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身心健康」問卷調查 2022 

(2022 年 12 月 1 日) 
 

 

教聯會一直關注教師的工作量及身心健康，多年來持續進行相關調查跟進情況。為全面了解今

年本港教師的身心健康情況，教聯會聯同教工會進行這調查，於 11 月上旬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一

星期多收到 953 位在職教師回應，當中有 290 名中學教師、436 名小學教師、208 名幼稚園教師、19

名特殊學校教師。今年「教師身心健康」問卷統計和分析如下： 

 

 

1.   教師每周在學校的工作總時數方面，今年調查發現有 81%教師每周工作超過 51 小時或以上，較

去年的 74%進一步上升。當中，高工時教師(每周工作 61 小時或以上)的比例，由去年的 34%，

大幅增加至 49%，情況令人關注。 

 

表 1  教師的工作時數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44 小時或以下 5% 4% 7% 

  45-50 小時 14% 22% 26% 

  51-60 小時 32% 40% 34% 

  61-70 小時 26% 20% 19% 

  71 小時或以上 23% 14% 14%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2.   工作壓力方面，今年調查發現 8 成半教師感到現時工作壓力過大和略大。當中，表示壓力過大

的教師有 39%，數字與去年相若。按受訪者背景分析，無論是中、小、幼、特同工，均有逾 7

成半人表示工作壓力過大和略大。與此同時，調查發現中層主任面對的壓力相對較大(前線教

師：39%，中層主任：43%，校長/副校長：26%)。 

 

表 2  教師面對的工作壓力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壓力過大 39% 39% 34% 

  壓力略大 46% 46% 51% 

  壓力適度 12% 11% 12% 

  少量壓力 3% 3% 3% 

  沒有壓力 0% 1% 0%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3.   調查同時發現，教師工作壓力的首五項來源分別為：學校的行政工作(76%)、教學(批改、備

課、上課)(60%)、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59%)、新增的政策要求(56%)及學生的情緒問題(50%)，

每項均超過半數教師選擇。值得留意的是，表示新增的政策要求帶來壓力的教師，比例超過一

半，本會期望教育局考慮前線教師的承受能力，循序漸進落實推行新政策。另一項需要正視的

是學生情緒問題，今年有半數教師表示處理學生情緒問題帶來壓力，反映在疫情下學生遇上情

緒問題，為同工帶來不少挑戰。 

 

表 3  教師工作壓力來源 

  百分比 

  學校的行政工作 76% 

  教學 (批改、備課、上課) 60% 

  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 59% 

  新增的政策要求 56% 

  學生的情緒問題 50% 

 

 

4.   受疫情、移民潮及出生率下降影響，近年幼稚園承受嚴峻的營運壓力，不少幼稚園被迫裁員、

減薪或凍薪。調查顯示，逾 9 成半幼稚園同工對目前的狀況感到壓力，當中逾 6 成半受訪同工

表示壓力很大。以上反映，目前幼稚園普遍經營困難，引起的結業裁員潮，令幼教同工感到惶

恐不安，身心狀況並不理想，不免影響幼教質素。本會促請當局正視業界的困境，以穩定教育

生態。 

表 4  幼稚園同工的壓力 

  百分比(%) 

壓力很大 66% 

有些壓力 32% 

沒有壓力 1% 

沒有意見 1% 

 

 

5.   經歷近三年的網課及半日授課，不少教師及學生已習慣此模式上課。隨著疫情逐漸穩定，不少

學校陸續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授課模式的轉變或為教師帶來影響。調查發現，逾 7 成受訪教師

表示，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對其身心有負面影響，當中有近 4 成認為對其身心有很大影響(38%)。

本會期望學校循序漸進恢復全日面授，讓學生及老師有適應期。 

 

表 5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對教師身心健康的影響 

  百分比(%) 

   很大影響 38% 

   有影響 33% 

   少許影響 15% 

   沒有影響 11% 

   不知道 3% 

 

6. 大部份教師(94%)過去一周出現負面情緒。近 9 成教師表示自己疲乏(88%)，比例較去年和前年略

增；而感到洩氣的有近 6 成(58%)。與此同時，有 4 成半教師反映自己感到焦急，亦有 4 成教師

表示憤怒(40%)，而感到無助的教師亦有近 4 成 (38%)。平均而言，受訪教師出現 4 項負面情

緒。調查亦發現年齡及職級與負面情緒呈反比關係，年輕教師(40 歲或以下)相對出現較多負面

情緒，反之亦然(F=9.47，P<0.001)；前線教師的負面情緒，亦較中高層同工為多(F=19.1，

P<0.001)。 

 



表 6  教師的負面情緒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疲乏 88% 85% 85% 

  洩氣 58% 57% 59% 

  焦急 45% 45% 48% 

  憤怒 40% 39% 38% 

  無助 38% 38% 39%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7.   在列舉提升快樂的 17個方法中，近 6 成受訪同工表示優質睡眠能夠提升快樂感(59%)，逾 4 成

半教師選擇大吃一頓(48%)及懂得感恩(42%)。近 4 成教師分別選擇活在當下(40%)、逛街購物

(39%)、和同事分享快樂(39%)、運動(39%)及外遊(39%)提升快樂感。與去年相比，教師選擇的

多項提升快樂方法均略為提升。 

 

表 7   教師提升快樂的方法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優質睡眠 59% 62% 60% 

大吃一頓 48% 47% 48% 

懂得感恩 42% 37% 43% 

活在當下 39% 37% 39% 

逛街購物 39% 39% 45% 

和同事分享快樂 39% 39% 43% 

運動 39% 39% 37% 

外遊 39% 35% 31%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8.   今年教師出現的常見健康問題包括：頸肩疼痛(58%)、腰酸背痛(57%)及喉嚨痛(51%)。去年學

校大部分學校維持半天面授課堂，今年則逐步恢復全日面授課，故長期站立引致腿部不適及

聲帶發炎/聲沙，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在列舉的 20個健康問題中，受訪教師平均受到 6 項健

康問題困擾。當中，女教師、年齡 25 歲以下及 31 至 40 歲的教師，遇到較多健康問題。調查

亦發現前線教師相對中層主任及校長/副校長，平均出現較多健康問題(前線教師：6 項，校長/

副校長：5 項)。此外，幼師相對受較多健康問題影響，當中受腰酸背痛困擾的幼師，較整體

高出逾 1 成；而受頸肩疼痛及肌肉繃緊困擾的特殊教師，亦較整體高出逾 1 成。調查反映幼

師及特殊教師的健康狀況值得關注。 

 

表 8   教師的健康問題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頸肩疼痛 58% 56% 57% 

  腰酸背痛 57% 57%        58% 

  喉嚨痛 51% 55% 49% 

  長期站立引致腿部不適 49% 47% 42% 

  腸胃不適 49% 46% 47% 

  肌肉繃緊 48% 45% 44% 

  聲帶發炎/聲沙 44% 42% 37%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9.   目前，全港有 200 萬人染疫，佔全港近 3 成人口。調查發現，有 42%受訪教師反映曾經確診，

比率高於全港的平均水平，反映教師長期在聚集性高的校園工作，染疫風險相對較高。值得注

意的是，有近 2 成教師表示曾經確診而又受到後遺症影響(18%)，政府宜多加關注「長新冠」對

教師的影響，提供適切支援。 

 

表 9  教師確診新冠肺炎的情況 

  百分比(%) 

未曾確診 58% 

曾經確診，現已完全康復 24% 

曾經確診，受到後遺症影響 18% 

 

 

10.   問到中小特教師對如何改善目前教師帶病上班的情況，逾 4 成半教師認為，應以實報實銷的機

制聘請代課老師(46%)，近 3 成教師則認為應提高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的病假計算(28%)。以上反

映，大部分受訪同工均認為目前的教師病假安排有待改善，本會促請當局盡快作出檢視，減少

教師帶病上班的情況。 

 

表 10  對改善教師帶病上班的意見(中小特教師) 

  百分比(%) 

   維持現有安排 8% 

   提高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的病假計算 28% 

   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 46% 

   沒有意見 18% 

 

 

11.   目前幼稚園未設立病假制度，幼師確診或成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運用學校帳目聘請代課教師。

在此議題上，超過 9 成教師支持當局提供相關代課津貼，支援幼稚園的需要(94%)。鑑於疫情

持續，愈來愈多幼教同工確診或成為密切接觸者，學校須動用更多營運款項，支付聘請代課教

師的開支，增加財政負擔。教聯會及教工會冀當局急幼教之需，儘快提供代課津貼。 

 

 

表 11  對提供津貼支援幼稚園聘請代課教師的意見 

  百分比(%) 

很支持 76% 

支持 18% 

不支持 1% 

很不支持 1% 

沒有意見 4% 

 

12.   以 0 至 10 分自評工作的快樂程度，今年 42%受訪教師選擇 6 分或以上，選擇 4 分或以下的教師

有 43%，5 分及格的則有 15%。整體而言，選擇 4 分或以下的教師有較去年多近半成，而整體

教師的快樂感平均有 4.71 分，較去年的 5.13 分進一步下跌。 

 

當中，基層教師及年輕教師對其自身快樂程度，明顯較其他組別低。調查同時發現教師工作壓

力愈大、工作時數愈高，其工作的快樂程度亦愈低。按學校類別分析，中、小、幼、特學校教

師的快樂程度相若，惟特殊教師的快樂程度相對較低(中學：4.74 分，小學：4.69 分，幼稚園：

4.75 分，特殊學校：4.16 分)。分析過去十年同類調查的數據，今年教師快樂感評分是十年來最

低的，希望當局認真關注。 

 

 



 

表 12   教師自評快樂程度 

  平均分 

職級*** (F=19.1)  

  校長/副校長 6.18 

  中層主任 4.65 

  基層教師 4.55 

工作時數***(F=19.2)  

   50 小時或以下 5.66 

   51-60 小時 5.17 

   61 小時或以上 4.08 

工作壓力***(F=143)  

   壓力過大 3.04 

   壓力略大 5.42 

   壓力適度 6.77 

   少量壓力/沒有壓力 6.92 

整體 4.71 

 

 

13.   對於會否鼓勵學生或子女將來投身教師行列，逾 7 成半教師(77%)表示不鼓勵和很不鼓勵，較去

年的 8 成略少；表示會很鼓勵和鼓勵的教師則只有約 2成(23%)。 

 
表 13   教師對鼓勵下一代投身教師行列的意向 

  2022年 2021 年* 2020 年** 

  很鼓勵 1% 1% 1% 

  鼓勵 22% 20% 24% 

  不鼓勵 46% 49% 46% 

  很不鼓勵 31% 30% 29% 

註： *2021年受訪教師共 1206 位。 

       **2020年受訪教師共 1216 位。 

 

14.   此外，不少受訪者在開放題表達對教師身心健康情況的意見，摘要如下： 

 

- 增加行政人手，應成熟地推行電子收發通告及收費等，以減少教師的行政工作和壓力。 

- 教師為了追回教學進度，很多時生病也不敢請假。建議為教師提供與公務員同等水平的醫療保

障(包括門診服務)，並安排心理學家，為教師提供心理服務。 
- 制訂標準教節，釐清老師的上課時數，以騰出充足時間予老師處理行政工作和家校事宜。 

- 增設到校教育心理學家、社工、言語治療師。 

- 增加支援校園健康的職位，推廣健康生活教育，支援校園防疫及提升對身心靈健康的關注。 

- 及早訂立幼稚園教師薪酬表，並且保障幼師按年資增薪。 

- 舉辦不同類型的免費活動(室內/室外/網上)讓老師減壓。 
 

 

 

 

 

 

 

 

 

 

***P<0.001 



 

 

15.   總結 

 

今年調查發現，教師在學校的工作時數較去年有所增加，逾 8 成教師每周工作超過 51 小時或

以上，當中有近三分之二教師面對高工時(每周工作 61 小時或以上)的情況。與此同時，今年調

查發現 8 成半教師感到現時工作壓力過大和略大，情況令人關注。絕大部份教師過去一周出現

負面情緒，比率較去年低；教師整體的快樂感亦有所下降，由去年的 5.13 分，下降至 4.71 分。

分析過去十年同類調查的數據，今年教師快樂感評分是十年來最低的，希望當局認真關注。 

 

教師的壓力來源仍主要來自學校行政工作、教學工作及學生學習差異擴大等方面。此外，疫情

帶來的影響，亦不容忽視。隨著疫情逐漸穩定，不少學校陸續由半日面授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授課模式的轉變及上課時間增加，均增加了教師的身心負擔。至於幼稚園，疫情下幼稚園承受

嚴峻的營運壓力，被迫裁員、減薪或凍薪。面對工作前景未明，幼師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此

外，調查發現教師的染疫比例高於全港平均水平，部分新冠康復的教師更受到「長新冠」影

響，身心狀況堪憂。 

 

教聯會及教工會對於目前教師的身心健康狀況深表擔憂，促請教育局正視有關問題，推出措施

以作改善。具體建議如下： 

 

- 鑑於疫情持續，教育局應推出相應的支援措施改善師生身心健康，以協助他們面對疫情下

新常態教與學的額外壓力。 

- 精簡學校行政工作，增加人手支援相關工作。同時，在幼稚園落實「一校一行政主任」，

以減輕幼師的行政工作量。 

- 進一步改善班師比例，小學增加至 1:1.7、初中增加至 1:2.0、高中增加至 1:2.3，以減輕目

前教師的工作壓力。 

- 向學校提供指引，例如由半日課堂循序漸進過渡至全日課堂，讓學生及老師有適應期。 

- 關注「長新冠」對新冠康復教師的影響，提供更多適切支援，舒緩後遺症帶來的影響。 

- 提高中小學教師病假計算準則，恢復學校可以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或提高病假計算基

數；向幼稚園提供代課的病假津貼，讓幼師可向學校申請病假，以改善同工帶病回校工作

的情況。 

- 為教師提供多元化交流活動的場地，促進身心健康。 

- 檢討現時教師的醫療福利，探討為全港教師提供醫療保障的可行性。 

- 撥出資源給辦學團體和學校，為教師提供正向心理學短期課程，提升教師的抗逆力和輔導

學生能力，以改善學界師生的負面情緒。 

 

 

 
 
 
 
 
 
 



 
       

「教師身心健康」問卷調查(2022) 
各位教師： 
        為了解本港教師今年在疫情下的身心健康情況， 教聯會聯同教工會進行這調查，藉此向政府和相

關持分者反映，以提出改善建議。請各校負責人代複印問卷分發給  貴校關心此議題的教師填答，並

於 11 月 21 日 前傳真回 2770 5442 、電郵至 ctpoon@hkfew.org.hk 或交回 本 會 ； 亦可前往 
https://forms.gle/biZe9H3TquC9Mupx9 或掃瞄下方 qr code 填答。如有查詢，請致電 2963 5110 潘小

姐。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 

2022 年 11 月 10 日 
 

1. 作為一名教師，你每周的總工作時數約是多少？(N=953) 
1. 44 小時或以下 (49, 5%) 2. 45-50 小時 (133, 14%) 3. 51-60 小時 (304, 32%)  
4. 61-70 小時 (246, 26%)  5. 71 小時或以上 (221, 23%) 

 
2. 你如何形容自己在學校工作(包括教學和非教學)所面對的壓力？(N=953) 

1.壓力過大 (369, 39%) 2.壓力略大 (442, 46%) 3.壓力適度 (111, 12%) 
4.少量壓力  (25, 3%)             5.沒有壓力 (6, 0%) 

 
3. 作為一名教師，你的工作壓力來自：(可選多項) (N=953) 

1.學校的行政工作 (729, 76%) 2.教學 (批改、備課、上課) (575, 60%)  
3.學生的情緒問題 (481, 50%) 4.追回教學進度 (435, 46%)   
5.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 (561, 59%) 6.憂慮來年新生學生人數下降 (304, 32%)  
7.新增的政策要求 (530, 56%) 8.工作前景不穩 (267, 28%) 

       9.分別照顧學生的實體及網上學習 (311, 33%) 10.家長投訴 (336, 35%) 11.進修要求 (300, 31%) 
12.校內教師流失以致增加工作量 (319, 33%) 13.人事關係 (256, 27%) 14.融合教育 (250, 26%) 
15.其他 (51, 5%) 

 
4. 過去一周，你在學校工作時曾有哪些負面的情緒？(可選多項) (N=953) 

1.沒有負面情緒 (55, 6%) 2.憤怒 (384, 40%) 3.洩氣 (553, 58%) 4.疲乏 (843, 88%) 
5.憂鬱 (364, 38%) 6.苦悶 (303, 32%)  7.被疏遠 (76, 8%) 8.懷疑 (267, 28%) 9.後悔 (128, 13%) 
10.焦急 (425, 45%) 11.無助 (343, 36%) 12.其他(20, 2%) 

 
5. 據你的經驗，下列哪些活動可提升你的快樂感？(可選多項) (N=953) 

      1.細味開心經驗 (228, 24%) 2.慶祝自己的成功 (231, 24%) 3.接納事實 (292, 31%) 
4.活在當下 (372, 39%) 5.運動 (370, 39%) 6.和同事分享快樂 (371, 39%) 
7.對未來有期望 (193, 20%) 8.寬恕別人 (186, 20%) 9.懂得感恩 (401, 42%) 
10.聽音樂 (349, 37%)  11.優質睡眠 (560, 59%) 12.靜觀自己喜悅 (112, 12%)  
13.逛街購物 (373, 39%) 14.大吃一頓 (456, 48%) 15.外遊 (372, 39%) 
16.掌握理性行為治療 (32, 3%)       17.其他 (44, 5%) 

 
6. 過去半年，你有沒有曾經出現以下的健康問題？(可選多項) (N=953) 

1.沒有健康問題 (43, 5%) 2.喉嚨痛 (489, 51%)  3.聲帶發炎/聲沙 (423,44%)  
4.長期站立引致腿部不適 (464, 49%) 5.腿部靜脈曲張 (223, 23%) 6.足底筋膜炎 (243, 25%) 
7.腸胃不適 (464, 49%) 8.情緒病(如焦慮、抑鬱) (266, 28%) 9.經常失眠 (329, 35%) 
10.胸口翳悶 (167, 18%) 11.神經衰弱 (178, 19%) 12.眼痛或過敏 (286, 30%) 
13.長期頭痛 (244, 26%) 14.肌肉繃緊 (461, 48%) 15.腕管綜合症 (72, 8%) 
16.肩周炎 (156, 16%)  17. 頸肩疼痛 (552, 58%) 18.腰酸背痛 (539, 57%) 
19.皮膚敏感 (285, 30%) 20.其他 (19, 2%) 



 
7. 你曾否確診新冠肺炎，康復後對你的身體有多大影響？(N=953) 

1.未曾確診 (553, 58%)                         2.曾經確診，現已完全康復 (229, 24%)  
3.曾經確診，受到後遺症影響 (171, 18%) 

 
8. 整體而言，你支持以下哪一項安排，以改善目前教師帶病上班的情況？(幼稚園同工請跳此題) (N=736) 

  1.維持現有安排 (59, 8%)                         2.提高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的病假計算 (204, 28%) 
        3.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 (342, 46%) 4.沒有意見 (131, 18%) 

 
9. 目前幼稚園未設立病假制度，幼師確診或成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運用學校帳目聘請代課教師。 
你是否支持當局提供相關代課津貼，支援幼稚園的需要？(中小特殊學校同工請跳此題) (N=205) 
1.很支持 (156, 76%)                 2.支持 (36, 18%)                    3.不支持 (2, 1%)  
4.很不支持 (2, 1%)                         5.沒有意見(9, 4%) 

 
10.  近年幼稚園承受嚴峻的營運壓力，不少幼稚園被迫裁員、減薪或凍薪。作為幼教同工，你有否感

到壓力？(中小特殊學校同工請跳此題) (N=205) 
1.壓力很大 (135, 66%) 2.有些壓力 (64, 32%)  3.沒有壓力 (3, 1%) 4.沒有意見 (3, 1%) 

 
11. 隨著疫情逐漸穩定，不少學校陸續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由半日授課到全日面授，對你作為教師的

身心有沒有負面影響？(N=953) 
1.很大影響 (356, 38%) 2.有影響 (316, 33%) 3. 少許影響 (147, 15%) 
4.沒有影響 (108, 11%) 5.不知道 (26, 3%) 

 
12. 以 10 分為極快樂、5 分為中立、0 分為極不快樂，請你自評在工作中的快樂程度。(N=953) 

0 (49, 5%) 1 (59, 6%) 2 (96, 10%) 3 (104, 11%) 4 (99, 10%) 5 (141, 15%)  
6 (139, 15%) 7 (158, 17%) 8 (94, 10%) 9 (8, 1%) 10 (6, 0%) 

 

13. 綜觀現時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你會否鼓勵你的學生或子女將來投身教師行列？(N=953) 
       1.很鼓勵 (14, 1%) 2.鼓勵 (208, 22%) 3.不鼓勵 (438, 46%) 4.很不鼓勵 (293, 31%) 

 
14. 請寫上你對教師身心健康情況的其他意見或建議。(N=286) 

 

 
      受訪者資料 
      學校類別 (N=953)：1.中學 (290, 30%) 2.小學 (436, 46%) 3.幼稚園 (208, 22%) 4.特殊學校 (19, 2%) 
      資助類型 (N=951)：1.官立學校 (53, 6%) 2.資助學校 (816, 86%) 3.直資學校 (41, 4%)  

 4.私立學校 (41, 4%) 
      職位 (N=953)：        1.校長/副校長 (72, 8%) 2.中層主任 (237, 25%) 3.基層教師 (622, 65%)  

 4.其他 (22, 2%) 
      性別 (N=953)：        1.男 (201, 21%) 2.女(752, 79%) 
      年齡 (N=953)：        1. 25 歲或以下 (75, 8%) 2. 26 至 30 歲 (155, 16%) 3. 31 至 40 歲 (228, 24%)     

 4. 41 至 50 歲 (303, 32%) 5. 51歲或以上 (192, 20%) 
 

 
 

~問卷完，多謝提供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