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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调查

向慧，张亚林，曹玉萍
(中南大学湘稚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11)

【摘要】 目的:了解国内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状况。方法:采用职业压力指标第二版(OSI-2)对110

名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低于国内的在职管理人员

(P<0.05);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压力源依次是工作负荷过重、人际关系、个人责任、工作琐事、单位组织气氛、

上级赏识、工作家庭平衡、管理角色;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工作年数越短，压力感受越强烈(F--1.838 , P<0.05 );无

转行倾向的从业者压力感受低于有转行倾向者(F--5.071,P<0.05)0结论: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较低，

个人背景差异(从业时间、有无转行倾向)影响从业者的压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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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tent of psychological therapists's occupational stress. Methods: 110 psycholog-

ical therapists were tested by OSI-2. Results: Psychological therapist had less occupational stress than those of other oc-

cupations in China (P<0.05) ; Stresses of psychological therapist were as follows: burden of work,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rivial matters of work, atmosphere of the organization, appreciation of the superior, balance be-

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role of administration. The longer an employer worked as a psychological therapist, the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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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stress he felt (F=1.838 , P<0.05 ). Those who had the tendency to

who don't (F--5.071, P<0.05 ).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therapists have less

background(time of work for psychological therapy, with or without tendency of

logical therap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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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压力在各行各业广泛存在，Smith曾指出在

英国大约有五百万的职工处于高职业压力中，职业

压力不仅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l]，而且对

于一些服务行业还会危害到服务对象的利益，特别

在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业，从业者使用的工具就是

咨询师或治疗师自己，一个不好的工具是无法让来

访者受益的。

    国外研究显示心理治疗和咨询服务职业是一个

高工作压力、高职业倦怠的职业[21。而且职业压力越

大，职业倦怠发生的可能性越大[3]，导致从业者心身

健康水平下降。但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业起步

时间不长，针对相关从业者工作压力感受的研究不

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我国心理治疗与咨

询从业人员目前的工作压力感受状况、主要的压力

源以及这种压力感受是否因从业人员个人背景的不

同而不同。

，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长沙、武汉、贵阳、

新乡等地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工作人员123名作

为研究对象，去除填答不完整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

卷110份，回收率为89.4%。由于本研究随机取样相

当困难，所以所取为便利样本，但仍尽量选取不同地

区、不同单位、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之

受访者，以求样本的异质性。在回收的110份有效问

卷中，样本的基本特性如表1所示。样本平均从业时

间6年左右(5.92土6,01).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包括

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单位类别、

职称、从业时间，有无处方权、督导、培训、行政职务。

②职业压力指标第二版(OSI-2 ):本研究选取台湾

学者修订的工具一陆洛等人修订精简化的中文版职

业压力指标第二版。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压力感受分

量表施测。该量表采用Likert六级评分。压力感受量

表共40题，分别测量八种工作压力来源一工作负

荷、人际关系、工作家庭平衡、管理角色、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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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琐事、上级赏识及单位组织气氛，由受访者确认

某一项目对自己是否为压力来源。选项由1(非常肯

定不是压力)到6(非常肯定是压力)，分六级评分，分
数越高表示工作压力感受越高。考虑本研究的受访

对象有一部分无行政管理职务，有一部分未婚，所以

在压力感受量表评分上增加“不适用”选项，受访者

不必回答与管理职务及配偶有关的题项。该量表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4,59。本研究再次以Cronbach's

。系数来判断内部一致性信度，发现压力感受分量

表的。值为0.89，可信度高。

1.2.2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1.5建立数据库进行

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个人背景资料

    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中，女性与已婚者占

多数。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至49岁，占82%。在教

育背景方面，医学背景较多;在教育程度、职称方面，

高级职称占46%，教育程度以本科最多;从转行倾

向看，90%的从业人员专业思想稳定，没有转行倾

向;就业单位方面，大部分从业人员在医院和大学。

此外，我国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缺少督导，但接

受过心理治疗与咨询培训的从业人员占到87%，其

中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的人数比例相当。见表to

2.3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压力来源排序

    从表2可以看出，工作负荷是排在第一位的压

力源，以下依次为人际关系，个人责任、工作琐事、单

位组织气氛、上级赏识、工作家庭平衡、管理角色。

表2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不同压力来源排序

题数 (.x - _1-s) 指标分数 排序

工作负荷
人际关系

工作家庭平衡
管理角色
个人责任
工作琐事
上级赏识
单位气氛

22.75士6.180

30.33 1 7.764

18.96士6.407

12.13士3.532

14.89 1 4.129

14.64士3.487

13.35士4.367

14.15 1 3.722

63.19

63.18

52.67

50.54

62.04

61.00

55.63

58.96

注:指标分数=平均值/总分**100

2.4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个人背景不同造成

压力感受组间差异

    从年龄、从业时间、性别、有无转行倾向考查职

业压力的组间差异。由表3所示，不同年龄段的从业

者在职业压力感受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从

业时间上，工作年数越短，职业压力感受越强烈(P<

0.05);不同性别的两组在职业压力感受上无统计学

差异(P>0.05);在是否有转行倾向方面，无转行倾向

的从业者压力感受小于有转行倾向者(P<0.05)。见
表3。

表 3

表1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个人背景

从业人员压力感受的组间差异

      压力感受分值(叉+_c) F

1.799

塑
斑
赃
科

缨
性别

N() 变项

男 40(3

女 70(6

63%)

3.7%)

教育程度

年龄 20-29

            30-39

            40-49

            〕            50

婚姻 未婚

          已婚

          离异及其它

职称 高级

          中级

          初级

行政 有

职务 无

转行 有

意向 无

21(19%)

40(36%)

42(38%)

7{6%)

22(20%)

83(75%)

5(5%)

51(46%)

26(24%)

33(30%)

48(44%)

62(56%)

20(18%)

90(82%)

2.838*
单位类型

教育背景
0.869

有无督导

大专和中专

医院

大学

其他

医学

心理学

其它

有

无

无

有 (<3月)

    (>3月)

N(%)

13(12%)

35(32%)

51(46%)

11(10%)

54(50%)

50(45%)

  6(5%)

61(55%)

37(34%)

12(11%)

36(33%)

74(67%)

23(21%)

44(40%)

43(39%)

年龄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岁

从业时间 ;1年
              >1年

              )5年

            〕10年

J性别 男

                女

转行倾向 有
                无

173.10士41.37

163.05 1 29.20

147.98 1 34.17

147.14 1 36.85

167.65士25.64

160.10士32.65

155.42 t 32.95

144.39士36.44

151.88士36.63

157.87士29.85

166.70士19.75

152.33 1 26.95

5.071*

心理咨询与

治疗培训
注:*P<0.05

3 讨 论

2.2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压力感受与台湾牙

医师、国内在职员工比较

    将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在压力感受与采用

同一量表(OSI-2 )的台湾牙医师及大陆在职人员的

数据网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

员的压力感受平均值最低，低于国内其它职业在职
管理人员和台湾牙医的压力感受，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

3.1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治疗与咨询职业的职业压

力感受在对照的三组中最低，明显低于国内在职管

理人员的职业压力，当然，这与选取的不同对照组有

关，而且本研究的样本有限，不宜过度推论。但此结

果或许与心理治疗及咨询服务业在我国起步不久，

服务市场还在形成当中，目前一些从业人员的来访

者并不多有关。其次，在职业压力的管理和调节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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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相当多的心理学知识(比如放松训练、沟通技

巧等)来减轻压力，而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是掌握这

类知识最多的人群，有可能自身首先受益。最后，心
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本身具有的人格特点闭影响

他们对压力源的评价，从而影响职业压力感受。因为

压力不是个人特点的产物，也不是环境的产物，压力

的产生是某一种环境与人所作的对环境所可能产生

威胁的评价的结合[[810
3.2 心理治疗与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压力来源

    职业压力的来源按照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划

分，国外治疗师的职业压力源通常被分为4个部分:

来访者诱发的压力、工作环境压力、自我要求的压力

以及与生活事件有关的压力([$1。本研究采用Cooper
所提出的职业压力指标模式理论构架编制的OSI-2

量表。将工作压力源分为八个方面，本研究结果提示
高工作负荷是排在第一的压力源，在第二位的压力

源是人际关系，如来自上级的监督或支持不够、或与

同事等关系紧张。国外的学者就曾提到在大学心理

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常抱怨领导认为他们的工作

“没有必要”，给予支持很少[91，这大概也是我国目前

的情况。在压力源排序上处于中间位置的是工作琐

事和单位的结构与气氛，说明我国心理治疗与咨询
从业人员所处的工作条件仍待进一步改善。由于本

样本中有一半以上的从业人员无行政职务，所以管
理角色对于本样本而言是排在最后的压力源。工作

家庭可能相互影响，如工作超时减少了陪家人的时

间或花时间照顾家人影响工作，但本研究显示工作

家庭平衡是排在倒数第二的压力源，可能是由于中
国人较强的家庭观念较易取得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3.3 性别、年龄、从业时间、有无转行倾向等与职业

压力感受的关系

    本研究样本女性从业者占70%，男女性别之间

没有工作压力的差异，以往的研究发现在这点上也

不一致[6，可能与取样不同的职业有关。其次，本研

究发现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时间越短，压力感

受越大。推测是由于从业时间长，经验丰富，人生历

练增多，所以工作压力感减轻。由于心理治疗与咨询

服务业中有许多从业者是从其它职业转过来的，所

以本研究工作时间与年龄没有相关，在年龄上没有

压力的统计学差异。有研究证明压力越大离职倾向

越高[6,101，本研究也发现无转行倾向、专业思想巩固

的从业者压力感受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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