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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现状的

调 查 与 思 考

张丽丹　陈颖莹

摘　要：教学秘书是连接学校教务处与各二级学院 （教学部）工作的桥梁和纽带，做好教学秘书工作

与保障高校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息息相关。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现状进

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高校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正常，但需要关注躯体化等个别指标；高校教学秘

书工作满意度总体正常，但工作压力感过大；高校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与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但尚未

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高校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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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教师人

数增多，教学秘书工作量也相应大大增加。为了避免出

现教学事故，他们只好疲于应付各项工作，有的二级学

院即使有上百名教师和上千名学生，也仅仅只有一二名

教学秘书，使大部分教学秘书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

学习和业务研究，致使个人管理水平难以得到提高。此

外，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升级，出现了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学校有关部门缺乏针对教学秘书管理和考

核的相关制度，没有对教学秘书工作范围出台相关的配

套管理细则，实际工作中造成教学秘书无所适从。特别

是实行学分制管理后，教学管理有了极强的动态性，选

课制和弹性学制的实施，学生从注册、选课、上课到考

试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教学秘书的工作任务因此

更加繁重，原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难以适应新的教学管

理体制。

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工作积

极性的发挥和工作绩效的提高。尽管有关工作满意度和

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但以高校教学秘书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很少。教学秘书在学院的地位、工作职责、工作范

围决定了他 （她）们容易出现焦虑、自卑、嫉妒等不

健康的心理，这些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常渠道的疏

解，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将会影响各方面工作的有

效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高校教学秘书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

卷３３份，回收有效问卷 ３３份。其中，男性 ８人 （

２４２％），女 性 ２５人 （７５８％） ；研 究 生 １２人
（３６４％），本科２０人 （６０６％），专科１人 （３０％）；

已婚１８人 （５４５％），未婚 １５人 （４５５％）；副科以

下 ２３人 （６９７％），副科 ８人 （２４２％），正科 ２人

（６１％）；高级职称 １人 （３０％），中级职称 １１人
（３３３％），初级职称 １７人 （５１５％），无职称 ４人

（１２１％）；工作年限在 ２年以下的有 ７人 （２１２％），

２—５年 的 有 ７人 （２１２％），５—８年 的 有 １２人
（３６４％），８年以上的有７人 （２１２％）。

（二）研究工具

１工作满意度问卷

卢嘉等人研制的工作满意度量表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度。［１］本研究在该量表基础上，结合高校

教学秘书工作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修订，修订后

的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测量包括４５个项目，预测
结果显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２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
本研究以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

ＳＣＬ－９０）为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工具。Ｓ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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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共有９０个项目，描述了反映心理健康状况的９组
症状群：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每个项目的判定采

用李克特５级评分，即０分表示 “从无”（自觉没有症

状）；２分表示 “轻度” （自觉有点症状）；３分表示
“中度” （自觉有症状）；４分表示 “偏重” （常有症

状）；５分表示 “极重”（症状十分严重）。以往大量研

究表明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

对全部问卷质量进行审核，并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的基本状况

从工作满意度问卷 （见附录）４５个项目的得分情
况看，平均分超过４分 （总分５分）的有５项，超过３
分的有３２项。总的来说，高校教学秘书对共事的同事
普遍感到满意，相互合作比较愉快。与此同时，他们普

遍感到工作压力较大。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教学秘书的工作满

意度得分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Ｍ、ＳＤ）

性　　别 婚姻状况

男 女 ｔ 已婚 未婚 ｔ

工作满意度 Ｍ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４６６８７ １５７４ １４８０６７ １４８１２０ ００１６

ＳＤ １０６７７ ８５７７ １０４７１ ８５１８

表２　不同工作年限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Ｍ、ＳＤ）

２年及以下 ２—５年 ５—８年 ８年以上 Ｆ

工作满意度 Ｍ １４９４２７ １４４７１４ １４９５１０ １４７７２１ ０４２８

ＳＤ ７５６９ ８９２０ １００１１ １１０１０

　　由表１可知，男性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 （Ｍ ＝

１５２５００）与女性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 （Ｍ ＝

１４６６８７）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ｔ（３１） ＝１５７４，ｐ＞

００５；已婚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 （Ｍ ＝１４８０６７）与

未婚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 （Ｍ ＝１４８１２０）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ｔ（３１）＝００１６，ｐ＞００５。由表２可知，不

同工作年限的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也没有显著差异，

Ｆ（３，２９）＝０４２８，ｐ＞００５。

（二）高校教学秘书的心理健康状况

１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阳性均分以及阳性项目

数的比较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的教学秘书

的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阳性均分以及阳性项目数的

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Ｍ±ＳＤ）

性　　别 婚姻状况

男 女 ｔ 已婚 未婚 ｔ

总均分 ０６６３±０３２８ １０３１±０９３６ ０２８８ ０９８８±０９２６ ０８８６±０７５５ ０７３２

阳性均分 １３９５±０３７５ １６７９±０７４２ ０３０９ １６２７±０７３３ １５９０±０６３１ ０７３４

阳性 ４２５００±２０１７１ ４９０００±２２６９９ ０４７６ ４８５００±２３６５３ ４６１３３±２０５５３０７６４

项目数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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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工作年限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Ｍ±ＳＤ）

２年及以下 ２—５年 ５—８年 ８年以上 Ｆ

总均分 ０７５２±０２８８ ０５６０±０３９１ １４１３±１１８５ ０７０４±０４８６ ０１００

阳性均分 １４３０±０４５４ １２７３±０４０５ １９３６±０８８３ １５７０±０５１９ ０１７０

阳性项目数 ４７４２９±１４１６４ ３７８５７±２１５２０ ５６５８３±２４５４５ ４１２８５±２２１７１ ０２７４

　　由表１可知，男性教学秘书的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阳

性均分和阳性项目数与女性教学秘书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已婚教学秘书的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阳性

均分和阳性项目数与未婚教学秘书均没有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同样，工作年限对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阳性均

分和阳性项目数也没有影响 （ｐ＞００５）。以上结果表

明，不同性别、婚姻状况以及不同工作年限的教学秘

书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２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教学秘书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的平均数和标准

差与全国常模 （ｎ＝７８１）的比较见表５。

表５　各因子分与常模的比较 （Ｍ±ＳＤ）

因　　子 教学秘书 全国常模 ｔ

躯体化 １０４０±０９４０ １３４±０４５ １８３０

强迫症状 １３３９±０８３１ １６９±０６１ ２４２３
人际敏感 ０８９６±０８４０ １７６±０６７ ５９０９
抑　郁 ０９９８±０９２４ １５７±０６１ ３５５７
焦　虑 ０９３９±０９０９ １４２±０４３ ３０３６
敌　对 ０９８５±０９８３ １５０±０５７ ３０１１
恐　怖 ０６２３±０８９８ １３３±０４７ ４５１８
偏　执 ０８０３±０９２１ １５２±０６０ ４４７３
精神病性 ０６６０±０７４３ １３６±０４７ ５４１４

　　注：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０１。
　　由表５可知，除躯体化以外，其它８项因子分均显

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由此表明该校教学秘书的心理

健康明显好于全国水平。同时，由表５可知，强迫症状

（Ｍ＝１３３９）、躯体化 （Ｍ ＝１０４０）、抑郁 （Ｍ ＝

０９９８）、敌对 （Ｍ ＝０９８５）和焦虑 （Ｍ ＝０９３９）５

个因子分相对于其他因子分较高。

（三）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与 ＳＣＬ－９０各项指标

的相关见表６。

表６　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与ＳＣＬ－９０各项指标的相关

总均分
阳性

均分

阳性

项目数
躯体化

强迫

症状

人际关

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满意度 －００５２－０００１－０１２７－００７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９－００７７－００４９－００５５－００３６－００６３００３０

　　由表６可知，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与 ＳＣＬ－
９０各项指标虽呈负相关，但相关不显著 （ｐ＞００５），
该结果表明，高校教学秘书的心理健康水平除了受到

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讨　　论

（一）高校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正常，但需

要关注躯体化等个别指标

由表５可知，该校教学秘书的心理健康总体正常，
尽管从访谈中获悉，该群体存在一定的焦虑、强迫症状

等问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躯体化指标，调查结果

表明，该指标是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中得分最高的，也就
是说最应引起重视的。我们知道，身体疾病可引起心理

的反应，心理疾病也可以引起身体的反应，二者是相互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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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有一些躯体症状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它们

主要由心理情绪问题引起，或者说心理情绪问题用躯

体症状来表达，这就是所谓躯体化的问题。在既有研

究中，学者们已经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躯体化的

表达频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人在心理出现问

题时，更习惯向医生或朋友陈述身体上的各种症状，

并希望医生或朋友帮助其去除这些症状。在教学秘书

常常自述躯体症状时，应在及时排除器质问题的同时，

部门领导应给予适当关心，教学秘书本人也应及时调

整工作状态，必要时进行适当的休息放松。

（二）高校教学秘书工作满意度总体正常，但工作

压力感过大

从工作满意度问卷４５个项目的得分情况看，平均
分超过４分 （总分５分）的有５项。具体分析可知，从
积极的方面看，教学秘书对共事的同事普遍感到满意，

相互合作比较愉快。从消极的方面看，他们普遍感到

工作压力较大，学校对学历的要求也让他们颇有压力。

此外，超过３分的有３１项。从结果分析可知，二级学
院 （部门）领导能够及时地与教学秘书进行沟通并征

询、采纳其意见；学校对教学秘书工作绩效的考评相

对客观公正，根据工作中的表现给予适当的鼓励；学

校的规章制度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与此同时，由

于事务繁多，以及同事的期望过高，感觉自己没有得

到足够的授权以致无法履行指定的职责，无法满足不

同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等原因，教学秘书普遍感

到工作疲于应付，甚至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此外，教

学秘书大多认为申请不到科研课题，难以获得升迁和

提高的机会，因而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和奋斗目标不明

确，甚至说如果能重新选择，就不会干这一行了。

（三）高校教学秘书心理健康水平与工作满意度呈

负相关，但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高校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与

ＳＣＬ－９０各项指标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尽管相关程度尚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表明高校教学秘书的
心理健康水平除了受到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外，还受

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几点建议

（一）从观念和制度上重视教学秘书队伍建设

任何决策或行为的改变本质上取决于背后的理念。

要把教学秘书队伍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以及能建

设成什么样的队伍，首先要取决于学校具有什么样的

理念和重视的程度，这样才能把握教学秘书队伍建设

方向，才能最终把教学秘书队伍建设成为一支优秀的

教辅团队。对工作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业绩突出

者，在职称评审时可优先考虑；对管理能力突出者提供

晋升机会，增强其工作的成就感。此外，可建立教学秘

书岗位最长年限制。学校应从人性化、科学化管理角

度，给在教学秘书岗位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一些

优惠政策，如在学校内部可以优先安置新的岗位等，解

决教学秘书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工作起来更加有动力。

（二）关注教学秘书的心理健康

教学秘书在学院的地位、工作职责、工作范围决定

了他 （她）们容易出现焦虑、自卑、嫉妒等不健康的

心理，这些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常渠道的疏解，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将会影响各方面工作的有效展

开。因而要重视教学秘书的心理健康问题，可通过相关

培训，让教学秘书懂得如何正确的心理保健，预防心理

疾病。教学秘书自身也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和

教育学的知识，进行自我调节，找到合适的宣泄途径。

（三）对教学秘书的工作满意度予以动态的分析和

关注

国外对工作满意度的监测已成为常规性的工作，它

是组织管理的一面镜子，如果在高校管理中，通过对管

理人员和教师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分析，明确影响其工

作满意度的因素，发现不足，对症下药，这对于提高管

理水平，调动教学秘书的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布吕热曼等人 （１９７５）曾提出全新的工作满意度动态
分析的观点，将工作满意度解释为个体与工作环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２］基于此，我们应区分进行秘书积极的

工作满意度、固定的工作满意度、屈从的工作满意度、

固定的工作不满以及建设性的对工作的不满意，从而

采取相应的管理对策，达到提高整体工作满意度进而

提升工作绩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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