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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现状调查及分析

罗洁 孟春梅 王思琛 朱明霞

摘要：目的：调查澳门小学教师的生命态度现状，进一步为澳门小学教师的生命教育培

训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生命态度量表（Life Attitude Scale, LAS）对澳门 230名小

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总体得分为 292.48±30.33分，其中爱与

关怀层面得分最高为 56.07±6.37分，理想层面得分最低为 43.52±7.06分；年龄、子女状

况、职前教育类型、教龄在生命态度总分、理想、爱与关怀、死亡态度方面有差异（p<0.05）

婚姻及健康状况在死亡态度层面有差异（p<0.05）；宗教信仰、运动习惯及家庭氛围在

生命自主层面有差异（p<0.05）。结论：澳门小学教师的生命态度总体呈中等偏上水平，

在理想层面不佳；低龄、无子女、职前教育为一般大学教育、教龄短的小学教师生命态

度最为积极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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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小学生认知与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该阶段学生年龄小，缺乏对周围事物的判断

能力，此时教师成为小学生最经常、最直接、最具权威的榜样[1]，这就要求小学教师高度重视自身

的师德及个人素质建设，通过自身高尚的品德及过硬的素质来影响学生、陶冶学生[2]。生命态度（Life

attitude）是人们通过感知和行动来体现对生命有关的人、事物或观念的倾向性，包括对生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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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意的内在架构[3]。2021年国家教育部组织研制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指出[4]，需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科特点，将生命教育内容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但目前我国所有

的中小学教师基本未受过专业的生命教育培训，相关理论及基础知识不了解，甚至对自身生命态度

的认知都尚未全面[5]，这对开展中小学生生命教育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迫切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生

命态度相关教育。本研究旨在了解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现况，分析其相关因素，为今后澳门小学

教师队伍的生命教育培训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2020年 3-7月间在澳门任教的小学教师（2235人）为调查对象[6]。纳入标准：①澳门正

规教育全日制学校任教之教师；②获得可在澳门教青局注册为小学教师的专业资格[7]；③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科研管理暨发展部的伦理审批（REC-2019.06）。

（二）样本量估算

根据无限总体样本量估算公式进行调整计算有限总体样本量[8]：n=（
��/2

2 �2

�2 ），��=n（1-n/N），

n为无限总体样本量，研究对象有限总体 N=2235（2020年本澳小学教师总数），取α=0.05，��/2=1.96，

控制误差δ不超过 5，根据文献[9]，标准差σ=37，计算本研究最小样本量��=190。本次调查共收集样

本总人数 236人，有效问卷 230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三）研究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以电子问卷形式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一般资料问卷和生命

态度量表。一般资料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资等 14项。 生命态度量表[3]共 70题，

分为 3个部分 6个维度：自我投入部分，含理想、生命自主、存在 3个层面；爱与关怀部分，含爱

与关怀 1个层面；生死情境部分，含死亡态度、生命经验 2个层面。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各维

度 Cronbach’s α系数均在 0.67~0.90之间。量表采用 Likert7 点评分法，总分越高，说明生命态度越

正向，其中，分数高于一个标准差可视为生命态度较正向的人。反之，低于一个标准差可视为生命

态度较负向的人[3]。量表结构详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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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命态度量表情况

部分 维度 题目数 内涵

自我投入 理想 11 个人追寻的生活目标

生命自主 12 个体能自由选择、掌握自己生命的态度

存在感 11 个体能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爱与关怀 爱与关怀 13 个体对他人的存在表现出来的态度，包含对生命价值的

思考，行为方面的表现

情境 死亡态度 12 个体对死亡所抱持的态度

生命经验 11 个体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的态度，可能选择正向接纳

或逃避面对处境

（四）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以电子问卷形式进行调查，样本总数 236人，经核查问卷有 6份不符合作答一致性属无

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230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五）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2软件进行分析、整理，用构成比描述教师的人口学基本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教育年资等。用 t 检验检测基本资料和生命态度量表得分之间的差异。对于两组以上

变量的对比使用方差分析。两组以上变量采用 LSD法进行两两对比，进一步检验组间差异，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一般资料问卷

接受调查的 230人中，以女性为主(197人，85. 7%)，多数在 34岁或以下（160人，69.5%），

164人（71.3%）没有宗教信仰，207人(90.0%)有和谐的家庭氛围，183名（79.6%）经历过亲友死

亡。一般资料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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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般资料情况(n=230)

观察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3 14.3

女 197 85.7

年龄 34岁或以下 160 69.6

35-44岁 31 13.4

45或以上 39 17.0

子女状况 有 88 38.3

无 142 61.7

职前教育类型 师范院校 135 58.7

一般大学教育 95 41.3

教育年资 5年以内 128 55.7

6-9年 33 14.3

10-19年 34 14.8

20年及以上 35 15.2

婚姻状况 未婚 116 50.4

已婚 105 45.6

分居或离婚 9 4.0

健康状况 良好或非常好 59 25.7

普通 161 70.0

不佳或非常差 10 4.3

宗教信仰 有 66 28.7

无 164 71.3

运动习惯 经常 36 15.7

偶尔 148 64.3

几乎没有 46 20.0

自觉家庭氛围 和谐 207 90.0

不和谐 23 10.0

目前任教类型 普通教育 195 84.8

融合教育 35 15.2

是否兼任行政工作 是 32 13.9

否 198 86.1

自觉经济能力程度 高 21 9.2

普通 199 86.5

低 10 4.3

经历亲友死亡 有 183 79.6

无 4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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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态度问卷总体得分

问卷总分最高为 490分，最低为 70分。由表 2可知，小学教师的生命态度各因子平均得分都

在均值 40以上，总得分的均值在 292.48分以上，其中爱与关怀层面得分最高，均值在 56.07分。

有 8（3.2%）位教师生命态度高于一个标准差，有 102（44.3%）的教师生命态度低于一个标准差。

详见表 3。

表 3 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总体得分情况(n=230)

层面 条目数

得分 评分范围 得分范围 高分人数（%） 低分人数（%）

M±SD
（>最高分

-SD）
（<最低分+SD）

理想 11 43.52±7.06 11-77 30-72 5 (2.17) 39 (16.96)

生命自主 12 53.47±7.66 12-84 34-75 14 (6.08) 9 (3.91)

存在感 11 47.67±7.06 11-77 35-73 9 (3.91) 49 (21.30)

爱与关怀 13 56.07±6.37 13-91 37- 85 2 (0.87) 2 (0.87)

死亡态度 12 45.66±7.50 12-84 30-75 4 (1.74) 17 (7.39)

生命经验 11 46.09±5.87 11-77 35- 67 7 (3.04) 28 (12.17)

生命态度总分 70 292.48±30.33 70-490 252- 417 8 (3.48) 102 (44.34)

（三）不同基本资料教师生命态度得分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职前教育类型及教龄在理想、爱与关怀、死亡态度和生命态度总分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事后两两比较显示：年龄在 34岁或以下的小学教师在理想和生

命态度总分方面得分均高于年龄在 45岁或以上的老师，在爱与关怀层面 44岁以下的老师得分均高

于 45岁或以上的老师，在死亡态度层面 34岁或以下老师得分高于后两者，35-44岁老师得分高于

45岁或以上的老师。职前教育类型为一般大学教育的小学教师在以上四个方面得分均高于职前教育

类型为师范院校的小学老师；教龄＜5年的老师在以上四个方面得分均高于教龄为 10年以上的老师。

无子女的老师除生命自主维度，其余得分均高于有子女的老师。婚姻状况在死亡态度和生命经验层

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状况在死亡态度层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宗教信仰、运

动习惯及家庭氛围在生命自主层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宗教信仰及家庭氛围和谐的小学老

师在生命自主层面得分高于无宗教信仰及家庭氛围不和谐的老师。事后两两比较显示：未婚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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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死亡态度和生命经验得分均高于分居或离异的小学老师；健康状况良好或非常好的小学老师

在死亡态度层面得分均低于健康状况普通、不佳或非常差的小学老师；经常运动的小学老师在生命

自主层面得分高于偶尔运动、几乎不运动的老师。详见表 4。

表 4 不同基本资料教师生命态度得分比较(n=230)

项目 类别 总分 理想 生命自主 存在 爱与关怀 死亡态度 生命经验

年龄 34岁或以下 a 295.69±34.35 44.64±7.51 53.23±7.60 47.99±7.70 56.74±6.73 46.56±8.08 46.53±6.54

35-44岁 b 287.52±21.04 42.13±5.76 53.00±8.50 47.16±6.23 56.74±4.59 43.45±6.12 45.03±3.94

45或以上 c 283.26±10.36 40.00±4.30 54.82±7.29 46.79±4.46 52.77±4.93 43.74±5.03 45.13±3.67

F 3.171* 7.926*** 0.74 0.54 6.622** 3.850* 1.474

LSD a﹥c a﹥c a﹥c，b﹥c a﹥b﹥c

子女状况 有 284.7±17.36 41.42±5.45 54.30±7.46 46.44±5.32 54.90±5.18 42.98±5.46 44.67±3.96

无 297.3±35.32 44.82±7.63 52.96±7.77 48.44±7.87 56.80±6.92 47.32±8.11 46.96±6.65

t -3.603*** -3.639*** 1.289 -2.291* -2.217* -4.855*** -3.279**

职前教育类

型
师范院校 288.11±24.15 42.71±6.25 53.04±7.30 47.01±6.05 55.24±5.70 44.54±6.83 45.58±5.11

一般大学教育 298.68±36.67 44.66±7.97 54.08±8.15 48.62±8.22 57.25±7.07 47.25±8.14 46.81±6.77

t -2.460* -1.995* -1.021 -1.628 -2.302* -2.655** -1.501

教龄 ﹤5年 a 46.75±6.82 297.48±34.68 45.15±7.12 53.04±7.28 48.61±7.84 57.12±7.00 47.05±8.13

6-9年 b 46.03±5.61 293±34.36 43.21±9.01 54.82±8.50 46.42±7.10 56.89±6.69 45.39±7.83

10-19年 c 44.94±3.14 283.56±14.50 41.24±4.67 52.18±8.30 46.35±5.60 55.71±4.56 43.15±5.91

﹥20年 d 44.83±3.75 282.34±10.48 40.06±4.60 55.03±7.51 46.71±4.54 52.43±4.70 43.29±4.58

F 3.563* 6.757*** 1.286 1.724 5.127** 4.068** 1.526

LSD a﹥c,d a﹥c,d a﹥c,d a﹥c,d

婚姻状况 未婚 a 295.97±34.9 44.58±7.67 52.66±7.60 48.03±7.80 56.69±6.84 47.04±8.08 47.44±3.43

已婚 b 288.57±25.39 42.46±6.37 54.05±7.49 47.48±6.37 55.36±5.88 44.24±6.78 44.99±4.94

分居或离婚 c 293.11±8.46 42.22±4.71 57.22±9.58 45.44±3.81 56.33±4.95 44.44±4.48 46.97±6.61

F 1.649 2.681 2.052 0.633 1.209 4.082* 3.475*

LSD a﹥b a﹥b

健康状况 良好或非常好 a 290.53±27.43 42.42±6.15 55.20±6.91 47.93±7.02 55.53±6.66 43.75±6.47 45.69±5.82

普通 b 292.86±31.34 43.83±7.33 52.83±7.79 47.67±7.09 56.28±6.31 46.09±7.55 46.17±5.91

不佳或非常差 c 297.8±32.32 45.00±7.57 53.50±8.95 46.20±7.18 55.90±5.93 50.10±10.03 47.10±5.86

F 0.287 1.083 2.087 0.256 0.305 4.036* 0.294

LSD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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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不同基本资料教师生命态度得分比较(n=230)

项目 类别 总分 理想 生命自主 存在 爱与关怀 死亡态度 生命经验

宗教信仰 有 294.68±31.29 42.85±7.75 55.17±7.38 48.98±6.88 55.92±6.96 45.64±7.28 46.12±6.01

无 291.59±29.99 43.79±6.77 52.79±7.69 47.15±7.08 56.13±6.13 45.67±7.61 46.07±5.83

t 0.698 -0.911 2.147* 1.796 -0.219 -0.031 0.056

运动习惯 经常 a 295.81±29.65 43.19±7.48 57.28±7.20 47.08±6.03 55.33±5.27 46.81±7.69 46.11±5.40

偶尔 b 291.32±29.44 43.43±6.52 52.68±7.41 48.01±6.90 55.95±6.49 45.30±7.75 45.96±5.80

几乎没有 c 293.61±33.96 44.04±8.41 53.04±8.09 47.07±8.29 57.04±6.74 45.93±6.54 46.48±6.50

F 0.355 0.175 5.520 * 0.46 0.806 0.621 0.137

LSD a﹥b,c

家庭氛围 和谐 292.77±30.50 43.38±7.14 54.02±7.61 47.87±6.93 56.01±6.22 45.54±7.46 45.95±5.78

不和谐 289.83±29.34 44.74±6.27 48.52±6.37 45.87±8.02 56.61±7.68 46.74±7.95 47.35±6.637

t 0.441 -0.874 3.335* 1.295 -0.427 -0.726 -1.087

注：*p<0.05, **p<0.01, ***p<0.001

三、讨论及建议

（一）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现状

本研究中澳门小学教师的生命态度总体呈中等偏上水平，与陈艺丰[10]、孙卫等[11]研究基本一

致，表明澳门小学教师的生命态度总体基本正向积极，生命态度正向者有自己的生活目标、能自由

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命态度，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向看待死亡，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处境

[12]。在各维度方面，理想（43.52±7.06分）和死亡态度（45.66±7.50分）两个维度得分最低，表明

澳门小学教师在理想和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不太理想。2019年澳门明爱-凯晖生命教育资源中心针对

634名澳门市民生命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3]：澳门公私立教师的生命态度得分在总体及六个分

维度方面均显著低于研究总体，其中理想层面得分最低，同样证明了澳门教师的生命态度水平不佳，

仍有待提高。澳门是一个土地面积为 32.9平方公里、人口为 67.36万的微城市[14]，环境受限，发展

缓慢，东西方多元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休闲慢节奏的小城生活，对长期生活在安稳舒适圈的教师，

可能对生活及人生理想缺乏目标和追求。另外，多年来澳门教青局针对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教育方面

的培训也可能较少，开放名额一般为 25-40人/次，每次培训时间仅为 3小时左右，尚未开展系统性、

持续性的大规模培训[15]，故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水平可能因知识缺乏而不佳。建议以澳门政府为

主导，学校和社会机构积极配合，鼓励澳门小学教师积极参加认识自我和探索自我的活动，透过不



罗洁，孟春梅，王思琛，等：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现状调查及分析

华人生死学，2023，（2）：01-13. 8

同的义工活动感受不同的人生体验，进而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人生目标；另外应学习借鉴各

地生命教育培训经验[16]，重点增设系列理想信念及死亡层面相关知识，进一步提高教师生命态度水

平，从而做好中小学学生的生命教育。

（二）教师个人及家庭情况对其生命态度的影响

1.低龄、教龄短、非师范教育的教师生命态度更积极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35 岁、教龄＜5 年、职前教育类型为非师范教育的小学教师在理想、爱

与关怀、死亡态度和生命态度总分得分最高。这与普罗大众认为年龄越大教龄越长的老师越成熟有

所差异，这是否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有关呢？值得探讨：（1）澳门回归后，得益于祖国“一国两制”

的方针，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伴随澳门回归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可以深入专业，更可以代表专

业群体成为立法会议员，参与地区立法，青年人也因此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17]，从而对工作更

有热情，对职业规划更有清晰的目标，年轻的教师也更能理解关心学生。（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人对“死亡”表现出极度回避的态度，但年轻人的生死观正在转变。据中华遗嘱库数据统计[18]，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华遗嘱库立遗嘱的“90 后”、“00 后”超过 2000 人，最年轻的仅

为 17 周岁；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中“90 后”占比 54%，“80 后”

占比 30%，青年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主要群体[19]，由此可见，青年对待生命的态度变得

越来越积极。（3）相对于年轻教师，年长教师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除了工作压力，甚至可能

还有照顾家庭的压力，学者阎光才[20]的研究显示中年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水平高于其他年龄段 ，且

中年期的女性较男性教师更容易倦怠，压力主要来自家庭与工作的冲突， 加之以学生成绩为第一

要义，忽视了自身生命态度的培养，更忽视了学生的生命教育[5]。职前教育类型为非师范教育的教

师可能学习期间接触的学科面更广、学科交叉更加融合，对生命教育接受的机会更多，故生命态度

总分得分较高。建议在师范院校中加设生命教育课程，提升职前教师生命教育知识储备[21]，为年长

及教龄长的教师提供更多生命教育培训的机会，在相关研习及座谈会中不断强化教师教育信念[22]，

进而促进小学教师更加积极正向的生命态度。

2.未婚、无子女及健康状况不佳的教师对死亡的态度更趋于乐观

相对于未婚教师，已婚的教师在死亡态度层面表现更为消极，与杜华等[23]、李建新[24]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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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无子女的教师在理想、存在感、爱与关怀、死亡态度、生命经验及生命态度总分方面得分高

于有子女教师。可能是因为已婚者对家庭的组建、子女教养及老人赡养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更有

来自家庭的浓厚幸福感[25]，面对死亡时有更多的牵挂和不舍，所以死亡态度较为消极。有研究指出

育有子女的父母面临育儿压力，较多产生负面焦虑的心理，且母亲比父亲更有压力，存在更多的健

康问题[26]。教师群体同样也具有为人父母的角色身份，且澳门地区的家庭结构以多子女为主，父母

往往要承担多个子女的照顾和监护责任，即便有外佣或长辈帮手，也不能完全替代父母的角色功能。

所以，养育子女作为一种压力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父母情绪以及对处理外界事物的态度造成

影响。这可能也是有子女的教师在生命态度得分上比无子女的稍逊的原因。健康状况不佳或较差的

教师在死亡态度层面得分，高于普通和健康状况好的教师，这与黄宝园等[27]的研究结果相似。 一

般观念认为健康状况非常差的因为病痛，常导致悲观、 失望，进而产生负向的人生观。但美国的

研究者[28]认为即使不可避免死亡，但当今的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较大地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

在正向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有生之年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增加生活的宽度和深度。所

以，不排除人在不同的生活状况下的体验会有差异，比如：带病生存的状态，或许是因此反而对疾

病的存在产生较为适应，继而对疾病终期的进展表现出接受、呈现豁达的心态，从而建立较正向的

死亡态度。建议学校不断提升和培养校长的领导力[29]，利于校长创设支持性和合作性的学校共同体

文化氛围，从而增强教师队伍幸福感；另适当提升有子女教师的福利，比如给予教师有薪陪病假，

在子女有需要时可安心陪伴，让教师无后顾之忧地投入教学工作，从而平衡到家庭与工作，有更好

的生活体验，促进正向的生命态度。

3.有宗教信仰、经常运动及家庭氛围好的教师生命自主性更强

有信仰的澳门小学教师在生命态度总分、理想、存在感、死亡态度、生命经验上与无信仰的教

师得分无差异。这一结果与王艳[30]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不同的是本研究在生命自主层面上有宗教信

仰的教师得分高于无信仰的教师。本次研究对象中有宗教信仰的教师占 29%的比例，有学者指出宗

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寄托，更是内在化为生命意义和存在归属的自

觉探索[31]，这与生命自主的内涵相契合，说明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对生命态度有正向的影响，澳

门比较有特色的是有较多不同教会团体创办的学校，在不同信仰环境氛围下的教师对生命态度产生



罗洁，孟春梅，王思琛，等：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现状调查及分析

华人生死学，2023，（2）：01-13. 10

影响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经常运动的教师在生命自主层面得分上高于几乎没有运动的。这与庞

莉[32]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她认为体育锻炼能够减轻应激反应、降低负性情绪，使人具有良好的社

会适应性，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经常性的运动也能提升身体机能，保持健康可在工作和

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也作为宣泄负向情绪的一种方式，促进建立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家

庭氛围好的教师在生命自主层面上得分高于家庭氛围不好的。这一研究结果与王俨辉[33]的研究较一

致。在另一项国外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和教师给与更多支持的学生具有更明确的自我导向目标[34]。

说明良好的家庭支援包括和谐的家庭氛围等，为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提供了好的基础，在沟通中流露

真实的情感、充分表达个人的想法，成员间相互支持促进，尊重个人选择、使得个人追求、目标等

得以实现。澳门拥有多元的社会团体，社团文化氛围浓厚，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建议小学教师更好

的利用社会资源，积极主动参与社团活动，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保持家庭和谐、沟通良好，有利于

缓解工作压力，有利于促进和建立良好的生命态度。

四、结论

总体上澳门小学老师的生命态度呈中等偏上水平，在爱与关怀方面表现为佳，理想层面较为欠

缺；低龄、职前教育类型为一般大学教育、教龄短、无子女、未婚、健康状况不佳或非常差、有宗

教信仰、经常运动、家庭氛围和谐的小学教师生命态度相对积极正向。本研究仅通过横断面设计关

注研究对象的生命态度现状，建议之后的研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做好干预，或适时加入质

性研究，从而提升澳门小学教师生命态度水平，为中小学生生命教育储备更多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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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life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Jie Luo Chunmei Meng Sichen Wang Mingxia Zhu

Fu Luen Shool of Macau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life attitude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and to provide further reference for the life education training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Method: 230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were surveyed with the Life Attitude Scale (LAS). Results:

The overall score of life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was 292.48±30.33 points, the highest

score of love and care was 56.07±6.37, and the lowest score of ideal level was 43.52±7.06;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attitude, ideal, love and care, and death attitude in terms of age, child

status, type of pre-servic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years (p<0.05); marriage and health status had

differences in death attitude (p<0.05); religious belief, sports Habits and family atmospher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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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life autonomy (p<0.05). Conclusion: The life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Macau is generally above the middle level, which is not good at the ideal level; the life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ho are young, have no children, 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s general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have short teaching experience are the most positive.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Life Attitude, Death Attitude, Life Autonomy,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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