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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里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多

种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等。截止到 2016 年，全国民

办幼儿园在园生可达 2438 万人数，全国公办幼儿园在园生人数为 1976 万人，可见

民办幼儿园在学前教育中的占比之高。而幼儿教师的师资力量会直接影响到一所幼

儿园的办学质量，当前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专业素质堪忧，所以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

的专业发展对整个学前教育工作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自编问卷《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调查》。问

卷包括受调査幼儿教师的基本信息、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

育能力、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激励与评价能

力、沟通与合作能力、反思与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对太原市幼儿园教师以书面

形式进行调查，最终作为分析的依据。

通过对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现状的调査，找出了四个方面的不足:第

一，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游戏活动的设计能力”不足；第二，太原市市民办幼

儿园教师“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不足；第三，太原市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沟

通与合作能力”不足；第四，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自我反思与发展能力”不足。

并根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对民办幼儿教师重视不够，对民办幼儿教师的

职业定位不准确和薪资酬劳普遍偏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办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

提升。第二，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引领欠缺，导致民办幼儿园教师整体素质偏低，

影响了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发展。第三，民办幼儿园自身专业发展不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第四，民办幼儿教师职后培训不

足限制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综合内外因素的考虑，提出了提升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建议：

一是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提升全社会的认知和认可；二是 园所及高校提供科学有

效的专业引领；三是鼓励幼儿教师加强自身对专业发展的追求。

关键词：幼儿教师；民办幼儿园；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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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e-primary Education", it is proposed to place pre-school education in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expand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n various
form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in various
ways; Input; implement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As of
2016, the number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the country can reach 24.38
million, and the number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he country is 19.76
million. This shows that private kindergartens account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teacher strength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a kindergarten.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worrying, so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ntire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questionnaire used in this research is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Taiyuan Civilian-run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ed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he ability to create and use the environment,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and care for one day of life, the ability to support and guide game
activities, the ability to plan and implemen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ability
to encourage and evalua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ve ability,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etc.,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aiyuan City were
investigated in writing, and finally used as the basis for analysi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aiyuan
Citizen-run kindergarten teachers, four deficiencies were identified: first, the
"design ability of game activities" of Taiyuan Citizen-run kindergarten
teachers; second, Taiyuan Citizen-run kindergarten teachers "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 and childcare ability for one day's life; Third,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of the teachers in the private
kindergarten in Taiyuan is insufficient; Fourth, the "self-refl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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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teachers in the private kindergarten in Taiyua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rst, the society does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accurate career positioning and generally low pay for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ich greatly affects the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Second,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for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leads to low overall quality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ird,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eachers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Taiyuan to a certain extent. Fourth,
insufficient post-employment training of privately-run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s limi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re put forward: first,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second, the provision of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ofessional guidance by
parks and universities; The third is to encourage preschool teachers to
strengthen their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Preschool teacher;Private kindergarten;Professional competence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和意义

1.1.1 选题缘由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提出了教育优先的政策，而且把实施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学前教育是幼儿的启蒙教育，幼儿园教

师作为幼儿早期教育的启蒙人，其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发育良好，

甚至影响其一生。教育部出台了有关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文件，指出幼儿教师是专

业人员。目前，太原市到 2015 年底共有幼儿园 640 所，农村小学附设幼儿班 220 个。

在园幼儿总数达 11.4 万余人，公办园中就读的幼儿有近 6万人，占比 52.5%，民办

幼儿园中就读的幼儿有 5.4 万余人，占比 47.5%。从数据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

园的入园人数占太原市总幼儿园人数将近一半，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专业

能力的高低对太原市总体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影响。而且，太原市人民政府

发出文件指出，要不断建成新的幼儿园，规模逐渐扩大，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民办

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当前的情况是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有偏差，幼儿园

准入制度的不规范，最终因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欠缺而导致的学前教育领域状

况频出，对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幼儿的健康快乐成长都有直接影响。因此提高民办

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和整体素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以“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查看了将近

十年的相关文献，筛选出关于“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文献近二十余篇。对

文献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类、整理。找到不足之处并对太原市民办幼儿园

教师专业能力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从而能根据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对太原市民办

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1.1.2 选题的意义

就目前情况而言，太原市民办幼儿园在整个早期教育中会担任不可或缺且重要

的位置，虽然现在对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研究视野有多个角度，但是大部分

也只是停留在理论方面的研究 , 而且很多都是在研究公办园教师专业能力的现状

或是公办园和民办园结合比较教师专业能力，关于只研究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

现状的论文和期刊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对于这种现状 ,希望本研究对相关领域贡

献自己的的一点力量。并且在民办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现状调查的结果中，找到民

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缺失的原因，从而能对症下药，以此来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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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

1.2 概念界定

1.2.1 专业能力

杨洁教授认为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其中包含创造性、能动性与内发性。

还认为能力是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应对自然、社会挑战的机智，也指人创造性地

运用自己的智能与潜力来突破种种实践瓶颈的精神能量。对教师来说，专业能力是

除去专业知识的储备和专业技能的娴熟，在应对模糊、多变、复杂的教育情境中展

示出来的专业智慧与主体性力量。
①
本文提到的专业能力是解决问题、拥有创新精神、

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能力。

1.2.2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是指幼儿园教师胜任其工作所要有的必要能力，不仅要

有具备专业知识，还要有掌握知识的技巧与能力，在一定情况下还要表现出教育机

智。
②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包括教师的专业技能、知识、情感态度、教育理念、反思

能力，还有教师的职业规划、家园合作、师幼互动、同事沟通合作这些方面。所以，

本文结合《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的七个方面：

“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教育活动

的计划与实施、激励与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为参考进行分析调查研究。

其中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包括我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活动环境、我常利用

社区、家庭的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等问题；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包括我能严

格按照一日生活保教常规开展活动等问题；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包括我能够

引导幼儿顺利进行游戏活动等问题；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能力包括制定我经常灵

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方式等问题；激励与评价能力包括我可以在幼儿

游戏中起到激发、支持的作用等问题；沟通与合作能力包括我通常很了解并知道幼

儿在想什么等问题；反思与发展能力包括）我会尽力抽取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例如，

通过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多参加专家的讲座，以此来学习。

1.2.3 民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认

为民办幼儿园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

① 杨洁.能力本位：当代教师专业标准建设的基石.教育研究,2014,10,79-85.
② 刘丽琼、蒋俊华.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正式编制.中国教育学会基

础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 2012 年学术年会论文选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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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其次《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则认为幼儿园的概念是“幼

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幼儿园适龄幼儿一般为3周岁

至 6周岁”。所以在这里把民办幼儿园定义为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以 3至 6周岁学前儿童为主要招收对象并

对其实施正规保育和教育的学前教育机构。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前教育的不仅政府非常重视，而且人民也非常认可。与

此同时，美国对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也比较偏重。所以美国一些教师专业标准制定

及认证机构，比如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制定的幼儿教师教育标准，认为一名

幼儿园教师要具备促进儿童的发展和学习；构建家庭和社区的良好关系；通过专业

技能为幼儿及其家庭提供支持；用持续有效的方法与家长儿童建立联系；运用内容

知识结构构建有意义的课程；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要有相关早期儿童教育的实践经

验。还有制定了《幼儿教师职业准备标准》和美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 2010 年制定

的《优秀幼儿教师专业标准》都认为幼儿园教师要了解孩子、因材施教、能够家园

合作、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反思的能力。
①

澳大利亚《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基本围绕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实践与专

业参与三个方面七项教师专业标准展开，把儿童发展理论与研究的知识与了解所教

的儿童作为首要的标准内容。
②

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注重幼儿早期教育的，1949 年颁布了《教员许可令》明

确规定教师必须要有委任证书，不然是没有办法从事教师行业的。2002 年 6 月 24 日

出台“关于提升幼儿园教师素质”的报告，对于幼儿园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认为

幼儿园教师应具备 8种能力：

1）.理解幼儿、综合指导幼儿的能力；

2）.具体的保育构想和实践能力；

3）.拥有长的领域和作为职员集团一员的协调性；

4）.需要特別教育幼儿的对应能力；

① 刘思博、冯晓杭.美国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与启示.长春教育学院学

报,2015,21,127-128.
② 索长清、但菲、张梦涛.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幼儿教师专业标准述评.教育评

论,2016,7,14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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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小学、保育院联合的推进力；

6）.与家长和社区关系的构建能力；

7）.发挥园长等管理职能的统串能力；

8）.对人权的理解；

日本关于幼儿园教师所具备的专业能力里包含对人权的理解也是值得我国借鉴

学习的。
①

英国非常重视幼儿园教师素质，通过职前培训教师应具备专业知识与理解、技

能与特性、关键教学领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且还出台了早期专业教师认证标准，

其标准为：具备专业知识并理解、能进行有效的教育活动实践、与儿童有良好的互

动关系、同儿童的家人和照顾者进行交流与合作、有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与时俱

进并具备创新精神。
②

新西兰特别注重幼儿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也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发

布了适用于职前教师的“新西兰师范类毕业生标准”，入职教育的“幼儿园新教师

专业标准”，在职教师的“注册教师专业标准”。其中新西兰师范类毕业生标准中

幼儿园教师的实践能力包括要利用专业知识设计安全、高质量教学环境和根据学生

表现有针对性地促进其学习去两个方面。
③

由此可见，国外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注重的是了解幼儿、家园合作、教育实

践活动的能力、团队协作和反思创新能力。其中新西兰在幼儿教师不同发展阶段制

定不同的专业标准，不搞一刀切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3.2 国内研究

1.3.2.1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构成

笔者通过查阅书籍，参阅多篇论文、期刊发现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构成大概

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国家颁布了政策文件；二是理论研究者对专业能力的探究；三

是对于幼教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的要求。

国家颁布了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主要是为了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并且能培育出优秀

高素质的幼儿教师队伍。《专业标准》中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能否合格做出了相

① 刘欣茹.日本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制度及其启示.河北大学,2005.
② 梁红梅、董雁.英国教师职前教育和培训对我国的启示.中国校外教

育,2014,12,343-345.
③ 徐利智.新西兰幼儿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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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标准，让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对自己专业能力的发展与评定有了明确的指引方向。

其内容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3 个维度，其中专业能力又分为

七个方面：一是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二是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三是游戏活动的

支持与引导；四是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五是激励与评价；六是沟通与合作；七

是反思与发展。这七个方面也充分凸显出幼儿园教育保教结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的特点，其内容占整个文件条目的将近一半，足以见得幼儿园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

专业能力。

为响应《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号召，江苏省教委于

1999 年 6 月制定了《江苏省幼儿教师职业素质基本要求》(试行),作为使用、考核和

培训幼儿园教师的依据。提出了幼儿教师要八会（会说、会写、会画、会唱、会弹、

会舞、会做、会用）和五种能力（观察、记录、分析幼儿活动的能力；制定教育教

学计划的能力；组织教育活动的能力；做好家长工作的能力；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

能力），其中会用是能操作、使用电化教育技术（录音机、投影仪、电脑、录像机

等），会使用幼儿园的各种图书、资料和教育设施设备。这对幼儿教师的能力有了

新的定义。

理论研究者对专业能力的探究：康建琴在《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框架的初步

构建》中把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分成六个维度（一是了解幼儿；二是环境创设；三

是活动设计与组织；四是教学策略；五是资源利用；六是专业发展。），十四个标

准。
①

步社民对于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进行了分类，他把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划分为

不同类别，又进行了三级划分。并且他认为幼儿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一开

始是教师要学会观察、了解、分析儿童，还要具备观察的技巧；其次是要用合适的

方式介入幼儿让幼儿接受教育信息，并行之有效；之后是与幼儿进行沟通协调，具

备沟通协调的技能；最后是对教育的整个过程进行监控和评价，评价之后的结果让

我们对幼儿的了解更深入，也能反思和改进我们的教育教学环节，使教育的过程更

加出彩。教师在教育儿童的时候一定是要各环节紧密相连，交织在一起的。
②

刘启艳根据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特点把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分为四个层次：一是

生存技能；二是五大领域（语言、健康、社会、艺术、科学）的教学技能，具备教

幼儿听、说、读、写、儿歌、舞曲、弹琴、跳舞、唱歌等；三是课程开发与设计、

① 康建琴.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框架的初步构建.继续教育研究,2007,3,109-111.
② 步社民.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技能.师资培训,2005,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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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评价的技能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自我认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四

是具有教育科研能力。她根据幼儿教师在幼儿园的保教活动把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

分为六个方面，其中包括幼儿保育、幼儿园环境创设、幼儿游戏设计与组织、幼儿

教师语言交际与沟通、幼儿行为观察记录并诊断、幼儿教师合作学习等技能。
①

叶丽则通过大面积的调查和理论分析认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分为十个方

面：教学能力、评价幼儿的能力、教学资源开发能力、与家长合作的能力、与幼儿

沟通的能力、教学评价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教学反思能力、与同事合作的能力、

维持常规的能力。
②

徐群认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中更重要的应该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交

流与沟通、了解儿童等心智技能，而弹、唱、跳、画、讲故事等操作性技能则没有

那么重要了。
③

结合各个幼教理论研究者的观点可知，教育教学的能力、了解观察幼儿的能力、

自我反思的能力这些对于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其次是课程开发、

教科研等能力。

幼教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的要求：在面对幼儿园一线工作时，部分学者对幼儿

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又有了一些要求。张轩在基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教

师培养的思考》中提出了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要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游

戏实践教学能力、保教综合能力。
④

彭兵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总结为六个方面，他认为弹、跳、唱、画、说是幼

儿教师的必备技能，而真正的教育技能是：创设教育环境、设计与实施教育活动展

家长工作的技能、进行教育评价、开展个别教育、深入教育研究。
⑤

在《幼儿教师专业技能众人谈》中，杨明慧、钱君秀、彭丽娟、金洁等人认为

幼儿教师要会基本的弹、跳、画、唱、写技能。其中钱君秀认为幼儿教师还应该具

有“慧眼”，要了解儿童和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彭丽娟认为幼儿教师还要跟上时

① 刘启艳.幼儿教师专业技能探析.生活教育,2013,8,93-95.
② 叶丽. 重庆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现状调查研究.西南大学,2008.
③ 徐群.再议“幼儿园教师专业技能”—基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思

考.江苏教育研究,2014,12,50-54.
④ 张轩.基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教师培养的思考.教育教学论

坛,2016,45,279-280.
⑤ 彭兵.对幼儿教师专业教育技能提高的思考 ——兼谈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策略.

当代学前教育,201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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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掌握使用多媒体和人际交往的技能，还要成为反思型教师。岳亚平还提出幼儿

教师应具备教育智慧。金向民提出教师应具备正确的教育教学技能观和先进的教育

理念。
①

宋晟把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分了七个维度：观察了解幼儿的能力、班级管理

能力、创设利用环境的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开展家长工作的能力、教科研能力、

一般知识、技能素养。
②

幼教工作实践者认为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的高低要具体表现在其日常工作中，

对幼儿、对家长、对教学、对专业成长都要有能力和反思。

综上所述，不管是国家政策文件和相关理论学者以及幼儿园一线教师实际需要

的能力都要求幼儿教师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技能，比如唱、跳、画、弹等，但是目前

更看重的是幼儿教师综合教育技能，如组织教育教学能力、环境创设能力、家园合

作能力、反思能力、对于新媒体的整合使用和具备教育智慧。这些政策文件、相关

理论学者和一线的幼教工作者对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都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

1.3.2.2 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研究

我国学前教育中“民办幼儿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于民办幼儿园教

师专业能力方面的研究和调查还是少之又少。即使有少数写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

力的文献也是和公办园作比较或是写农村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专业发展。宋晟对民办

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的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处于一

般水平并且各个方面发展不均衡。申瑛在对延吉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调查

时发现，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差是因为教师职后培训缺乏针对性、幼儿教师自

身素质较低、幼儿园没有严格把控幼儿教师的准入机制造成的。刘显廷认为幼儿教

师专业能力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政府、幼儿园、教师本身三个维度造成的。潘慧凝就

陕西省安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调查，认为该地区民办幼儿园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

择、教学方法的运用、自我反思能力方面都需要做出大大提升。杨定亮还发现对于

进贤县民办幼儿教师来说，影响其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有政府、园长、教师、培训

机构等几方面的因素。

① 杨明慧、钱君秀、彭丽娟、金洁、顾玉华、岳亚平、金向民.幼儿教师专业技能众

人谈.早期教育,2004,11,12-14.
② 宋晟.民办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现状调查研究 ——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早期教

育,2015,9,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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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因素的研究

对于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因素方面，理论学者们也做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陈金菊认为，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有幼儿园规章制度、幼儿园的组

织氛围、教师文化。且认为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没有影响的是幼儿园园长的领导风

格和园所的支持系统。
①
胡芳芳，桑青松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

行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幼儿教师的职

业认同感越强，对待工作的态度就越高涨。
②
尹玉玲提出，幼儿教师将幼儿教育当作

“保姆型”教育、可有可无的教育、没有压力的教育等这些认识方面的不足是影响

职业素养提升的三大误区。
③
黄绍文在研究中从专业认同度不高、职前教育不完善、

在职成长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等三个方面指出幼儿教师专业的现实困境。
④

整理了相关文献，大概将影响幼儿园专业能力的因素分为这几个方面：国家层

面、幼儿园层面、社会层面、幼儿教师职前培训、幼儿教师职后培训、教师本身。

而且研究发现，幼儿教师在不同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困扰，这些影响因素也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

1.3.2.4 提高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策略的研究

研究文献整理可知，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的策略主要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

从内部来看，陈蓉晖和张茜萌认为幼儿教师的反思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幼儿教

师的专业能力。外部来看，很多文献都立足于政府、社会、幼儿园这三个方面来研

究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在政府和社会方面，政府要出台对幼儿教师职

前和职后培训的扶持政策，保障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没有后顾之忧。幼儿园

方面，幼儿园要注重园本培训，培训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幼儿园的管理层也要有正

确的管理理念，努力加强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针对幼儿教师职前和职后培训方面，

职前培训要关注幼儿教师教育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改革，使专业技能课和幼教基础理

论课相结合，一步步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在职后培训中，重注教师反思和教

① 陈金菊.影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环境因素之研究.广州:广州大学，2007.
② 胡芳芳、桑青松.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心理与行为

研究,2013,5,666-668.
③ 韩影、邹山丹、王薇.黑龙江省公办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政策及其效果分析.学前

教育研究,2014,12.
④ 黄绍文.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学前教育研究,20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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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能力，把幼儿教师树立成一名专业人员。而且高校也可以和幼儿园合作，建

立实践基地，实行研训一体化制度，更高效的推进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

1.3.3 研究综述

总而言之，各个国家对幼儿园教师所具备的专业能力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

析。虽然各国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理念各不相同，但是对于发展早期教育，必须使幼

儿教师专业化并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而且大多数都强调教学实践能力，促进幼儿

不断发展的能力和自我专业发展的能力。

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影响因素无非就是幼儿园、社会、政府、教师本身。民

办幼儿园这几方面的因素影响更是非常大，而且民办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我

们要对太原市的民办幼儿园进行走访调查，了解详情，总结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

专业能力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问

题。

1.4 研究设计

1.4.1 研究目的

通过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水平，同时结合访谈、

观察对教师专业能力深入了解，分析当前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其

原因，探讨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途径，提高她们的专业能力水平，并且提高幼

儿园的教学质量，保证幼儿的健康发展。

1.4.2 研究方法

1.4.2.1 文献法

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有关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相关文献，对这个领域的国内研

究和国外研究进行分类整理，梳理出有关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构成、影响因素、提

升对策等几个方面。全面掌握有关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相关研究，发现本领域的不

足之处，结合现实情况为研究作好铺垫。

1.4.2.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自编问卷《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调查》。问

卷包括受调査幼儿教师的基本信息、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

导能力、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沟通与合作能

力、反思与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由笔者下发给太原市 7所民办幼儿园进行调查，

为能尽量收回有效问卷，多以幼儿教师午休或是闲暇时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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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访谈法

通过问卷调查，再结合各个园所的园长和幼儿教师进行访谈，以方便了解太原

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现状和不足。也能弥补对问卷调查数据的不足，提高

调查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对幼儿教师的访谈内容包括:对于幼儿园教师应该有哪些专

业能力、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组织幼儿一日生活与保育能

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游戏活动支持与引导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环境创设与利

用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激励与评价幼儿的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沟通与合作

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反思与发展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在幼儿园执教期间参

加过那些培训、您认为本幼儿园的工资待遇如何等；对于园长的访谈内容就包括：

园所进行招聘幼儿教师的要求有哪些、园所对幼儿教师会有哪些职后培训、有专门

针对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吗、您认为本园所的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如何？有哪些

方面是最弱的这几个问题。

1.5 调查设计

1.5.1 调查的对象

本研究对山西省太原市 7 所幼儿园的 167 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并作为研究

对象。实际发放问卷 167 份，回收问卷 16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0 份，有效问卷的

回收率为 95.80％.被调查教师的基本情况见表 2-1。

表 1.1 幼儿教师基本情况分布表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0

160

0%

100%

年龄

20 岁以下

21～25 岁

26～30 岁

31～40 岁

40 岁以上

5

98

43

12

2

3.12%

61.25%

26.87%

7.5%

1.25%

教龄

1 年以下

1～5 年

6～10 年

11～20 年

21 年以上

22

115

18

5

0

13.75%

71.87%

11.25%

3.12%

0%

最终学历

中专(含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10

58

90

2

6.25%

36.25%

56.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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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专业

学前教育

师范类其他专业

师范类专业

其他专业

128

8

13

10

80.00%

5.00%

8.12%

6.25%

幼儿教师资格证
有

没有

145

15

90.62%

9.38%

收入(工资+奖金)

1000 以内

1000-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0 以上

2

30

90

28

10

1.25%

18.75%

56.25%

17.50%

6.25%

1.5.2 调查的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工具是采用自编问卷《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调

查》，调查问卷可分成三个部分。1~7 小题是调查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的基本情况，

为第一部分；8~14 小题是幼儿教师根据《专业标准》的七个维度对专业能力的自我

评定，为第二部分；15~17 小题是排序题和多选题，作为对第二部分的其他因素的补

充调查，为第三部分。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采用五等级计分，非常符合的分值为 5，

比较符合的分值为 4，不确定的分值为 3，不太符合的分值为 2，非常不符合的分值

为 1。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对比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得出的分值越高就表明

其专业能力的水平越高。

1.5.3 问卷的信度检测

为了保证本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也为了检验并评估调査问卷的可靠性，保

证研究的有效性，本研究通过 SPSS 可靠性分析。

表 1.2 问卷信度分析

维度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 0.816 52

本文利用 SPSS20.0 软件对问卷进行了可靠性分析， Cronbach＇ s Alpha 值为

0.816，该值大于 0.7，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1.5.4 问卷的效度检测

表 1.3 问卷效度分析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 Meyer- Olkin度量 0.824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方卡 2917.848

df 1326
p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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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度方面，本文利用 spss20.0，用最大方差法进行了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

验，Kaiser- Meyer- Olkin 度量值为 0.824，该值大于 0.5，因此本问卷具有良好的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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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现状的调查

2.1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现状分析

2.1.1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调查，其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情况可见表 1.1。其

中，就性别方面，女性幼儿教师占比竟然是 100%，所调查的园所中没有一名男性幼

儿教师；年龄方面，园所中 21-25 岁和 26-30 岁的占很大一部分，占比为 88.12%，

说明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师资趋于年轻化；教龄方面，10 年以内教龄的的幼儿教师

占到了总数的 90%以上，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园园内缺少骨干教师的引领；学历方面，

93.75%的幼儿教师的学历是本科文凭；是否持有教师资格证方面，绝大部分的幼儿

教师是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的，但仍有少部分的幼儿教师未取得，由此可以看出，

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准入制度还需严格把控；收入方面，大部分的幼儿教师的月收入

在 1000-3000 元左右。

2.1.2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现状分析

2.1.2.1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总体分析

表 2.1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4.224 0.675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 3.817 0.905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 3.522 0.662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 4.247 0.678

激励与评价 3.893 0.805

沟通与合作 3.579 0.752

反思与发展 3.406 0.914

总分 3.813 0.770

如表 2.1 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整体的专业能力是略高于平均水平，

其中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两项较强，分值分别为

4.247、4.224，沟通与合作能力、反思与发展能力、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的相比

其他的是偏弱一些，其中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的反思与发展的分值垫底。

2.1.2.2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环境的创设和利用能力的分析

表 2.2 幼儿教师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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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活动环

境。
4.396 0.589

（2）我能掌握并协调好幼儿园一日生活安

排、游戏与教育活动、环境创设、幼儿保育

和班级管理。

4.302 0.682

（3）我能够通过环境布置为幼儿提供活动

方向。
4.219 0.636

（4）我常利用社区、家庭的资源为教育教

学服务。
3.979 0.794

总分 4.224 0.675

表 2.2 可以看出，分值较高的是幼儿教师的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为 4.224。

就这几个维度来看，对于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活动环境方面幼儿教师的能力最

强，分值为 4.396，掌握并协调好幼儿园一日生活安排、游戏与教育活动、环境创设、

幼儿保育和班级管理位居第二，分值为 4.302，能够通过环境布置为幼儿提供活动方

向，分值为 3.979，但常利用社区、家庭的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的能力存在不足，分

值为 3.979。

2.1.2.3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的分析

表 2.3 幼儿教师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1）我知道怎么处理幼儿鼻出血、咽部异

物、割伤等常见意外事故。
4.042 0.794

（2）我能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的

各个环节。
2.177 1.589

（3）我能严格按照一日生活保教常规开展

活动。
4.469 0.58

（4）我经常不断提醒幼儿遵守规则，养成

良好的习惯。
4.583 0.66

总分 3.817 0.905

表 2.3 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还有待加强，

其中对于幼儿的突发情况比如鼻出血、咽部异物、割伤等的能力在几个维度中处于

偏弱，分值为 4.042。可侧面得知，幼儿园应加强对幼儿教师的卫生保健知识的培训。

最需要幼儿教师提高的就是能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分值仅为

2.177。通过访谈有教师提到“每天能按照幼儿园的安排一日流程活动进行下来就很

不错了，繁琐工作那么多”（教师 A），从分析数据和访谈中可分析到太原市幼儿教

师对于幼儿的日常活动安排过于流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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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的分析

表 2.4 幼儿教师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分析表

表 2.4 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的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处于中等

水平。其中对各游戏活动环节的设计显得自然、连贯的分值最低，从访谈和平时的

在园观察，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对幼儿的游戏活动设计时经常忽略幼儿的主观

游戏体验、游戏环节缺少联系或是过渡僵硬、游戏情节的缺少等问题。“我很想带

孩子们开心的游戏，但幼儿们总是对安排的游戏活动缺乏兴趣或是玩几次就不玩了”

（教师 B）这从侧面反映出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游戏活动设计能力有待加强。

2.1.2.5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的分析

表 2.5 幼儿教师教育活动的计划于实施能力分析表

表 2.5 可以看出，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是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比较突

出的一项，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的几个分项中分值普遍偏高，在实地的调查和观

察中，太原市民办幼儿教师擅长至少一门艺术，如绘画、弹琴、手工的能力和对选

择接近幼儿生活的活动内容普遍比较得心应手，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园认为教学工

作很是重要。还需要提高的是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方式的能力，在

访问观察中有教师说“我也很想给孩子们用心设计每一个教学活动，可是每天工作

维度 M SD

（1）游戏活动中幼儿能够自由选择游戏材

料和玩具。
4.302 0.713

（2）我能够引导幼儿顺利进行游戏活动。 3.685 0.624

（3）我能为幼儿提供充足、有趣的游戏材

料。
3.237 0.603

（4）我对各游戏活动环节的设计显得自然、

连贯。
2.865 0.711

总分 3.522 0.662

维度 M SD

（1）我经常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

的教育方式。
4.125 0.637

（2）我通常会根据本班幼儿的特点来确定

一些具体、容易观察的活动目标。
4.167 0.61

（3）我尽量选择接近幼儿生活的活动内容。 4.417 0.675

（4）我擅长至少一门艺术，如绘画、弹琴、

手工等。
4.281 0.791

总分 4.247 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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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就只想睡觉啥也不想干了”（教师 C），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日常工作量

偏大。

2.1.2.6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激励与评价能力的分析

表 2.6 幼儿教师激励与评价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1）我可以在幼儿游戏中起到激发、支持

的作用。
4.042 0.695

（2）我在评价幼儿时，经常使用观察法、

作品分析法、谈话法等方法收集相关信息。
4.198 0.643

（3）教学中经常对幼儿的行为表现做出准

确详尽的评价。
3.25 1.133

（4）我会定期、有针对性地对全班幼儿进

行评价，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
4.083 0.749

总分 3.893 0.805

表 2.6 可以看出，激励与评价能力是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中较弱的

一项。分值较高的是可以在幼儿游戏中起到激发、支持的作用、评价幼儿时，经常

使用观察法、作品分析法、谈话法等方法收集相关信息、会定期、有针对性地对全

班幼儿进行评价，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分别为 4.042、4.198、4.083 ，其中

教学中经常对幼儿的行为表现做出准确详尽的评价，分值为 3.25，说明幼儿教师在

激励与评价工作中应更加注重科学的方法和高效的时间管理。

2.1.2.7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分析

表 2.7 幼儿教师沟通与合作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1）我通常很了解并知道幼儿在想什么。 2.396 1.061

（2）我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活动环

境。
4.354 0.632

（3）我经常会邀请家长与幼儿一起参与幼

儿园的活动。
3.295 0.643

（4）我经常与其他老师共同讨论专业方面

的问题。
4.271 0.672

总分 3.579 0.752

表 2.7 可以看出，合作与沟通能力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德分值为 3.579，分

值相对较低。其中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活动环境、经常会邀请家长与幼儿一

起参与幼儿园的活动、经常与其他老师共同讨论专业方面的问题三个维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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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4、4.333、3.295。在实地调查和访谈中得知，每个班级都有班级微信群，平时

教师们布置一些任务和孩子们进行学习打卡等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进行互动。还

有一些园所师徒结对的办法来帮助新手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

园教师师与师之间、家园合作的沟通与合作能力还是处于积极状态的。分值较低的

幼儿在想什么的问题，分值是 2.396，说明幼儿教师对幼儿的了解还需要加强，侧面

反映出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师幼互动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1.2.8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反思与发展能力的分析

表 2.8 幼儿教师反思与发展能力分析表

维度 M SD

（1）我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目标和计划。 4.177 0.649

（2）每天我都会认真反思自己的教学工作。 2.958 1.104

（3）我非常关注学前教育领域内的新理论、

新思想。
2.125 1.163

（4）我会尽力抽取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例

如，通过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多参加专家的

讲座，以此来学习。

4.365 0.742

总分 3.406 0.9145

表 2.8 可以看出，反思与发展能力维度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分值为 3.406，是幼

儿教师专业能力中分值最低的一项。其中我会尽力抽取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例如，

通过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多参加专家的讲座，以此来学习，为 4.365，说明太原市幼

儿教师普遍希望通过学习与进修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其次是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目

标和计划，为 4.177，说明太原市幼儿教师在一定层面注重自己工作的专业发展。分

值最低的是对学前教育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关注，每天认真反思自己的教学

工作。访谈和观察中，普遍有幼儿教师说到“其实自己很想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

成为骨干教师或是专家型教师，但是自己每天辛苦过后，家长首要关心的还是孩子

在园所有没有磕碰、吃饱没、老师有没有惩罚你等问题，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保姆”。

这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教师职业认同感低和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定位有

偏颇。

2.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2.1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现有问题

表 2.9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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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取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七个方面中各维度的最低分值进行比较得知，太原

市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存在专业能力存在游戏活动的设计不足、一日生活

的组织与保育能力不足、沟通合作能力不强、反思与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

2.2.1.1 游戏活动的设计不足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游戏活动的策划与引导能力得

分为 3.522，在几个维度中处于中上位置。“游戏活动中幼儿能够自由选择游戏材料

和玩具”的得分为 4.302;“我能够引导幼儿顺利进行游戏活动”的得分为 3.685；

而“我对各游戏活动环节的设计显得自然、连贯”这个题得分最低，为 2.865。从中

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游戏活动的设计不足。在实地调查和观察中发现，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对幼儿的游戏活动设计时经常忽略幼儿的主观游戏体验、

游戏环节缺少联系或是过渡僵硬、游戏情节的缺少等问题。比如:在一次户外游戏活

动中，教师组织幼儿进行躲避球的游戏。该教师在进行游戏前，只是对幼儿们讲解

的游戏的规则和玩法，没有对此次游戏活动做任何趣味性的导入，很明显幼儿对此

次的游戏活动热情并不高涨。在活动中教师也没有对躲避球这个游戏进行难度升级

等，幼儿在教师的组织下玩了几次就很快失去了兴趣，甚至有幼儿跑出队伍去

进行其他活动了，教师看到这种情况就草草收尾。在此次活动中幼儿没有得到相应

的发展，教师也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这都与教师在游戏活动的设计方面不足导致

的。

分值

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我常利用社区、家庭的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 3.979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我能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

节）

2.177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我对各游戏活动环节的设计显得自然、连贯） 2.865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我经常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

方式）

4.125

激励与评价（教学中经常对幼儿的行为表现做出准确详尽的评价） 3.25

沟通与合作（我通常很了解并知道幼儿在想什么） 3.295

反思与发展（我非常关注学前教育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思想）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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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不足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分值

较其他几个维度偏低，为 3.817。“我能合理安排和组织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的分值为 2.177，得分最高的题项是“我经常不断提醒幼儿遵守规则，养成良好的习

惯”，平均分为 4.583；其次是“我能严格按照一日生活保教常规开展活动。”，平

均分为 4.469；平均分处于第三位的是，“我知道怎么处理幼儿鼻出血、咽部异物、

割伤等常见意外事故”，平均分为 4.042。从中可以看出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一

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方面存在尚不足。通过观察和访谈得知，在一日生活中，

盥洗活动始终贯穿其中，使用的频率最多，一天高达 7-8 次，入园、入厕、喝水、

吃饭等都要洗手。但是教师对于培养幼儿认真洗净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往往不能把握最佳契机。又如：午餐后幼儿漱口较马虎，只是机械完成任务，有的

幼儿总是忘记漱口，需要老师提醒。据调查，还有对于幼儿每日两小时的户外活动

的标准未能严格执行，且幼儿游戏的自主性和游戏时长都有提升空间。过渡环节的

消极等待或者时间紧张，教师在组织一日活动时组织形式单一，在实施过程中引导

力不够等问题。据调查得知大部分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时间在 1~5 年之间，此阶

段的教师为新手教师，在新手教师面对安排幼儿一日生活与保育时，通常是应接不

暇的，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还有部分教师没有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也

对幼儿一日生活的合理安排有所影响，并不能对幼儿进行保育和教育想结合的教育

活动。在访谈中发现，如前文教师 C所提到的幼儿教师对于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安

排与设计区域流程化，不会结合本班情况进行调整，认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和

幼儿的安全照看到就可以了。可见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保育和教育的知识储备

不足和教师专业理念和态度需要改变，造成这种现象与外界对民办幼儿园教师工作

专业度的认知差异和要求有一定影响。

2.2.1.3 沟通合作能力不强

在上述的现状研究中，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在其他几个维

度中属于中间水平，分值为 3.838。“我通常很了解并知道幼儿在想什么”得分为

2.396，是几个维度中分值最低的；其次是“我经常会邀请家长与幼儿一起参与幼儿

园的活动”得分为 3.295；“我经常与其他老师共同讨论专业方面的问题”的得分为

4.271，是其中得分最高的一项。在实际调查和观察中，太原市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普

遍年轻化，园所内提供住宿，很多教师住在一起沟通比较方便，经常会一起备课、

学习和探讨本班幼儿发生的一些实际案例，这种氛围促进了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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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些幼儿园还推出了师徒结对方案，让园所里比较有经验的教师去帮助新手幼

儿教师，以此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但是在“我通常很了解并知道幼儿在想什么”

这一题项中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分值最低，并且在实地观察中发现师幼沟通时，

教师并没有做到师生平等互惠，喜欢对本班幼儿一刀切并没有关注幼儿的个性特征，

对幼儿进行高控管理。在区域活动时，成为了很多教师自我放松的时间节点，对幼

儿的观察、了解和对幼儿的活动支持和引导视而不见。在对教师的访谈中得知，幼

儿教师在日常组织教学工作中也是按照自己的备课流程去执行，对于幼儿出现的一

些偶发事件不能机智面对，往往选择置之不理，甚至对这些幼儿持有偏见。“我们

班某某幼儿真是难管，我让他干啥他偏不干啥，总是与其他孩子不一样”（教师 D）

在访谈中说道，可见幼儿教师在平日里没有深入去了解幼儿，往往按自己的主观想

法来评价幼儿，忽视了幼儿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并且在师幼互动中幼儿不按教师的

意思进行活动，教师就会马上禁止或是不予理睬，这很不利于师幼之间的互动更不

能真正的了解幼儿，做到因材施教。其次，虽然民办幼儿园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和合

作方面处于积极状态，但在访问和观察中发现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与家长之间的

家园合作只是进行一些日常的互动和园所下达任务需要家长参与等，基本停留在表

面的沟通。而对于幼儿的成长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并不是很多或者沟通不畅。在

一次幼儿园教师访谈中，有教师说到自己班上的一名幼儿，该幼儿从小是老人带养，

身上出现了许多老人带养造成的典型行为。在一日活动中经常会发生攻击性行为，

教师与家长进行沟通想办法让孩子改掉这种行为，但是家长很不配合，认为自己的

孩子的这种攻击性行为是因为别的小朋友去挑逗他家孩子所以才发生的。教师几次

沟通无果，就放弃了与家长的沟通，日后对该幼儿也差别对待。这个事例可以发现，

幼儿教师积极与家长进行沟通合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自身缺乏沟通方面的经

验，在沟通时不能把控家长的心理和育儿观，也没有相应的沟通技巧，结果导致了

数次沟通无果。

2.2.1.4 自我反思与发展不足

在上述的现状研究中，可以发现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反思与发展能力在几

个维度中处于中间位置，分值为 3.406。“我非常关注学前教育领域内的新理论、新

思想”的分值是最低的，为 2.125；其次是“每天我都会认真反思自己的教学工作”

平均分为 2.958；该维度下平均分最高的是“我会尽力抽取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例如，

通过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多参加专家的讲座，以此来学习”，平均分为 4.365。从以

上情况可知，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自我专业发展方面还有待提高，大部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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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按照幼儿园的流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确保孩子没有安全事故就很满足

了，很少主动对幼儿园的相关工作进行探索和研究。但是幼儿教师要自己的专业领

域有所成长，需要教师对自己的工作经常进行自我反思，在平时的教学活动或是一

日环节中她们很少去反思也没有认识到反思对自己专业成长的重要性。根据实地调

查与观察，很多教师对于撰写感想、教案、日记、总结、内省式反思等文字材料的

反思方式很是反感。如果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教师撰写反思日志等材料时，教师们

为完成任务去网上进行搜索和复制，此时手绘的教师反思日志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即使有部分教师做到自我反思，反思的内容也多停留在描述和交流经验方面的问题，

对一些自己教学方面的技巧或是见解很少能谈到。教师对于自己工作的反思不仅仅

是一种单纯的经验，更是一种在自己或是他人的教学活动中见解与思维，能在工作

中发现问题所在从而有效解决，是教师走向专业成熟的必由之路。目前太原市民办

幼儿园会让教师书写提交一些反思类的日志等等，但是没有对教师应该反思什么问

题，反思运用什么方法，面对问题的解决策略等都没有做到针对性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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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现有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可知，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对山西省的教育处于引领地位，

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分析可知也达到了的中等水平，但是仍然有许多

需要改进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两个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

部因素包含有幼儿园管理、社会环境、政策方向、及理论指导等方面，而内部因素

包含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与发展、专业能力、专业意识等方面。了解了这些问题成

因，才能有效采取措施，有针对性的解决来提升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

3.1 社会对民办幼儿教师重视不够

3.1.1 社会对民办幼儿教师的职业定位不准确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本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在实际社会背景和现

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在义务教育上投入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学前教育的重

要性在幼儿一生的发展中大部分的人认为做用微乎其微。而且对于幼儿教师这一职

业认识也是有很大出入，觉得幼儿教师就是高级保姆，没有专业性，只要能照护好

孩子就可以了。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幼儿教师只要有爱心、耐心、照顾好幼儿的一日

生活、给幼儿一些简单启蒙的知识传授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幼儿教师是整个基础

教育教师团体中地位最低、处于弱势的群体”在研究和访谈中有园长明确说到，在

当前社会现状中民办幼儿教师也很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一些制度保障，这与社会

各阶层对幼儿教师职业的定位不准确有很大关系。

3.1.2 民办幼儿教师的薪资待遇低

根据上诉的调查结果得知，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下的幼儿教师占总数的 90%以上，

绝大部分的幼儿教师的月收入在 2000-3000 元。和其他基础教育的教师相比，民办

幼儿教师薪资待遇基本是最低的，而且职称评定、补贴、编制等制度都不太完善，

幼儿教师平时的工作繁琐，这极大地降低了幼儿教师投身民办幼儿园的积极性，也

使的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幼儿教师师资在民办幼儿园容易流失。而且这样的薪资

待遇，很多男性选择做幼儿教师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造成了幼儿教师相比其他行

业来说专业能力有性别之分。

3.2 民办幼儿教师缺乏专业引领

3.2.1 民办幼儿教师的招聘制度不完备

现在的幼儿教师准入制度情况是公办幼儿园教师对教师进行统一招考，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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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历、教师资格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都有相应的考核。而民办幼儿园需要考

虑运营成本、招生情况、教师流动性大等综合因素对幼儿教师的准入制度相对比较

宽松。

3.2.2 专业理念的偏差对实践工作的影响

思想决定行为，教师的行动中一定蕴含着自己的专业信念和理想。所以教师对

本专业的理解直接影响着自己的日常实践工作。

首先，保教结合是幼儿园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幼儿教师专业能力中的其中一

项，更是幼儿教师在日常工作重要的两项任务。对于两者的平衡或是更偏向哪一方

则影响了教师在工作中的重心转移。如今，家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公办园明文规定禁止幼儿园“小学化”。然而民办幼儿园为了迎合家

长的这种心理，招收更多的学生导致民办幼儿园“小学化”趋势非常明显，被家长

牵着鼻子走。所以有些幼儿教师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传授幼儿文化知识上。有部分

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园的工作中保育工作更重要，相对于过多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幼儿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等才是值得重点培养的。所以幼儿园保育和教育

的平衡和如何协同发展都是值得我们商榷的问题。

其次，关于重专业技能还是重教育理论基础。在幼儿教师在高校对学前教育专

业学习期间，绘画、舞蹈、声乐等技能课程是每个幼儿园教师必学的课程，并且在

日后的工作中也是不可缺失的必备技能，甚至某位幼儿园教师在某一方面的专业技

能尤为突出会在工作中受到部分优待。而教育理论基础，如：教育学、心理学、教

育心理学等课程在工作中的运用是比较内隐的，表现性偏弱一些。在实践中工作中，

那些学历高的幼儿教师和学历偏低一点的幼儿教师在专业能力上并没有很大的悬

殊。高学历的幼儿教师一般在实践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技能往往比中、大专学历

的幼儿教师要差一些，原因就是高校在培养本科幼儿教师比较偏重教育理论基础，

导致在真正的实践工作中高学历的幼儿教师出现了理论与实践想脱离的现象。职前

教育奠定了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重专业技能还是重教育

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日后培养幼儿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是否专业认同。对于社会大众普遍的对民办幼儿教师

带有“有色眼镜”，认为民办幼儿教师就是“保姆”，对待孩子教育没有什么太大

的教育性，认为民办幼儿教师不应该算作专业人员。在进行调查和访谈中发现，甚

至有些民办幼儿教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也是没有很大的职业认同感，这就很容易产生

职业倦怠。所以，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增强专业性，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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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变成一名专业人员。并且要打心眼里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职业无高

低贵贱之分，只有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的专业才会努力让自己的专业能力更上一层

楼，不断地去发掘学前教育的博大精深和美妙之处。这样，越来越多敬业的幼儿教

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社会大众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识和认可有所改观。

3.3 民办幼儿教师自身专业发展不足

3.3.1 民办幼儿教师知识素质与能力素养不足

首先，现在的民办幼儿园大部分的幼儿教师第一学历是大专，虽然近几年学前

教育专业的本科率有所增加，新手幼儿教师第一学历为本科的幼儿教师数量不断增

多，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民办幼儿教师在理论知识的储备普遍比较少，尤其是

一些教研、科研、反思等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其次,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职培训缺乏针对性，很多培训都是行于表面，对

实际的工作帮助不大，也使得很多教师并没有自觉去进行专业能力的提升。

最后，由于幼教工作的特殊性，幼儿教师既是家长、老师、还是保育员，导致

教师的角色认知混乱，进而影响了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

3.3.2 民办幼儿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意识不强

调查结果显示，民办幼儿教师在反思与发展中，大部分民办幼儿教师表示有明

确的专业发展目标和计划，并且有条件的话，希望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比如阅读更

多的理论书籍，听专家的讲座等。可见很多幼儿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积极态度，

也希望自己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发展。根据调查可知，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认为

幼教工作不需要科研，那都是专家学者才能干的事情。而且对幼儿园所要撰写的教

案、反思日志、活动总结、反馈信息、感想等都有排斥心理，很多都是上网复制粘

贴。还有一部分民办幼儿教师对自身职业定位较低，认为保证幼儿安全健康，完成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就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自身专业能

力发展丝毫没有诉求。《标准》中特别强调幼儿教师要有反思能力，即对教学、教

研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现实需要和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3.4 民办幼儿教师职后培训不足

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文件来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来保障幼儿教师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权利。但是很多进修机

会和专项教育活动的拨款都是在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更多的只是在本园

所由园里有经验的教师去培训，而且很多培训内容对幼儿教师日常工作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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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升其自身的专业能力发展更是无足轻重。

再者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层为了控制成本，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培训不是很

重视。据调查发现，太原市民办幼儿园对于幼儿教师的培训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

幼儿园组织外出培训，而能够有机会参加这种培训的教师都是园所内比较有经验的

教师，数量还有限。普通教师根本没有机会参加，这就导致了园所内大部分的教师

专业发展受限。还有一种是园所内培训，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一些政策文件或是教学

案例进行分析，大部分教师都视为一种任务，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涨。即使有时候

会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培训，也是理论性太强不能直接用来实践，缺乏具体性的指

导。对于《标准》中幼儿教师应具备的七个专业能力的专项指导和培训更是凤毛麟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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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高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建议

根据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现有问题和原因分析可知，要提高太原

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要从内外因结合发力。为此，研究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4.1 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

单单一己之力或是小范围的改变很难引起人们对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可，只有国

家政府积极引导，多在媒体上宣传幼儿教师的正面形象，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幼儿

教师的专业性、不可替代性、重要性，这样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也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幼教行业，重视幼教专业性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学前教育进

入一个良性循环。

4.1.1 提升薪资待遇，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

幼儿教师薪资待遇低让很多的人都不愿意从事幼教行业，包括一些本专业的学

生毕业后都分分转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现在出去干什么不比在幼儿园工作挣

得多，而且还不用操那么多心。”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对自己薪资待遇和工作强度的

不满。所以要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首先政府要建立针对民办幼儿园合理

的激励制度，让更多的幼儿教师坚守在自己的一线岗位上，可以将幼儿教师的专业

能力与薪资奖励挂钩，提高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其次政府和各级各类教育

部门对民办幼儿园实行专项培训基金，让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教师参与培训；最后，

政府还要设置专项的科研基金，鼓励民办幼儿教师积极参与科研工作，制造浓厚的

学术氛围。

4.1.2 民办幼儿教师职业晋升渠道的完备

公办园的幼儿教师晋升渠道明确，而民办幼儿园在师资力量、晋升渠道、教学

实力上都有一定的差距，很多优秀幼儿教师挤破头进公办园多是奔着编制待遇。首

先我们可以弱化这种区别，以发展平台、薪资待遇、专业性高等条件来吸引幼儿教

师进行社会流动。其次，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针对民办幼儿教师职业

晋升渠道，包括岗位晋升、职称评定、职业发展等，让更多的幼儿教师选择留在民

办幼儿园工作。最后，可以提供不同时期幼儿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让幼儿教

师更加清晰自己的专业发展也能更好的理解幼教工作。

4.2 园所及高校提供科学有效的专业引领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大多是在高校习得，在幼儿园继续补充发展的。幼儿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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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对我国幼教水平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发展幼师专业能力需要高校和幼

儿园同心同德、积极探索，共同推进。

4.2.1 优化高校学前教育课程改革

据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技能在其工作岗位上不能有效应用，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高校在培养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时就有所偏跛。很多高校在

教育理论基础知识和一些专业技能上设置了很多课程，并且教育理论基础课和专业

技能（绘画、舞蹈、钢琴等）都是由专业的学科老师来教，这就导致了高校学生只

知理论的现状。即使高校有实习要求，短短半年甚至三个月的实践经历，并不能为

幼师积累较多有用的经验。因此，高校毕业生成为一名一线幼师时，专业的知识和

技能不能联系实际，做不到融会贯通，出现很多力不从心的事。针对此现状，相关

高校应加强这方面的的改革。首先，高校教育课程体系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一

些专业技能课（绘画、舞蹈、钢琴等）和幼教基础理论课相结合，使学科之间的割

裂感减弱，争取做到所学皆可用。其次，多增加通识性知识的学习，对幼儿教师知

识的要求更多的是博而不是专。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知道科学、人文、自然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而高校几乎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这就导致了幼儿教师知识的缺

失，因此，培养幼儿教师的院校需要增设相关课程。最后，高校需要增加实践课程

的设置。很多学前教育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往往纸上谈兵，都是因为理论与实践想脱

离的关系，我们在培养幼儿教师的时候可以用先理论学习，再实践，再理论，再实

践的模式，让学前教育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可以去幼儿园或是托幼机构去实践活动，

并且还要做好督查工作，使这个模式真正对培养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有所帮助。

4.2.2 切实落实专业标准

《标准》的颁布为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素质质量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建

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幼儿教师的院校、幼儿园、幼儿园教师对于教师的培养、管

理或是自身专业发展进行参考。但是据实际调查发现，无论是院校、幼儿园、教师

本身都对《标准》中专业能力的七个维度的要求未落到实处。很多幼儿园教师对于

专业能力的理解都是很粗浅的，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反思与实践。所以第一，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幼儿教师培育院校和行业协会应该大力宣扬《标准》，让一线

教师、园长、幼儿教师培育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知晓此文件。第二，园所和高校要有

针对性《标准》解读的培训或是专题培训，指导学前教育学生或是幼儿教师的专业

能力，从职前和职后都一贯性的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进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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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严格执行幼儿教师招聘制度

在民办幼儿园中，教师的招聘准入制度相比公办幼儿园的要弱很多，虽然大部

分的幼儿教师都是持证上岗，但其中也不缺乏没有教师资格证也能进入幼儿园工作。

每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都影响着幼儿园的办学质量。所以，在聘用幼儿园教师的起

始环节就应该严格把关。

在聘用幼儿园教师时，必须做到持证上岗，幼儿园的管理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践经验和多年的社会经历，对每一位应聘者鉴别，看是否适合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幼

儿教师，尤其是要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方面，如爱心、耐心、责任心等做出考量，这

样才能保证后续工作的开展。

4.2.4 提升幼儿园管理水平

幼儿园管理层的管理制度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的高低也有一定的影响。许

多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制度不合理，造成了幼儿教师工作的滞后性和人员流动，大大

降低了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所以民办幼儿园要有健康科学的管理模式才能有助于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发展。首先，幼儿园的管理层要积极学习各种管理类知识、

深入探究专业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理念，积极取得幼儿教师的认同和跟随，

进而影响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其次，幼儿园要为教师提供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和条件，鼓励幼儿教师多去参加一些提升专业能力的活动和培训并采取一定的激励

和考评制度。最后，支持幼儿教师进行学历提升和继续教育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

能力的提高。

4.2.5 加强民办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

在实际的幼教培训中，很多进修机会和专项教育活动的拨款都是在公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教师能参与国培、省培、市培这种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首先，各级各

类教育行政部门还有当地政府要为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培训采取专项拨款或是政策扶

持，省级示范幼儿园的骨干教师和幼教专家要形成巡讲团队，对本地方的民办幼儿

园进行针对性培训。其次，最可能实现的算是园内培训，所以各个民办幼儿园应该

重视本园所内的有效培训。现在很多民办幼儿园对于教师的培训都是基于一些政策

文件或是教学案例进行分析，对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专项系统的培训少之又

少。因此，民办幼儿园应有系统全面地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制度与体系，针对

性的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进行指导。还应该对不同教龄和专业能力的教师分阶

段培训，新手教师更多的去培养教育教学、家园合作、与幼儿沟通等方面的能力。

成熟教师让其以研究性教师的目标努力，骨干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靠齐。最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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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老带新的制度整体提高园所内教师的专业水平，通过一些问题导引，对教师在教

育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指导。

教科研的能力对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民

办幼儿园在职后培训中也应当重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尤其是一些骨干教师。要提

高幼儿园教师的教科研的能力，首先得让幼儿教师意识到教科研能力对于自己专业

发展的重要性，其次可以联合教育管理部门、幼儿教师教育院校、幼儿园对幼儿教

师培训科研方法论，让幼儿教师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学会用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自

己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得幼儿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并能形

成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4.3 鼓励幼儿教师加强自身对专业发展的追求

意识决定行动，只有幼儿教师自身对自己的专业水平有一定诉求才能积极推动

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幼儿教师加强自身专业的追求。

4.3.1 幼儿教师树立专业发展意识

有人说过：“信心和理想乃是我们追求和进步最强大的推动力。”幼儿教师要

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理想和精神，充分认识到自己实践工作的特殊性（保育与教育

相结合），认可自己是一名专业人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态度，时刻保

持专业发展的意识，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从业人员。但是据实地调

查发现，很多幼儿教师由于一些外界的评价对自己职业定位不准确，甚至表现出对

这个行业的无奈，这都是不可取的。所以，第一，国家和社会要不断提高幼儿教师

的社会地位。第二，幼儿园要营造一个温馨、愉快的工作环境，减少幼儿教师的工

作量让其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专业发展。第三，幼儿教师要保持教育信念，从自身

去树立专业发展的意识。

4.3.2 幼儿教师积极提升专业能力

《标准》的颁布让幼儿教师有了自身专业发展的基本依据。首先，幼儿教师应

深入学习和理解《标准》中专业能力的七个维度，结合自己的一日工作不断实践、

反思、创新。其次，制定自己独有的专业发展规划，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通识性知

识，积极进行自我评价。将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的爱岗敬业体现在方方面面，

坚持终身学习，加强和同事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主动参加教师各种职业培训和自主

研修，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另外，借助现代化教育手段，提升专业水平。

第一，幼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运用于幼儿的课堂教学中，用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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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方式拓宽幼儿的视野并启迪其思维，更好地完成课堂教学。第二，地方教育

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利用信息平台，将各种幼教学习资源进行共享以用来提升幼儿

教师的专业能力。第三，幼儿教师本身也可以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灵活运用各种

学习平台来进行自我学习不断发展自己的专业水平。最后，幼儿教师可以利用慕课、

直播、社交平台进行交互式学习，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补充手段。

4.3.3 幼儿教师形成自主反思习惯

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自身不断地学习努力才能有所进

步。而能有自主反思的习惯，对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经验+反思=

成长”这个公式是很多幼教人所熟知的，我们只有时刻保持思考，不断进行反思，

对保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并不断自我监控，为

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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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太原市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您好:

在如此繁忙的时间里非常感谢还能填写此调查问卷。本调查问卷主要是对太原

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展开调查，此问卷为匿名问卷，问卷中题目的答案无

对错之分，也无任何意义上的测验或评价，并不针对个别幼儿园或教师个人，仅为

研究所用，所有的回答都被严格保密。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希望能得到您的支

持，谢谢!

1.您的性别(单选)

A.女

B.男

2.年龄(单选）

A.20 岁以下

B.21～25 岁

C.26～30 岁

D.31～40 岁

E.40 岁以上

3.您的教龄(单选)

A.1 年以下

B.1～5 年

C.6～10 年

D.11～20 年

E.21 年以上

4. 您的最终学历(单选)

A.中专(含高中)

B.大专

C.本科

D.研究生

5.您所学专业(单选)

A.学前教育

B.师范类其他专业

C.师范类专业

D.其他专业

6.您是否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单选)

A.有

B.没有

7.您目前的收入(工资+奖金)单选

A.1000 以内

B.1000-2000

C.2001-3000

D.3001-4000

E.4000 以上

8. 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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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 经

常灵活运用

各种组织形

式和适宜的

教育方式。

（2）我 通

常会根据本

班幼儿的特

点来确定一

些具体、容

易观察的活

动目标。

（3）我 尽

量选择接近

幼儿生活的

活动内容。

（4）我 擅

长至少一门

艺术，如绘

画、弹琴、

手工等。

9. 组织幼儿一日生活与保育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 知

道怎么处理

幼 儿 鼻 出

血、咽部异

物、割伤等

常见意外事

故。

（2）我 能

合理安排和

组织幼儿一

日生活的各

个环节。

（3）我 能

严格按照一

日生活保教

常规开展活

动。

（4）我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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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断提醒

幼儿遵守规

则，养成良

好的习惯。

10.游戏活动支持与引导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游 戏

活动中幼儿

能够自由选

择游戏材料

和玩具。

（2）我 能

够引导幼儿

顺利进行游

戏活动。

（3）我 能

为幼儿提供

充足、有趣

的 游 戏 材

料。

（4）我 对

各游戏活动

环节的设计

显得自然、

连贯。

11.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 能

为幼儿提供

安全、卫生

的 活 动 环

境。

（2）我 能

掌握并协调

好幼儿园一

日 生 活 安

排、游戏与

教育活动、

环境创设、

幼儿保育和

班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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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 能

够通过环境

布置为幼儿

提供活动方

向。

（4）我 常

利用社区、

家庭的资源

为教育教学

服务。

12.激励与评价幼儿的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可以

在幼儿游戏

中 起 到 激

发、支持的

作用。

（2）我在评

价幼儿时，

经常使用观

察法、作品

分析法、谈

话法等方法

收集相关信

息。

（3）教学中

经常对幼儿

的行为表现

做出准确详

尽的评价。

（4）我会定

期、有针对

性地对全班

幼儿进行评

价，及时调

整自己的教

育策略。

13. 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通常

很难理解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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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在 想 什

么。

（2）我能为

幼儿提供安

全、卫生的

活动环境。

（3）我 会

邀请家长与

幼儿一起参

与幼儿园的

活动。

（4）我 经

常与其他老

师共同讨论

专业方面的

问题。

14. 反思与发展能力

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 有

明确的专业

发展目标和

计划。

（2）每天我

都会认真反

思自己的教

学工作。

（3）我非常

关注学前教

育领域内的

新理论、新

思想。

（4））我会

尽力抽取更

多的时间来

学习，例如，

通过阅读一

些 相 关 书

籍，多参加

专 家 的 讲

座，以此来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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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以下影响教师队伍稳定的主要因素中按重要性进行排序【排序题】

A.待遇太低

B.幼儿园内部管理问题

C.工作压力大

D.家长要求高

E.社会地位不高

F.专业发展机会少

G.同事关系紧张

16.您希望幼儿园能做哪些方面的改进【多选题】

A.工作回报

B.幼儿园管理

C.工作环境

D.人际关系

E.添加玩教具

17.您所在的幼儿园组织教师学习交流的方式【多选题】

A.专题讲座

B.听课评课

C.园级交流

D.外出观摩

E.进修培训

F.一般不组织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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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访谈提纲（教师用卷）

1. 对于幼儿园教师应该有哪些专业能力？请举例说明

2. 您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3. 您组织幼儿一日生活与保育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4. 您游戏活动支持与引导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5. 您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6. 您激励与评价幼儿的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7. 您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8. 您反思与发展能力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原因是什么？

9. 在幼儿园执教期间参加过那些培训？

10. 您认为本幼儿园的工资待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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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访谈提纲（园长用卷）

1. 园所进行招聘幼儿教师的要求有哪些？

2. 园所对幼儿教师会有哪些职后培训？

3. 有专门针对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吗？

4. 您认为本园所的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如何？有哪些方面是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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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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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匆匆岁月，怀念过去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涯。这三年时光里，我也从一个青涩

的少女慢慢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追求的大人了。回首往事，曾经在校园里的种种

事迹仿佛就在眼前，心里五味杂陈。舍不得同窗三年的同学、耐心教导的所有老师。

我之所以能高效完成自己的论文离不开我的导师徐炜霞老师的悉心教导，从论

文开始之初的选题、改题，还有开题报告、资料整理到论文最终的的撰写都是徐老

师您的谆谆教诲。正因为您严谨治学、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

丰富的实践知识，刻苦钻研的研究精神使我受益匪浅。您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影响着

我，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道路上我也要时刻向您看齐，不断深化自己的专业能力。

这里也非常感谢亲爱的母校山西大学，正是学校环境优良，浓厚的学习氛围，

让我在这三年时光里收获了知识，习得了美德，感受到了欢乐。在我的心底永远藏

着母校的音容，感恩所有的一切。

在我的求学道路上少不了来自父母无条件的支持，感恩我的父母一直以来默默

付出。当我有小脾气的时候，也是给予我最大的宽慰，重来也不用我考虑除了学习

以外的事情。有你们在我的身后，我的内心无比的踏实。女儿无以报答，唯有用一

个又一个新的成绩回报你们。

还有所有调查过的园所和积极配合的老师们，没有你们的支持与耐心作答，还

有对幼儿负责任的教导，让我能按时完成论文的撰写。

话已至此，曾经的同窗今后也要各奔东西，祝大家前程似锦；祝所有教导过我

的老师桃李满天下；祝母校更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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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高雅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柳林县

个人简历：2013.09-2017.07 山西工商学院 学前教育

2017.09-2020.07 山西大学 学前教育

联系方式：

电话：18435178108

电子信箱：7673196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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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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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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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