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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指的是教师个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高度认同感，

并有较高的自我评价。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对内蒙古

锡林郭勒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共计 112 名学生展开实地的调查并对调查对象进行

职后跟踪，以得出职前职业认同感影响其职后职业发展。首先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

汇总处理。其次，从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几个维度切入，重点研究当前该地

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水平的现状和特点，全面剖析其影响因素。同时，分析

影响职后职业发展的因素，从而为促进和发展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打下坚实的

基础。最后，拓展该领域研究广度和深度，全面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素养，为以后

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经过研究，有利地说明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越高越有利

于职业发展，同时，提出提升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性。 

 

关键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职业发展 

 



 II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refers to that teachers 

have a high degree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self-evaluation for the work they 

are engaged in.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112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pecialty in Xilinguole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of Inner 

Mongolia, and makes a follow-up survey on these students after work, so as 

to draw a conclusion that pre-servi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ffects their job 

development after work. Firstly, the collected data are aggregated and 

processed. Secondly, starting from several dimensions of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profess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in this area,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begin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raining. 

Finally,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other scholars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helpful to explain that the higher the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the better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job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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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缘由 

由于在职的幼儿教师在职业精神与专业素养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了幼儿教育没

有按照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有序发展，而造成这种状况与幼儿教师职前的职业认同感

有关。因此，笔者选择了本研究课题。笔者尝试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职前幼

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进行了调查，并且跟踪这部分群体调查他们入职以后职业发展

现状，从而揭示二者的相关性。本研究将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定义为在校接受

幼儿教育专业的职业高中学生，职后幼儿教师为这些职高毕业后直接走向幼儿教师

工作岗位的教师。其职业认同感有利于有效快速的融入新时代教育理念，职前职业

认同感高低将影响职后职业发展。 

目前，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日臻成熟，研究成果非常显著。我们着眼于国

内教育方面的研究，不难发现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很好的发展，依旧处在探索阶段，

体系尚未建立完全。 

1.2 研究意义 

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水平高低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其职后职业的

发展。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水平高，说明职前幼儿教师非常喜欢自己的专业，

对于即将就业的趋向非常明确，从而积极的投入到幼儿教育专业的学习之中，立誓

为幼儿教育事业奋斗终身。本研究通过研究内蒙古锡林郭勒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

112 名学生的职前职业认同感并跟踪研究其职后职业发展问题，揭示二者的相关性。

该做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拓宽了对该领域

深入研究的程度；为以后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价值。 

实践意义：使职前幼儿教师更加关注自身职业认同感内驱力的提升，从而在学

习活动中有目的地提升自己；使幼儿教师能在教学中获得更好的效果；学校基于此，

开展合适的工作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国家和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教育教学制

度时也能有相应的理论参考；为我国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进步指明方向。 

1.3 文献综述 

1.3.1 概念界定 

1.3.1.1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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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两位学者的研究中，这二位学者

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作出定义。最开始，这个概念是在心理学层面上进行研

究的，关注的侧重点放在自我评价上。 

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认同，那么其联系到个人在社会当中的身份问题，着重

强调个人与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个人以何种身份在社会当中自居。在研究时，

过程学说被诸多学者提及，他们往往将认同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交互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不断适应。米德认为，个体应当在社会当中不断发展，与他人发生联系，这样

才能得到社会层面上的认可。 

1.3.1.2 职业认同感 

职业认同感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予以肯定。经过查阅相关资料，

发现在学术界对于职业认同感有不同的诠释。有的学者认为职业认同感是一个动态

的概念，会伴随着实践的变化和主体身份的变更而改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职业

认同感作为一项基本的特征，可以将自己和他人相区别。而区别的方法，应当集中

于对职业的认知与价值评判上。 

国内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的界定，并且学者也大多意见不一。

启哲认为职业认同感是属于心理学的范围，是个人对于自我所从事的职业的积极判

断和评价。陈同军则认为职业认同感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和目标的一种

认识，也就是说对于自身职业持有积极态度和判断。 

1.3.1.3 教师职业认同感 

专家学者对于教师职业认同感这个定义都有所不同。Coldron 指出其大多归属于

教师这个职业外在环境的影响。国内学者魏淑华将职业认同感看成是一种综合体，

是对于自己在社会中角色的肯定性认知。丁洁将职业认同感归结为一种内部的心理

机制，是对于自身社会地位和职能的一种看法和观点。 

1.3.1.4 职业认知  

职业认知是指学生在读书期间通过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领悟，以及通过职业实

训对其所从事的幼儿教师职业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其主要包括对从事教师这一职业

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理解与感悟，除此以外，职业认知还表现为学生对幼

儿教师这一职业的主观感受与看法。或者也可以说，职业认知是学生在从事教师职

业之前对这个职业和未来从事这个职业在主观世界的感受，职业认知在职业认同的

诸要素中居于前提性的地位。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认知有利于良好

的职业情感的产生以及形成坚强职业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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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职业情感  

对于幼儿师范专业的学生而言，职业情感主要是指学生在职业认知基础上对这

个职业的情感体验，例如，喜爱、热爱、无所谓、厌恶等等情感。学生的这种职业

情感与他们对这个专业的情感直接相关。热爱这个职业的学生一定会热爱这个专业，

否则，就会讨厌这个专业。笔者在座谈了解中遇到过这样的学生，由于其读幼儿师

范专业是父母的意愿，所以他们并不喜爱这个专业和喜好这个职业。上课时表现为

不专心、不认真，上课目标不明确，存在得过且过的想法，成为学习上落后学生。

由此可见，学生的职业情感影响着他们的职业动机与职业意志，对他们的职业生涯

也会有重要的作用。职业情感是学生职业认同的最基本的维度，它经常以类似于对

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来体现这个维度的状况：“你是否热爱教师这一职业？”、“你认为

教师这一职业很伟大吗？”、“你是否对你所学的专业很感兴趣？”、“你是否愿意做一

名教师？”，等等。 

1.3.1.6 职业意志  

对于幼儿师范专业的学生而言，职业意志是指学生面对困难与挑战，能否坚持

下去、能否完成职业所赋予的职责的一种心理品质，也指在学生走上教师工作岗位

后，是否有坚持初心的精神与抵制包括金钱与名利等诱惑的心理品质。 

对于幼师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个专业所对应的职业目前在很多地方并不受重视，

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职业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职业却足够艰辛。如果没有坚定

的意志品质，就会在困难面前动摇。这个职业的不受重视，使教师们很难汲取来自

外部的动力支撑，例如，初中、高中教师，由于家长的重视，尽管会遇困难，但家

长的重视与支持确是很重要的外部的动力支撑。而幼儿教师却很少会体验到这种重

视。本文所研究的职业高中的幼师专业学生，他们在教师岗位能否出色完成教学任

务、在岗位获得职业发展，可以通过他们是否具备强烈的职业情感与坚强的职业意

志来体现。 

1.3.1.7 职业准备 

职业准备主要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对成为一名教师所做的一切知识上的准备与精

神上的准备以及一切条件性的准备，比如，一些学生早早地学习考取教师资格证的

课程，一些学生为了做好未来的工作，还考取了育婴师、保育员等资格证书。学生

的职业准备主要通过类似于下列的问题来体现：我在努力完善幼师应有的素质，会

积极参加有关幼儿教育方面的培养活动，我对与幼教有关信息很敏感，与幼儿在一

起交流我会很开心，实习实训使我对幼儿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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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本文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界定 

学术界对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研究一直处在不断的探寻阶段。由于选取的

角度不同，采用的方式不同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是针对职

前幼儿教师概念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概念，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和资料，认为职前幼儿

教师职业认同感是学生入职前对自己所从事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可程度以及进行的积

极、正面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对教师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准备以及职业意

志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1.3.1.9 幼儿教师职业发展 

国内和国外对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概念都有所解释和界定。国外的观点，一

种是指幼儿教师在职后自己的职业发展的历程；一种是对于教师的职业发展我们应

该如何去做，怎样去做。强调幼儿教师教育的问题，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 

纵观国内的观点，各专家也是众说纷纭。孙方明强调在职后，幼儿教师的专业

结构要不断塑造、不断改进和丰富，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

结构教育和调整的教育。唐玉光强调的是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从开始的专业不成熟、不清晰到逐渐趋向于成熟完善的过程。 

1.3.1.10 本文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界定 

笔者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给了如下定义：幼儿教师的职业

发展重在强调幼儿教师专业的提升，是自身主动和被动发展的结合体。 

1.3.2 相关研究 

1.3.2.1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相关研究 

关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现状的研究。王海英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幼儿教师

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幼儿教师现在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现已被视为

教师队伍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正在逐渐游离于教师队伍中。主要是因为幼儿教育

一线工作者薪资报酬比较低，自我效能感比较低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整个

教师队伍群体中声誉也不高，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①王雁从城市和乡村两个维度进

行分析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差异，在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幼儿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比较高，反之，乡村教师职业认同感比较低，主要受城乡二元结构的严重影

响。 

                                                              
①王海英.幼儿园教师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0,,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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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剖析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得出幼儿教师的年纪、

工作年限、工资高低水平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谭日辉在 2009

年对幼儿教师进行了职业认同感调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新手教师和成熟教师在

职业认同感的表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年轻教师因为刚刚入职，没有一定的经济地

位和社会地位，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产生了不幸福感，总感觉幼儿教育工作很乏

味、疲劳，导致效能感下降。丁洁则从幼儿教师的教龄角度出发，纵向研究职业认

同感，发现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师（一般是 10 年以上）职业认同感要高于工作时间较

短的教师（一般在 5 年以下）。研究者苏静在在其研究过程中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高低与他们的薪水、各种待遇有极大的关系。她还指出教师本人的学历是作

用于其职业认同感的主要因素，相对来说高学历的教师职业认同感高些，而低学历

的教师职业认同感低些。 

1.3.2.2 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研究 

笔者针对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现状做了重点分析。夏如波选取了部分农村幼儿

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分析了当前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即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发

展情况和工资待遇情况都较低，教师自己在职业发展的选取途径上比较单一且没有

保障。冯晓霞将幼儿教师队伍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压力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发现幼儿

教师的社会地位相比较其它层级的教师队伍来说相对低下，工资待遇水平也不理想，

这些因素也对幼儿教师团队的打造带来了影响。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笔者将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

结。有社会方面原因、环境方面原因及学校的因素。同时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

素。陈金菊发现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其对自身的工

作认知不深入，只是表面了解，而且对于自身的专业程度更是很少关心。对自身发

展主动性差，只是被动的接受，幼儿教师关于幼儿教育的条件性知识掌握程度不够。

吴荔红将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归因在幼儿教师自身对于职业发展的动机水

平的高低和学校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上。胡金姣在陈金菊

的研究基础上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幼儿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学校开展的专业竞

赛活动也会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再者从幼儿教师的自身角度出发，缺乏一定

的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只是一味的遵循传统的教育方法，不会主动的寻求突破，

改革创新幼儿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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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有研究评述 

通过文献查阅，得出关于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职后职业发展的关系这

一问题的资料相对较少，只是将二者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研究。学者们对于幼儿教师

职业认同感的文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非常多，但是据细化而言，定位在职前幼儿

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而且对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

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认定，大部分都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

多个学者的观点进行整合，有的关注心理学概念，有的注重教育学概念。对于幼儿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是非常多，从内在、外在因素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和

分析，对相关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幼儿教师专业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幼

儿教师的教育水平，无形当中督促着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关于幼

儿教师职业发展的概念性研究，也是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说法，但是大部分解释都

是停留在分类型状态，幼儿教师职业发展包含什么内容。而且与关于幼儿教师职业

发展的实质性研究文献资料相对比较匮乏。在对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

探究时，还未考虑到动态性因素，未仔细对比研究其在入职前后的职业发展，没有

意识到其发展水平是动态的，研究的层面比较单一，不是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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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指的是教师个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高度认同感，

同时也有较高的自我评价。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对内

蒙古锡林郭勒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共计 112 名学生展开了实地的调查并对这些学

生进行职后跟踪调查，以得出职前职业认同感影响其职后职业发展。首先对搜集到

的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其次，从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几个维度切入，重点研

究当前该地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水平的现状和特点，全面剖析其影响因素。

同时，着手分析影响职后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再此进一步分析职前幼儿教师职业

认同感对其职后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研究奠定坚实

和牢固的基础。最后，拓宽和发展此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提升幼儿教师的

职业素养，为以后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经过研究，有利的说明职

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越高越有利于其职后职业发展，同时，提出提升职前幼儿教

师职业认同感内驱力的重要性。 

2.2 研究内容 

（1）明确幼儿教师职前职业认同感的维度； 

（2）通过问卷调查，揭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现状； 

（3）通过问卷调查、座谈及资料查询，了解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现状；   

（4）分析幼儿教师职前职业认同感与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5）提出对策建议。 

2.3 研究方法 

2.3.1 文献法 

笔者通过阅读和查找有关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职业发展等方面文献资料，并对相

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了对教师职前职业认同的四个维度的认识，理清了一

些必要的概念，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数据和相

关方面的保障。 

2.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对内蒙古锡林郭勒 105 名（112 名学生中，有 7 名学生未从事幼儿教师工

作）教师进行入职前后进行调查，发放并回收问卷。问卷主要参考魏淑华老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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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职业认同感量表》，进而编制适合本研究的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职后

职业发展的调查问卷。 

2.3.3 观察法 

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通过对职前、职后幼儿教师的调查个体用感官和辅助工

具去直接观察或间接观察，从而获得资料。这种观察具有目的和计划明确的特点，

另外可重复性和系统性也较强，为扩大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有力说明，启发

人们认识到职前专业认同感影响职后职业发展。 

2.3.4 访谈法 

在本研究中使用到访谈法，其方法就是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通过口头谈话、

沟通的形式来收集关于幼儿教师职前专业认同状况和职后职业发展关系的认证，该

方法有利于深入研究二者关系，并保证资料可靠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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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过程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职前和职后的同一批教师（学生），开展职

前的职业认同感和职后职业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对被试进行观察、跟踪访谈、访问，

最后进行分析，得出职后职业发展与职前专业认同感息息相关，并得出职前职业认

同感影响职后职业发展的结论。 

3.1 问卷调查——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职后职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3.1.1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整体现状 

研究假设： 

鉴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本研究假设为： 

（1）编制《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问卷》，探索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情

况。 

（2）通过当前进行《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问卷》测试，预测当前锡林浩特

市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状况趋于淡薄。 

研究设计：笔者采用问卷法、访谈法与调查法对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整体

现状及其对教师职后职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并精心设置和实地进行有关职前幼

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研究和调查。 

（3）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调查表 

在问卷设计中结合调查对象的特点，设有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

职业准备和职业意志四部分。问卷中共有 18 个项目，其中 1-7 项设为关于幼儿教师

职业认知项目，其中 8-11 项目为幼儿教师职业情感的调查，12-16 项目为职业准

备,17-18 为职业意志的调查项目。本问卷能够突显出作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幼儿教

师在职前职业认同感现状。此外，采用访谈法，首先选定访谈对象，其次结合相关

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访谈调研，最后通过数据表明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整体现

状。 

研究对象描述: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和搜集，对于本研究的职前幼儿教师的被试

做出了筛选，最终确定为锡林浩特市入职满一年的 7 所幼儿园的教师，这些教师都

毕业于锡林浩特市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共计 105 人，以此来关注这部分群体的

在职前对职业认同感的情况，以及职前对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会有怎样的影

响。  

资料搜集与处理：资料搜集与处理：本次调查共发放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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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105 份，收回 100 份，其中 5 份问卷没有完成问卷的调查项目，视为无效问卷，

问卷调查有效率 95.2 ％，满足分析要求。经过对问卷的统计，得到如下教师职前职

业认同的结果： 
 

表 1 教师在校期间职业认知状况统计表 

问题 频数(人） 频率（%）

在校学习期间我很重视与以后教师职业发展有关的问题 24 24 

我坚信我们所学的课程会帮助做一名好幼师 11 11 

我对学校的各门课程都努力学习 15 15 

学校要求的各种技能我都具备 20 20 

我热爱孩子，愿意做他们的老师 13 13 

我认为幼师工作能实现我的自身价值 10 10 

我认为幼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9 9 

合计 100 100 

 

表 1 主要是对在职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的职业认知状况进行的统计，从统计结果

上看，24%的教师选择“在校学习期间我很重视与以后教师职业发展有关的问题”，由

此可见，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高更能促进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 
 

    

    
 

图 1 教师在校期间职业情感状况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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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能做幼儿教师我很自豪,B：爱幼儿、有耐心、责任感强烈,C：谈起今后能

当幼教我很自豪,D：对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师有信心。 

对教师在校期间职业情感状况调查显,图 1 主要是对在职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的职

业情感状况进行的统计，从统计结果上看，53%的教师同意能做一名教师很自豪(图

1A），但是却有 67%的教师不确定自己有耐心、爱孩子和责任感强（图 1B），有 57%

的教师完全不同意在谈起成为一名幼教很自豪（图 1C），只有 12%完全同意作为一

名合格的幼教有信心（图 1D），由此可见，教师在校期间职业情感状况持消极的倾

向。 
 

表 2 教师在校期间职业准备状况统计表 

标准差分析结果 

完全同意 不确定 完全不同意  
 
 

问题 
平均数

X
标准差系

数V 

（%） 

平均数
X

 

标准差系

数V 

（%） 

平均数
X

 

标准差系

数V 

（%） 

我在努力完善幼师应有

的素质 
26 16.98 12 11.45 23 23.46 

我会积极参加有关幼儿

教育方面的培养活动 
43 16.66 44 11.01 44 23.07 

我对与幼教有关信息很

敏感 
33 16.56 62 10.34 55 23.45 

与幼儿在一起交流我会

很开心 
52 16.77 11 10.43 61 23.33 

实习让我对幼儿教育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21 16.97 9 10.26 33 24.03 

 

表 2 主要是对在职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的职业准备状况进行的统计，从统计结果

上看，“教师对与幼教有关信息很敏感”更具有代表性，但是“实习让我对幼儿教育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大家都持不确定的态度。教师“会积极参加有关幼儿教育方面的培

养活动”持消极态度。 

由此可见，幼师在职前准备并不充分，对一些很关键的因素如实习工作和主动

参加幼儿教育活动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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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在校期间职业意志状况统计表 
 

图 2 主要是对在职教师在校学习期间的职业意志状况进行的统计，从统计结果

上看，这些教师在职前的职业意志状况不理想，在调查对象中过半教师完全同意“对

于解决幼儿教育中的问题我有信心”，但在“能克服环境等因素的干扰高效的完成教

育工作”的职业意志项指标中持不确定原因，由此可见，教师的职业意志持消极态度。 

3.1.2 幼儿教师职后职业发展现状 

为了弄清幼儿教师在入职前的职业认同感与职后职业发展的关系，编制了《幼

儿教师职后职业发展状况调查问卷》，结合档案资料查阅、与幼儿园业务领导、与老

教师的座谈，对先前调查研究的 100 名幼儿教师进行了关于职后职业发展调查研究，

在职业发展状况调查问卷中，1-9 题为职业发展动机情况，10-13 能反映出专业知识

方面，14-18 为专业能力方面。在收回的问卷中，有 3 份被视为无效问卷，所以由此

可见，职后职业发展是对 97 名教师的调查，统计情况见下表（教师职后职业发展情

况）： 
 

表 3 教师学历情况统计表 

 专科学历% 高中学历% 

第一学历 96.77 3.22 

最后学历 96.77 3.22 

在读 72.34（N=9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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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调查的 97 名教师中，只有 3 人是职业高中幼师专业的，没有进行学历提

升。有接近 97%的教师其目前正在进行专科的函授学习，2 年后能拿到专科毕业证。 
 

表 4 教师职后职业发展动机状况统计表 

频率（%） 相关程度
问题 

完全同意 不确定 完全不同意 r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感到了自己知识、能力的不足 72 20 8 0.41 

非常渴望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机会 57 25 18 0.93 

如果有提高自己的机会我会倍加珍惜 20 25 55 0.66 

我有主动提高自我的计划（学历、能力等） 29 20 51 0.7 

我没有特殊情况会认真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园本培训 66 0 44 0.51 

在园本培训中我总是很投入 33 50 17 0.13 

我积极提高自己的技能（舞蹈、计算机等） 35 28 2 0.21 

我会主动参加特色课程学习，诸如蒙氏等 60 25 15 0.71 

我主动寻找提升自己的机会并争取获得机会 70 17 13 0.98 

 

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出，有 57%的教师同意“非常渴望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机

会”，并且。更有 70%的教师会“主动寻找提升自己的机会并争取获得机会”而且与之

后职业发展动机呈高度相关。有 50%的教师不确定“在园本培训中我总是很投入”，

认为这与职业发展冬季呈低度相关的。有由此可见，教师们在职后很渴望提高自己，

但学习主动性很低。 
               

 
 

图 3 教师职后职业知识状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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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3，56%的教师不确定自己基本掌握教育教学所需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等

知识，也有 52%的教师没有教育教学反思的活动。由此可见，教师们对自己的知识

掌握情况还是很自信，但是在职后的教育教学中效果却不理想。 
        

 
 

图 4 教师职后职业能力状况统计表 
 

通过图 4，可以看出，教师职后职业能力状况不理想，特别是涉及到专业知识能

力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58%的教师不确定在教学中能有效组织教学、游戏活动。高达

60%的教师不确定在教学中发现幼儿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整体现行

趋势呈下滑状态。 
          

表 5 教师职后职业成长表现状况统计表 

层次 骨干 骨干潜力 合格 勉强合格 不合格 

比例 0 20.0 78.2 1.8 0 

 

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了解，对于目前 97 名教师的专业成长表现有了初步了解，

不合格的教师没有，勉强合格的也很少，绝大多数是合格的层次，有 20%的教师有

成为骨干教师的潜力。 

3.1.3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所做的对幼儿教师职前职业认同感与职后职业发展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

同一批人，因而可以看出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采取的办法是分析职后职

业发展中的各个要素中的前两项与职前职业认同各要素的前两项吻合程度以及后两

项的吻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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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相关性 

对职后职业发展相关性 
相关性 

r p 

职业认知 1 .493** 0 

职业情感 0.04 0.434 

职业准备 2 -.138** 0.007 

职业意志 4 .116* 0.024 

职业发展动机 -0.042 0.412 

专业知识情况 3 .215** 0 

专业能力情况 0.072 0.165 

注：**表示在.01 水平显著相关，*表示在.05 水平显著相关。 
     

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对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见表 9），职业认知、职

业准备、专业知识情况和职业意志的相关系数（p）小于 0.05，说明职业认知、职业

准备、专业知识情况在 0.01 水平有实际意义，职业意志在 0.05 水平有实际意义，都

对职后职业发展有相关性，关联强度（r）分别为 49.3%、-13.8%、21.5%、11.6%。

由数据可知，在校学习期间教师很重视与以后教师职业发展有关的问题，但学校要

求的各种技能教师都不确定自己具备且态度很消极，而对专业知识状况教师不确定

自己完全掌握了幼师教育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及时进行教育教学反思活动。教师自

己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还自信满满，但却不能克服环境的问题来有效的完成教育工

作。 

我们不难看出： 

（1）从总体上看，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是高度相关的，职

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强的，在职后职业发展中表现得也非常好。这也与我们在研

究前的假设高度一致； 

（2）学历情况是教师职业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我们所用来与职前职业认同感对

比的职后职业发展的五个指标中，只有学历这个指标与职前职业认同感相对来说不

高，特别是在后两项的对比中更是如此。这在表面上说明了：职前职业认同感不好

的不一定职后的学历发展不好。而实际上则是，教师在入职后，他们的学历提高是

因为这个职业要求或者跟风使他们不得不为之的一种选择。跟职业认同、跟职业发

展动机等关系不大； 

（3）在专业表现中，因为专业表现的第一项是“骨干”，这一项暂时为 0，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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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前两项相关性不高，实则有极高的相关性。因为教师刚入职一年，没有可能

成为骨干，而据资料显示及园里领导的反应，有近 20 人很快就会成为骨干，这 20

人的职前职业认同表现都非常好。而后两项的高度一致则说明，职前职业认同表现

不好的，在职后的工作中表现一定不会优秀。 

（4）典型案例 

下面通过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影

响。 

杨 XX，女，21 岁，职业高中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幼儿园工作。

在笔者与她交谈有关对幼儿教育的认识时，她的主要观点就是：现在的孩子都是独

生子，孩子不好教，管不好的话容易出问题，所以要尽可能的避免出问题，她所谓

的出问题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受到伤害。在谈及幼儿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时，她只是说

要交给孩子知识。通过交谈，可以看出，这位教师根本没有对幼儿教育形成正确的

认识，所以很难指望她会按照幼儿教育规律对幼儿进行教育。然后，笔者走访了这

位幼儿就读的职业高中，在查看课程设置时，发现这所职业高中开设的课程有文化

基础课，幼儿教育五大领域等专业课程和幼儿教师口语、幼儿教师舞蹈等技能课。

与该教师的班主任了解情况时，该班主任说，目前的很多学生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不

感兴趣，很多人认为没用，根本就没好好学，考试时央求教师划重点，勉强及格就

满足了。职业高中按照要求开设的有关幼儿教育的课程可谓是在知识方面对幼儿教

育的描述，学生不感兴趣、不重视，其实就是职业认同感存在问题，正因为如此，

她们因缺乏必要的知识而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不能按职业要求发现自己的不足，

不能主动地进行自我专业提升，当然也不会按照教育规律完成好本职工作。 

马 XX，女，20 岁，目前担任锡林浩特博苑幼儿园教学园长一职。该被试由于

家里经济条件限制，在高三时选择了毕业后直接就业。马 XX 选择做幼儿教师的主

要原因是要赚钱，因为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所以就选择做了一名幼师。该教师从

她周围的环境中了解到，人们就幼师的主要期待就是让孩子能学到知识，所以，该

教师就主动的学习，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自己的工作，目前该教师已经小有名气，

深受家长的拥护。当笔者与她交流幼儿教育究竟应培养孩子的哪些素质时，该教师

坚持认为就应该教会幼儿知识，这样，到了小学、初中孩子可以在竞争中取胜。该

教师跟前一位教师其实是同一种情况，职前的职业认同感出现了问题，导致职后在

专业努力方向上出现了偏差。 

于 XX，女，21 岁，该教师活泼开朗，喜爱幼儿而且幼儿也非常喜爱这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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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把主要时间都用在了与幼儿玩游戏、与幼儿一起搞活动上了。当笔者问她为什么

要这样做时，她的回答是：孩子应该有孩子的特点，表现在孩子的年龄特点与心理

特点都与小学生是不同的。幼儿的天性就是自由玩耍，在各种游戏和丰富的活动中

他们会有归属感、价值感，会产生想象等思维活动，会形成同伴认知，会学分享，

形成对认知活动、探究活动的兴趣，这些才是幼儿所需要的，有了这些，他们在今

后才会有清冽的学习兴趣，在今后的生活中才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笔者在调查中

也发现这名教师在职业高中就读时就热爱学习，成绩优异。这说明了职前的职业认

同感对职后的专业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访谈研究——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影响 

为了研究职前幼儿教师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积极影响，笔者分

别与 10 名幼儿园优秀教师进行了座谈，了解到了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对职后教师职业

发展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看，这 10 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校就读时学习都

很好，对未来的职业充满了期望，对幼儿教育有正确的认识，职后能主动学习、提

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王 XX，女，20 岁，由于小时候就喜欢当教师，所以到了职高选择了学前教育

这个专业。在座谈中，王 XX 说，她对这个专业的认识是通过学习相关的课程得到

的。原来以为幼儿园老师就是让小朋友平安的度过这段时间，教他们学习语文、数

学、英语一类的知识，使他们读小学的时候能更容易。经过学校专业课的学习，逐

渐认识到，幼儿教育会影响孩子的将来，甚至会影响孩子终身发展。也意识到幼儿

教育不是把小学的教育提前，那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毕业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带

着对幼儿教育的感情和自己在校学到的知识投入到工作中，其各方面表现得到了家

长的好评和认可，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幸福，工作起来更有动力了，更会主动地学习，

努力地提高自己。 

吴 XX，女，21 岁，按照吴 XX 的说法，是“父母的意愿和想法”让她走上了幼儿

教育的道路上，在选择专业时，自己没什么主意，父母认为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

就选了这个专业。在职高第一学期末考试还挂了科，这让自己感觉到了压力，发誓

一定好好学习。从第二学期开始努力学习，逐渐热爱起了所学的专业，特别是对心

理学很感兴趣。从皮亚杰的理论中知道了认识活动是怎样发生的，儿童各阶段的思

维特点是什么；从埃里克森那里又学到了儿童在人格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与冲突，

懂得了如何去培养孩子的个性，从科尔伯格那里知道了道德的形成规律。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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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对幼儿教师应该如何教育有了清晰的认识，也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做一

名出色的教师。现在自己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孩子们也喜欢自己，自己愿意更加努

力，做一个优秀的幼儿教师。 

李 XX，女，20 岁，在座谈中了解到，李 XX 是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在读书

期间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憧憬，因为李 XX 说，她很喜欢小孩，跟幼儿在一起,她会

很开心。在学习过程中，李 XX 对幼儿教师这份工作有了自己的认识，她认为，幼

儿教育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要超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因为，幼儿期是人格

发展、爱好培养和兴趣培育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如果这些发展不好，就会让

孩子在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阶段出现无法弥补的缺陷。而要搞好幼儿教育，作为

幼儿教师就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读书期间李 XX 很努力，各门功课成绩优异。

成为幼儿教师以后，感到了一些家长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自己经过与家长沟

通，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感到很有成就感。 

通过以上的案例，不难看出，良好的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具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如果幼儿教师在校就读时学习都很好，对未来的职业充满了期望，对幼

儿教育有正确的认识，职后就能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具体地说，这种

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3.2.1 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是幼儿教师职后职业发展的动力 

在校期间，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在实习期

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幼儿教育工作的特点和性质，当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高的

时候，就会促进他们选择幼儿教师职业的积极性，从而在入职后就会不断的提升自

我，寻求在专业上的突破和发展。学生职业认同感越高在学习专业时候就会越积极

主动，努力学习教育教学知识，对于自己的效能感也就会随之提高。在入职后，工

作过程中会积极主动，怀着积极的情绪去教育教学，能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现状做

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积极主动的寻找提升职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而且能够经常关

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部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全新理念和发展契机，通过

政策的引导，完成自己在职业发展上的蜕变。 

3.2.2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职业幸福感是一种满足感，是一种对于需要的成就感，当职前幼儿教师在教师

学习和培训过程中取得了较高的幸福感时，会向着幼儿教师工作而努力奋进。在此

过程中，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探究，而不是无所适从，

每天游手好闲。而且对于自身所处的专业以及学习环境都比较感兴趣，为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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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梦想不断前行，立志通过成为一名幼儿教师获得幸福感。毕业后进入幼儿

教育领域，也会将自己的幸福感带到工作岗位中，对于自己的学生总会路露出满满

的幸福感，从而去积极的备课、上课，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喜欢的幼儿教育

事业。当遇到在教学中的问题时，总会想办法解决，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模式去提

升自己的职业发展水平。 

3.2.3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师教学效能感 

职前幼儿教师对幼儿教育的认同感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他们职后对幼儿教育的教

学效能感。较高的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会增强自己从事幼教工作的自信和

决心。即使就业之后，面对身心特点复杂的幼儿和各种复杂的事件，也能做到处事

不惊，临危不乱，从而能结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入职后，这些教师会积

极主动的改善自己对孩子们的印象和态度，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充当孩子们的朋友

和家长的角色，让孩子们感到亲切感和幸福感，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候，通过自己

的努力，运用创造性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与同事相处时也能将自己的负面

情绪抛之脑后，与人和谐相处，善于合作，共同将教育教学工作搞上去。这样长此

以往，自身的教学效能感就会提高，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幼儿教师职业有更加深刻的

认识，能对于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更能够在工作中担当自己的责任

和尽自己的全力。在工作中积极主动，不会将负面情绪带给幼儿和同事。这样的一

种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会让自己的职业发展更上一层楼，充分实现幼儿教师专业

化的提升。 

3.2.4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师的专业理念 

由于职前幼儿教师的高的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师的对幼儿教育事业的理

念，如职前职业认同感高使他们从事该专业工作后，认为工作不仅为人们提供经济

来源，而且幼儿教师的工作让他们保持身心健康，更能在职后中不断提升专业理念。 

3.2.5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拓展 

幼儿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程度会受到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由于职

前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职后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中也会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如

他们会学习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教育政策和策略，也会将幼儿教育学、幼

儿心理等知识和原理渗透到工作中，也会进行新科技、新成果、新理念拓展，也会

进行校本和园本课程的开发、研究和运用，这些将促进幼儿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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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的影响 

职前高的职业认同感对职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起到促进作用。职后工作中，

他们不仅更有耐心，更有爱心，更能够结合幼儿身心发展阶段特点进行教育教学。

工作中，他们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能以发展的眼光积极评价幼儿。同

时能够加强自身修养，提升各方面能力和水平，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教育事业中，

积极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职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会对职后职业发展产生影

响，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3.3 研究结论 

3.3.1 主要结论 

（1）教师职前的职业认同感整体不理想 

教师职前的职业认同感的主要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意志与职业准备

这四个方面，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教师职前的职业认同感整体不理想。教师在职

前的职业认知状况一般，持职业认知的各项指标的积极倾向的大约占所有教师的一

半以上，另有近乎一般的教师在职前的学生时代持消极的倾向。职业情感也大体如

此。职业准备有所好转，当时仍有 40%左右的教师在职前的学生时代持消极的倾向。 

（2）教师职前职业认同感与职后职业发展存在正相关 

通过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职前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是高度相关的，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强的，

在职后职业发展中表现得也非常好。这也与我们在研究前的假设高度一致。 

（3）从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看，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培养很重要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是其职后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

同感的高低影响职后职业幸福感的高低；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影响职后幼儿教

师教学效能感的高低；幼儿教师职后职业技能以及专业知识专业理念的发展受到幼

儿教师职前职业认同感的影响。所以，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高低对职后幼儿教

师职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高更能促进职后幼儿教师职业

发展。针对现任幼儿教师职业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建议加强职前专业认同，把幼

儿教师职前和职后教育连成一个整体，真正发挥职前职业认同感促进职后职业发展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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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本研究创新之处 

1.研究编制的《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调查问卷》可作为对当前幼儿教师职业

认同感研究测量的工作，对研究幼儿教师这一群体职业认同感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2.以往在教师职业认同感研究的方法方面，理论研究居多，而选取实例研究则偏

少。在以往研究中，尤其缺少选取样本多和有深度的实例研究。本研究丰富了实例

研究的结果，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意义和价值的参考信息。 

3.目前，对于教师职业认同感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关于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研

究中，把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和被试对象的居多，而对幼儿教师的研究则较少。

本研究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3.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1.样本代表性问题 

受研究条件以及地域所限，本研究样本仅限于锡林浩特市地区的幼儿教师人群，

其调查结果是否反映了其他地区幼儿教师也具有本研究的特性，即是否具有普遍性

和代表性特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 

2.研究设计方面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很少结合纵向方面的研究,如果能结合考虑被试在一

段时间内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的动态变化就更加具有说服力。在方法的设计方面,

今后可以尝试采用更为先进的观察法、实验法和统计等方法,考虑多个要素间的内在

联系。 

3.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方法不够新颖和独特,今后研究可以采用更为进步和说服力强的调查方法

和统计方法,使多个因素间建立内在的、关系紧密的联系。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对职后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22

第四章  对策与建议 

4.1 学校：大力进行培养模式改革 

对于职业高中而言，其培养目标主要是能适应当地经济建设需要的、有一定技

能的合格的劳动者，绝非高精尖的知识型人才。而目前的职业高中在很大程度上仍

然沿用普通高中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上还是更多强调知识

教学，不够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教育。要加强学生的职前职业认同感，就要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真切的感受到未来职业的实践特点，为此就要进行学生培养模式和课

程设置方面的改革。 

4.1.1 建立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首先，教材建设刻不容缓。目前所使用的教材，更多地突出知识体系内容的建

构，不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进行教材建设，可以采取

科研立项的方式，成立课题组，专门进行教材编写工作。在新的教材没有投入使用

之前，创造性的使用现有的教材，任课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合理的对现

有教材进行必要的删减、增加等方式体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次，增加实习

实践课程的比重。在课程安排上，要增加诸如三笔字、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类

的课程，开设时必须保证课时数和上课的质量。最后，改革课程评价方式，特别是

对学生的学业考察采取“笔试+实践考察”的方式。有一些课程可以采取按权重计算总

分的办法，比如，“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这门课，其中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 70%，教

学设计成绩占 30%。有一些课程可以把考察的结果作为学生的成绩，比如一些技能

类的课程。 

4.1.2 加强理论联系实践教学 

针对学生的特点，文化课和理论课是他们的短板，表现为厌学，理论学习无兴

趣，没有树立教育信念和专业意识。所以我们更应该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例如，

理论课程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模拟教学”方式。在学习中，学生依据岗位进行

实践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增强职业认同感，也为投身幼儿教师职业打下良

好基础。 

4.1.3 建立、完善校内实训机制 

一方面，充分发挥校内实训室和实训基地的优势作用。在学校建立专门的实训

教室，如幼儿园情境模拟教室、幼儿手工教室及一体化教室等，让学生感受幼儿园

教育教学的情境，并在其中学习、揣摩，了解幼儿教育的真谛；另一方面，把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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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渗透于学科课程教学中，在教师进行专业教学时，采取一边讲理论一边让学生

实际运用理论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好这项工作既要让学生学活知识，

能够用知识去理解知识、用知识去解决问题。例如，在讲社会教育理论时，心理学

家科尔伯格提出道德认知发展的“三水平”理论，例如在分析“前习俗水平”时，可以引

出问题----前世习俗水平的特点是道德主体以自我为核心，请学生用学过的理论告诉

老师，这个时期的孩子可能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这是在引导学生运用瑞士心理学

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中的“前运算阶段”这个理论，推知这个阶段的孩子应该

是 6、7 岁之前的孩子，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且以自我为中

心。除此之外，有一些课程，比如设计类的课程、教法等课程，讲完相关理论后就

应该让学生独立进行设计，利用情境模拟教室进行试讲，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解

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4.1.4 尝试建立“在校学习+岗位实训”的培养方式 

（1）与幼儿园建立合作关系 

与当地的幼儿园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学校可以定期到幼儿园为其教师进行免

费培训，作为回报，幼儿园要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岗位实训的机会，让职业高中的学

生走上教育教学岗位，在岗位上体验幼儿教师的角色，这样的职业认同会来得更加

真切，也会更有力的强化学生的学习动力。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结合调查问卷的结果，教育实习对于提高未来教师

的职业发展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因此，职前的教育观摩、实习实训有助于职后的职

业发展，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而清晰教师专业理念，来提升职前职业认同感，

职后职业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建议职前经常性组织在校幼师专业学生进行教育实

习、实践。熟话说“光听不做是假把式”，只有深入幼儿园，只有担当幼儿园一线教

师，只有与幼儿相处，只有亲身深入幼儿园，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幼儿教师的真实工

作。 

（2）丰富指导教师层次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学生实习、实践中指导教师都为大中专毕业本校的学校在

职教师，他们仍以传统的“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为主，她们更多拥有的是理论知识，

而缺少幼儿园实践，不能彻底解决学生的困惑，所以指导教师对职前幼儿教师实习

实践指导并不充分。可见这些职前教师在实践过程中更缺乏来自幼儿园一线教师的

指导。建议指导教师真正来自于一线，来自于幼儿园等实习、实践的场所，除具有

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备经验十足实践知识，能将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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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及时解决职前幼儿教师们的困惑，成为他们在职业发展中的引路人。 

（3）提升实习实践效果 

关于职业教育国家大力提倡，其中“2+1”的教育模式全面推行。“2+1”即学生前 2

年在学校学习，在第 3 年时他们将进入专业对口的单位进行带薪实习，这符合教育

教学规律。 

通过“顶岗实习”的强化职前幼儿教师技能，提高从教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不

断积累经验，感受幼儿教师的职业责任感，从而增强从教信心。 

针对本校目前“顶岗实习”的安排，学生实习时间为三个月，时间短暂，不能彻

底对幼儿教师职业进行深入体验。另外，实习指导老师的安排。由于学校师资有限，

一般担任实习指导老师的都是学校一线教师，由于学校教学任务紧张，实习指导的

过程更多的是考勤管理，所以缺乏对学生真正的实践指导。所以建议，全面贯彻实

行“顶岗实习”制度，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和指导教师的选聘，真正选用那些行家

里手促进学生职后的职业发展。 

4.1.5 教育实践地点多样化 

职前幼儿教师教育实习实践体验越丰富，实践地点越是多样化越有助于职后职

业发展。经过研究发现，98％的学生集中在幼儿园这类机构上，而去过早教中心、

托幼机构的人非常少。这一状况表明 0-3 岁早期教育重视不够。 

4.1.6 教育实践内容全面化 

幼儿师范专业的学生其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何教育教学上，几乎所有

的学生在校期间都会进行此类活动，但是，保育工作却受到了忽视，这说明了目前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重教轻保”的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职业学校

的师资中没有这样的教师。这些内容的缺失，使得他们在真实情境中的能力得不到

有效发展。 

4.1.7 优化教学体系建设 

根据调查问卷和访谈，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存在问题包括，时间不足，学习内容

表面化，书本内容与实践相差较远，教学模式固定化等。所以建议课程设置既要考

虑相对独立的职前教育，又要考虑到职前教育职后的教育相联系的特殊性，使之系

统和连贯,要根据未来工作岗位和教育改革对学科专业知识\技能要求,确定专业课程

设置和教学体系。所以课程中不仅要体现理论知识，还包括专业技能、专业兴趣、

专业爱好的强化。这有利于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有利于职后职业发展。 

幼儿教师面临的教育对象是幼儿，虽然他们年龄小，但我们要关爱幼儿，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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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相信每一个幼儿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立个体，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幼儿

教育观。 

教学有规则但又没有固定的规则。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

利用案例可以让学生反思教学过程，训练学生学会理论与实践相互连接，培养对待

教学认真思考的态度，以便促进专业成长，从而对幼儿教师职业有更加深入认知和

理解。 

4.2 职后教师：素质全面提升 

4.2.1 提升文化素养 

从问卷结果看出，尽管只有 3.22％的幼儿教师学历是高中毕业，其余都是大专

学历，但是，这大都是第二学历。有少数教师不打算提升学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

对不高。目前，锡林浩特市存在低幼教行业的准入现象。该地区私立幼儿园对幼儿

教师的学历要求不高，只要是职业高中毕业，并且有幼师资格证就可以上岗。这样

虽然就业容易了，但缺乏长远打算和职业生涯规划，建议提高职前幼儿教师文化素

质。 

4.2.2 提升职前心理抗压能力 

在校学习期间是各方面素质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不是一段时间的付出和突击，

应该长期投入精力去准备。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鼓励参与集体活动和

小组活动，鼓励担任学生会或班级学生干部，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增长社会经验，

提高心理素质和各方面能力。 

4.2.3 提升专业素养 

就目前而言，虽然职前教育阶段学校的课程开设很多，但是大多数学生在课程

学习中不会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认为学习就是死记硬背，学习中缺少深入和

系统的研究。而正确课程观是使学生激发并维持学习兴趣，注重学习习惯的养成教

育，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服务。所以，针对职前幼儿教师来说树立正确课程观，提升

职前职业认同感以便促进职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4.3 职前学生：强化专业认同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幼儿园越来越多，对幼儿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职前

做好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特别重要。在教育中，引导学生确立职业发展路线，

帮助他们制定切合实际的阶段发展目标。有了目标，才能找到职业生涯道路，为日

后职业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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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注重专业认同引领 

进一步明确幼儿教师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注重专业认同、投入认同的培养。

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应该师德崇高、知识丰富和教育教学水平高。所以，在职前教

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专业认同、投入认同的培养。建议如下：  

第一，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感，教师要有意的让学生感觉到教师的期待并

转化为自己的自我期待。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到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并及时

给予强化，这样，学生就会自信满满的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第二，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的调动。内部学习动机是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最重要

的动力源泉，内部动机的产生主要是内部需要。作为教师，首先要激发学生产生学

习的需要，促使他们自觉和主动地学习，其次要让自己的教学更有质量与吸引力，

最后要引导学生发掘所学知识的意义与实用价值。 

第三，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全新的理念，摆脱被动接受的不良观念的影响，要

学会主动、自觉地学习，要逐渐具有敢于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毅力，获得知识的愿望、

提高能力决心，从而体验成功的愉悦。 

第四，要让学生能够进行自我调适，时刻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状态，采取正确

的方式宣泄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整让自己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4.3.2 利用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幼师学生的职前职业认同感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往往会收到春风化雨的效果，校园文化更是如

此。通过校园文化，可以极大地推进教育的可接受性，提升学生的人文和精神素养，

让学生顺利的形成我们所期待的职业认同感。 

综述所述，通过这样每一阶段的侧重点的不同，职业认同感是职业发展的内在

不竭的动力，教师对职业的认可程度越好，就越有利于他们更加努力进一步有目的、

有计划加强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培养，也为职后他们能够投身幼儿教育事业

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职前职业认同感高的幼儿教师一定可以成为幼儿教育工作中

优秀的年轻工作者。相信他们职后的幼儿教育工作也会蒸蒸日上，相信他们也能在

幼儿教育事业中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4.3.3 激励学生，使之形成职前职业觉悟 

（1）激励学生认识自我，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性格素质，对自己进行全面评估，制定详尽的学习

计划，以便使专业学习更有成效。学生的专业学习成效与学生的主观需要密切相关，

只有学生在主观上有强烈的需要，有明确的对实现教师职业目标的期待，学生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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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有劲头、有拼劲。 

只有学生的需要被激发了，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主体意识，才会形成正确的职

业认同。主体意识的觉醒会让学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作为师范生的自己将会作出

怎样的担当？未来的职业会是什么样的？自己的现状与未来的职业有差距吗？这其

实是学生建构职业认同的开始。作为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你的现状如何？你的

现状所带来的职业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未来的职业对你提出的要求如何？你如何

才能满足未来的职业要求？教师把这些问题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引导学生在学习

活动中作出应答，从而为职业认同感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2）培养学生的职业情感 

最好的老师是热爱，浓厚的职业情感是学生形成职业认同感的重要保证，因此，

为了让学生建立职业认同感，就要从职业情感培养着手。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可以用学生身边的优秀教师来激励学生，培养他

们对优秀教师的良好情感。也可以带领学生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教师的事迹，让学

生对优秀的教师产生敬佩之情，学习这些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他们高尚情操。 

第二，爱读书的习惯的培养。通过读书，会开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换角度看

教师职业。特别是一些教育的专著，可以带领学生走进一个全新的教育世界，既让

学生了解了目前国内外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又会了解到教育的辉煌的过去，

会让学生对教育事业倍感兴趣，产生热爱之情，这是职业认同的有力保证。 

第三，多组织学生参加有利于职业认同形成的活动。比如，可以组织参加教育

名人的讲座，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把名人“请”到课堂，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的方

式“参加活动”。名人的讲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教师这一职业

的神圣与伟大，让学生产生职业理念，形成坚定的教育信念。 

（3）强化学生职业素养 

教师职业的强化不仅是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要具备基本职业技能。因此职

前幼儿教师要加强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促使教育教学技能提高。从以下三个方面

建议加强技能素养着手： 

第一，提高教学技能。教学技能是一名教师能否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必要条件，

是教师职业素养根本。教学技能既包括口语表达能力、教育教学的能力，设计教学

的能力，科学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等。在学校，教师要利用好校内的软硬件资

源，督促学生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技能。例如，让学生独立进行教学设计，设计完

成后要求学生自制课件进行“试讲”，再把教学设计变成说课稿，进行说课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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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二，提高育人能力。对于幼儿教师而言，教育能力比教学能力还要重要，对

于幼儿而言，掌握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形成健康的个性，良好的情感

和健全的人格，为他们生活和将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要了解幼儿的

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幼儿思维发展特点等，将科学理念融入到育人工作之中。 

第三，培养职业技能。作为幼儿教师唱歌、跳舞、绘画能力要培养，传统书写

技能也是要重视，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制作教学视频和慕课课程等现代技术应用的

能力也要重视。 

总之，学校、教师和学生紧密联系，三者互为动力，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幼儿教师身上担当的责任和培养职前幼儿教师职业

认同感的重要性。为了祖国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幼儿教师不断成长与进步，以此推

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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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职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调查问卷 

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问卷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

幼儿教师在对自身及专业工作的感知、理解和认同感。请在试卷上写上您的姓名，

以下共有 18 个陈述句，请您认真阅读，以自己个人感受理解在适当地方框处打√，

其中数字 1-5 具体代表的含义见下，数字越大表示与您本人的感受理解越相符，代表

您同意的程度越大。谢谢您的帮忙！ 

5=完全同意     4=基本同意   3=不确定    2=基本不同意   1=完全不同意 

                                                      5   4   3   2   1           

1 在校学习期间我很重视与以后教师职业发展有关的

问题 

     

2 我坚信我们所学的课程会帮助做一名好幼师      

3 我对学校的各门课程都努力学习      

4 学校要求的各种技能我都具备      

5 我热爱孩子，愿意做他们的老师      

6 我认为幼师工作能实现我的自身价值      

7 我认为幼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8 能做幼儿教育学生，我很自豪      

9 我有爱心、耐心与责任心      

10 谈起成为一名幼师，我很兴奋      

11 我对成为一名合格幼师有信心      

12 我在努力完善幼师应有的素质      

13 我会积极参加有关幼儿教育方面的培养活动      

14 我对与幼教有关信息很敏感      

15 与幼儿在一起交流我会很开心      

16 实习让我对幼儿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7 对于解决幼儿教育中的问题我有信心      

18 我能克服环境等因素的干扰高效的完成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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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   

在这里向您表示万分的感谢，希望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完成这份简单的问卷，

请在试卷上写上您的姓名，不会对您的隐私产生任何威胁，其结果仅会用于论文研

究。 

一、基本资料（请依据个人实际情况打√） 

1.您目前的学历是  —  ？   

A..高中            B.大专在读            C.本科         

2.您目前参加的学历提升层次是  —  ？   

A..高中            B.大专在读            C.本科 

二、职后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5=完全同意          4=基本同意      3=不确定        2=基本不同意      1=完全不同意 

                                                      5   4   3   2   1           

1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感到了自己知识、能力的不足      

2 非常渴望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机会      

3 如果有提高自己的机会我会倍加珍惜      

4 我有主动提高自我的计划（学历、能力等）      

5 我没有特殊情况会认真参加幼儿园组织的园本培训      

6 在园本培训中我总是很投入      

7 我积极提高自己的技能（舞蹈、计算机等）      

8 我会主动参加特色课程学习，诸如蒙氏等      

9 我主动寻找提升自己的机会并争取获得机会      

10 基本掌握教育教学所需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      

11 基本会运用常见的教育教学方法与技术手段      

12 有教育教学反思的习惯      

13 了解与幼儿教育有关的政策法律等知识      

14 能有效组织教学、游戏活动      

15 能发现幼儿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16 能与幼儿、家长有效互动      

17 家长在我的引导下会教育孩子了      

18 根据教育教学实践撰写过教育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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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 

    1、您在读书期间想过未来的工作吗？您对这份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2、如何认识幼儿教师这份工作？ 

    3、您在校期间各门功课成绩怎样？ 

    4、成为幼儿教师以后，是否感到压力很大？压力来自于何处？ 

    5、您是否按照您对幼儿教育的理解对幼儿进行教育？ 

    6、家长们对您理解与满意吗？如果还不满意，您是如何做的？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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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论文经过我的导师的耐心指导以及我的不懈努力完成的。在这段时间内，导

师的谆谆教诲以及对于学术严谨的态度都铭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更是我成长的重要参照和动力。导师在为人以及工作方面都是一丝不苟，认真踏实

的，尤其在学术方面，这也令我受益匪浅。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导师表示我诚挚的

感谢，在本论文一开始的选题直到撰写，整个过程中，导师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导师也都一一给予我帮助，使其得到顺利的解

决。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二字：感谢！ 

同时我也要向其他老师表示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真正做到了为我解惑的为

师之道，你们向我提出的建议，都具有极大的参照意义。还有我的父母和我的同学

们，在这短时间里，没有你们的陪伴和精神上的鼓励，我不会感到如此的轻松畅快，

你们的爱给予了我前进的动力，使我唯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报答你们。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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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名：张亚萍 

性别：女 

籍贯：内蒙古锡林浩特市 

个人简历：2000.09-2004.06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2004.08----至今    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工作 

联系方式：13514797620 

电子信箱：745903289@qq.com 



承  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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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

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

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

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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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

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

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

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