列为焦虑症中的一个类型(

!

)

*?H

$

二
!

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研究中#课题组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
问卷

*?H

份#其中男教师
*H?

人!

@E')J

"#女教师
*@

人!

**')J

"+教师年龄在
!D

岁以下的有
""

人
!

H"')J

"#

!D

岁至
D)

岁的有
@H

人!

D*'#J

"#

D)

岁
以上的有

!

人!

*'@J

"$参见表
*

$

表
*I

被试情况一览表
性别 年龄 总计

男 女
!D

岁以下
!DGD)

岁
D)

岁以上
*H? *@ "" @H !

*?H

!!

!二"工具
*I

事件影响量表!

Q1<Cb

"

事件影响量表是一个对被试的特殊生活事件中
的灾难性体验进行测量和评估的自陈式问卷#用来
测定过去七天里个体的

P̂ 1A

症状水平#该量表也
可以用于测量在治疗过程中来访者获得改善和进步
的情况!

%̀-%K2:U

#

8:/&*E"E

+

S%-3%-/.d [29348-

#

*EEH

"$这次使用的量表由
Z8299

和
>/-5/-

于
*EE"

年修订而成$该量表共
##

个题目#分为侵袭
性症状*回避症状*高唤醒症状三个分量表$量表采
用

D

点记分#总分
EG#D

分为轻度影响#

#?GH!

分
为中度影响#

HH

分及以上为重度影响$从量表的效
度来看,高唤醒分量表对创伤有着较高的预测效度
!

F-28-8

#

*EE"

"#侵袭性症状分量表和回避症状分量
表可以预测来访者的改变和对创伤事件反应的严重
程度!

Z8299/.= >/-5/-

#

*EE"

+

%̀-%K2:U8:/&

#

*E"E

"$

Z8299/.=>/-5/-

!

*EE"

"报告三个分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很高!

:

系数从
)'@"

到
)'E#

"

(

H

)

$

本研究测定的三个分量表的
:

系数分别为,

)I@#

*

)I@*

*

)I@#

$

#I

附加问题及开放式问题
为了使调查与更广泛的生活事件相联系#以便

对地震后心理创伤做出更有实践意义的分析#课题
组专门设计了相关的附加问题和开放式回答的问

题$量表的
?

个附加题分别测试教师在事件中感到
内疚的程度*心情压抑的程度*对人的表现失望的程
度*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的程度*感到生命没意义的程
度及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程度$开放式问题共

!

题#

分别是,地震中你最大的丧失是什么1 你对未来最
大的期待是什么1 写下你最想说的几句话$

!三"数据处理
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1P11*D')

进行处理#主要
运用独立样本̂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三
!

研究结果
!一"事件影响量表结果
*I

事件影响量表总体基本统计结果
由表

#

统计表明#

*?H

名教师的事件影响量表
的平均分为

#H'H@

#标准差为
*#'E)

#教师的事件冲
击量表得分从总体上看属轻度到中度创伤$

表
#I

事件影响量表得分描述统计结果
总数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数标准差

事件影响量表得分
*?H )'*) DH')) #H'H@ *#'E)

!!

在调查的样本人群中#受到轻度影响的教师有
E)

人#占总人数的
DH'EJ

#受中度影响的教师有
?*

人#占总人数的
!"'#J

#而占总人数
"'EJ

的
*!

名
教师则受到了重度影响#如表

!

所示$

表
!I

事件影响量表影响程度分类统计结果
轻度人群 中度人群 重度人群

人数
E) ?* *!

百分数
DH'E !"'# "'E

!!

#I

不同性别教师的创伤情况分析
表

HI

不同性别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得分情况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男

*H? #!'E" *#'@#

女
*@ #@'?* *!'#H

!!

对不同性别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上的得分进行
比较分析发现#男女教师的平均得分有差异#表现为
女教师略高于男教师$

!I

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师的创伤情况分析
表

DI

不同年龄阶段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得分情况
年龄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D

岁以下
"" #H')* *#'""

!DGD)

岁
@H #H'"# *!'##

D)

岁以上
! #E'?"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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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H #H'H@ *#'E)

!!

对不同年龄阶段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上的得分
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个年龄阶段教师的得分没有
显著差异!

T$

)')D

"$

!二"附加题调查的统计描述
将附加题的程度做两类区分,没有或很少出现#

常常出现!包括有时出现*常常出现和总是出现"$

将这两类样本在事件冲击量表中的得分做独立样本
的̂检验$

*I

附加题
*

,&因为那件事中的遗憾#我感到内
疚'的得分情况及内疚的程度在事件影响量表中得
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

*表
"

$

表
?I

附加题
*

$因为那件事中的遗憾(

我感到内疚%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D"'! #)'" *D'E H'E *'#

表
"I

内疚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 ##'#" *#'?D GH'@*

﹡﹡
'))

常常出现
!? !#'!? *)'?H

!!

注,﹡﹡
P

%

)')*

如表
"

检验结果所示#没有或很少出现内疚的
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得分平均分为

##'#"

#而常
常出现内疚的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得分平均分则
为

!#'!?

#两者的差异极其显著!

P

%

)')*

"$由此可
知#常常出现内疚的教师受到地震带来的影响和冲
击显著高于那些没有或很少出现内疚的教师#受到
地震影响和冲击大的教师更易产生内疚感$

#I

附加题
#

,&我经常感到心情压抑#没有快乐
感'的得分情况及不同压抑程度在事件冲击量表中
得分的独立样本的̂检验结果如表

@

*表
E

$

表
@I

附加题
#

$我经常感到心情压抑(

没有快乐感%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H"'? #D') *E'D D'D #'H

表
EI

压抑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E #)'DD **'"" G"'E?

﹡﹡
'))

常常出现
HD !H'@" E'?D

!!

注,﹡﹡
P

%

)')*

表
E

的检验结果表明#有
HD

名教师常常感到心
情压抑#他们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得分的平均分为
!H'@"

#这极其显著地高于
**E

名没有或很少感到压
抑的教师的得分!

P

%

)')*

"$这说明#常常出现压
抑感的教师受到地震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要显著高于
那些没有或很少出现压抑感的教师#在地震中受到
影响和冲击大的教师更易感到心情压抑#没有快乐
感$

!I

附加题
!

,&我对那件事情中人的表现感到失
望'的得分情况及不同失望程度在事件冲击量表中
得分的独立样本的̂检验结果如表

*)

*表
**

$

表
*)I

附加题
!

$我对那件事情中人的
表现感到失望%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H?'! #@'" *@'E !'* !')

表
**I

失望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 ##'#D *#'DE GH'*@

﹡﹡
'))

常常出现
H* !*'*" **'D?

!!

对不同失望程度的教师在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显示!见表

**

"#没有或很少出现失
望感的教师为

*#!

人#事件影响量表的平均分为
##'#D

#常常出现失望感的教师有
H*

人#事件影响量
表的平均分达到了

!*'*"

#极其显著地高于没有或
很少出现失望的教师的得分!

P

%

)')*

"$结果表
明#常常出现失望感的教师受到地震带来的影响和
冲击要显著高于那些没有或很少出现失望感的教
师#受到地震影响和冲击大的教师更易产生失望感$

HI

附加题
H

,&在那件事情中我感受到了很好的
社会支持'的得分情况及社会支持程度在事件影响
量表中得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

*表
*!

$

表
*#I

附加题
H

$在那件事情中我感受到
很好的社会支持%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H E'* ##') H)'# #?'!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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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社会支持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E *E'D! *)'@@ G#')?

﹡
')D

常常出现
*HD #D'*! *!')H

!!

由表
*!

所示#在地震后没有或很少感受到社会
支持的教师只有

*E

人#而常常感受到社会支持的教
师有

*HD

人#两者在事件冲击量表中的得分有显著
的差异$

DI

附加题
D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常感到生命没
意义'的得分情况及生命无意义感程度在事件影响量
表中得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H

*表
*D

$

表
*HI

附加题
D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常感到生命没意义%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D@'D ##') *H'? !'" *'#

表
*DI

无生命意义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 ##'D? *#'H* G!'"D

﹡﹡
'))

常常出现
!# !#'H* *!'"E

!!

结果分析如表
*D

所示#地震后没有或很少感到
生命没意义的教师有

*!#

人#常常感到生命没意义
的教师有

!#

人$常常感到生命没意义的教师在事
件影响量表中的平均分高达

!#'H*

#这极其显著地
高于没有或很少感到生命无意义的教师的得分!

P

%

)')*

"$这表明#在地震中受到巨大影响和冲击的
教师明显比那些受到影响和冲击较小的教师更容易
感到生命意义的丧失#产生生命无意义感$

?I

附加题
?

,&经历这件事后#我对未来已经没有
什么信心'的得分情况及无信心程度在事件影响量表
中得分的独立样本的̂检验结果如表

*?

*表
*"

$

表
*?I

附加题
?

$经历这件事后(我对未来已经
没有什么信心%的得分情况

一点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常常出现总是出现
百分数

?E'D #!'@ H'! #'H )')

表
*"I

无信心程度与事件影响量表得分的
独立样本̂检验分析表
人数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T

值

没有或很少出现
*D! #!'ED *#'@? G#'*# ')?

常常出现
** !*'@# **'"?

!!

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地震后没有或很少感到
无信心的教师有

*D!

人#常常感受到对未来丧失信
心的教师有

**

人#两者在事件冲击量表中的得分并
没有显著的差异!

P

$

)')D

"$结果表明#无论对未
来是否有信心#教师受到地震的影响和冲击没有显
著差异$可以发现#无论受到地震的影响和冲击程
度如何#在此阶段#大多数教师对未来都充满了信
心$

四
!

讨论
*I

调查表明#汶川大地震后#阿坝州中小学教
师在心理上受到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在三个多月后仍
然是比较严重的$具有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教师达到
"'E)J

#有部分症状的教师有
!"'#J

#基本没有症
状*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教师只有

DH'EJ

$灾后教
师的心理状态对灾后学生的心理康复有极大的影
响#教师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心理康复最重
要*最积极的资源$高度关注教师的心理康复#对这
一人群的心理创伤进行必要的干预#是灾后重建的
一项重要的任务$

#I

从统计数据看出#不同性别的教师虽然在
&事件冲击量表'的得分中有差异#女教师高于男教
师#但独立样本̂检验表明#不同性别的教师受到
地震冲击而导致的

P̂ 1A

症状特征并没有显著差
异!

P

值为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心
理辅导的过程中发现#在具有同等创伤反应的人群
中#女教师的求助愿望明显高于男教师#女教师情感
化特征明显#更喜欢通过交往*倾诉*向专家求助等
行为来使自己得到解脱#这就减少了她们的心理创
伤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相反#男教师较
少表达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不自觉地把求助行为
视为&软弱'的表现#是女性化的一种特征#创伤后他
们的求助行为明显少于女性#这样#他们在遭遇创伤
后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就比女教师大$

这是在应激性事件发生以后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
题$

!I

在研究中#为了更好地反映创伤同生活事件
以及当事人重要的心理感受之间的关系#我们对选
出的几个重要特征与事件冲击量表的得分各自作了
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内疚程度*对事件中

DD

游永恒
!

张
!

皓
!

刘
!

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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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失望程度*压抑程度*无生命意义的程度和对未
来无信心的程度得分高的教师#在

P̂ 1A

症状的表
现上得分也高#并且与这些指标得分低的教师相比#

两类人群在
P̂ 1A

症状上的差异显著$问题的复
杂性在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表现#既是相对独立的生
活事件和重要心理反应#有些在某种程度上又是
P̂ 1A

症状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但这一调查还让我
们注意到那些在地震后感到内疚*无助*压抑*无信
心*生命无意义的人受到的创伤更大#他们更可能成
为

P̂ 1A

症状的易感人群#需要在心理干预的过程
中予以特别的关注$

HI

调查发现#在地震后#无论感受到高社会支
持还是感受到低社会支持的人在创伤的反应上均没
有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看起来出乎意料$根据大
多数人的观点#感受到良好社会支持的人#应该有较
轻的创伤反应+而感受到社会支持弱的人#更容易产
生无助感和愤怒感#并由此而体验到更多的创伤$

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结果不符合多数人的常识呢1 在
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次大地震中#人员集中*

相对富裕*丧失程度高的城区居民得到的社会支持
更强#按理讲这部分人由于&丧失'方面的原因受到
的创伤更重#但这些地方由于交通相对方便*人员集
中*得到的社会支持系统更为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
减弱了他们的创伤反应$而感受到社会支持系统较
弱的人群大都处在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丧失程
度较低#他们的社会期待也相对较低#这就使他们的
创伤反应相对较弱$这种此消彼涨的作用就使得两
类人群在创伤反应上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表
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并非没有意义$得到良好社会
支持的人群丧失更大#良好的社会支持其实减弱了

他们的创伤反应+同时#感受到社会支持弱的人群由
于社会期待和丧失程度相对较低#创伤反应并未因
此而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部分人的社会支持
不重要#他们的创伤反应未高于得到良好社会支持
的人群#这只是表明了他们的丧失程度相对较低#社
会支持系统对减弱他们的创伤反应同样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五
!

结论
*I

汶川大地震后#阿坝州的中小学教师出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些相关症状!是否诊断为医学
意义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应由专业医生作出判断"$

HD'*J

的教师受到了比较明显的事件冲击影响#这
部分教师处于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心理基本健康的
为

DH'EJ

$但是#阿坝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情
况好于全省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的整体情况!笔者
#))@

年
?

月
#D

日
G@

月
*)

日的调查表明#受重度
影响的有

*@'"J

#中度影响的有
H"'@J

(

D

)

"$

#I

灾区男女教师心理创伤的程度没有显著差
异#但是与女教师相比#男教师的心理问题更显得隐
蔽化#他们在遇到心理创伤时求助的动机更弱#因此
对男教师的心理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I

地震中重要的生活事件对创伤的体验有显
著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较少的由相关事件引起的
遗憾与内疚有助于积极应对创伤体验$

HI

研究结果显示#内疚*对他人失望*压抑*无
生命意义感和对未来无信心的得分较高的教师表现
出更多的

P̂ 1A

症状#但感觉到的社会支持程度高
低似与教师的

P̂ 1A

症状没有正相关#这提示出
P̂ 1A

与个人心理因素和创伤易感性有更多的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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