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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学前教育逐渐引起国家的关注，民办幼儿园不断发展，数量逐渐

增多，而教师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的频繁流动会对幼儿园建立一个

稳定的教师队伍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影响民办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阻碍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正是从这样的社会现实出发，聚焦于上

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行为，从幼儿园教师行业内部入手，选取了上海市 6

所民办幼儿园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上海市民办幼儿

园教师的流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探究民办幼儿教师频繁流动的

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并且提出有效稳定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对策。笔者采用

了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共发放了 180 份调查问卷，最后共回收了 166 份有效调

查问卷。此外，笔者还对样本幼儿园的部分教师及园长进行了访谈。调查数据显

示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低，福利待遇差；教师工作压力大，成长机会少等是造成

民办幼儿园教师频繁流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从政府、幼儿园、教师等三个方面提

出应对策略：一是政府要落实制度保证，确保教师权益；二是民办幼儿园要提高

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完善师资培训机制；三是民办幼儿园教师要明确自身职业生

涯规划，增强自身职业认同感。

关键词：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教师；教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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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tate.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ve been developing with increasing
Numbers, and teachers are the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equent personnel exchanges make kindergartens unable to form
a stable group of teachers with long-term goals, and lack of long-term
planning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frequent flow of preschool teacher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t is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low behavior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Shanghai, from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dustry,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6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of flow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Shanghai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has carri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probing into the cause of the private preschool
teachers frequently flow and the impact of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of stable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rough issuing 180
questionnaires and collecting 166 valid one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a total of
20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managers. The survey data show that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ve low salary and poor welfare; Teachers
work pressure, growth opportunities are less frequent private kindergarte
teachers flow is an important reason. Therefor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kindergarten and teachers.
Seco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should improve the salary and welfare of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teacher training mechanism;Third,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clear their own career planning,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Private kindergartens;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teach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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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

1.1.1 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研究的背景

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我国国民教育的短板，而民办幼儿园又是学前教育的短板，

民办幼儿园在我国众多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九大报告中也提

到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幼儿园。随着国家文件的出台，民办幼儿园获得

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近年来，我国民办幼儿园的数量明显增加，从教育部发布的《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可以看出，2018 年我国共有幼儿园 26.67万所，

其中民办幼儿园 16.58 万所，比上年增加 5407 所，占比为 62.2%；全国在园幼儿总

人数为 4656.42 万，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总人数为 2639.78 万，比上年增加 67.44

万人，增长 2.62%，占全国幼儿在园总数的 56.7％。幼儿园教职工 453.15 万人，比

上年增加 33.86万人，增长 8.08%。由此可见，我国民办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

起，丰富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办学形式。为我国很多学龄前幼儿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

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家长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幼儿入

学难的现象，为国家排忧解难。其中，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付出功不可没。民办幼儿

园之所以能长远发展，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有一个稳定且高质量的幼儿教师队伍。

但不幸的是，幼儿教师的数量并没有随着民办幼儿园数量的增多而增多，人数反而

在逐渐减少。

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人都渴望自己找到一份既能满足自己需要，

又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当他们的工作没有与自己心中的目标相匹配时，他们会选择

离开现在的工作单位去寻求更好的发展。幼儿教师作为一个没有保障、相对弱小的

群体，流动现象不可避免。随着幼儿教师流动现象的增多，其中一些不合理的流动

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受到影响的群体是多方面的的，因此，

幼儿教师的流动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教师流动在教育界已经成为了一种

很常见的现象,不管在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包括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教

师流动现象总是频繁的发生着。由于学前教育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幼儿

教师并没有与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享有同等的地位及待遇，与公办幼儿园相比，

民办幼儿园的教师的生存状况更是让人堪忧。因此，幼儿教师的流动现象更加普遍，

其中，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占据流动教师总人数的很大一部分比例，频繁的幼儿教师

的流动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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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数量已经逐渐超过了公办幼儿园教师的数量，其为幼儿教育

做出了很大贡献，与公办幼儿园教师承担着同等的责任，工作量甚至大于公办幼儿

园教师的工作量，也承受着更多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民办幼儿园教师并没有得到

大多数人的认可，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该群体的辛苦付

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目前，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他们并不能享有与公

办幼儿园教师同等的待遇，这会动摇民办幼儿园教师对本职工作的坚定，民办幼儿

园在招聘教师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幼儿教师

工资低、福利差、社会地位低、压力大、专业发展机会少，无论是低级需求，还是

高级需求都不能满足，必然导致其流失。

结构性、合理的教师流动会给民办幼儿园带来新的活力，但目前幼儿教师的流

动呈现出非结构性、无秩序、不合理的特点，已超出了正常流动率的范围，给幼儿

园、幼儿及教师自身都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幼儿教师队伍结构的不稳定还会阻碍

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幼儿教师流动成为了教育界的热门研究话题之一。我们

应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教师不合理流动现象的理论研究，并提出有效减少幼儿教师无

序流动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提高民办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有很大

帮助，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现实问题出发，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对 6 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与教师进

行调查与深度访谈，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当前，社会对于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教师流动已经成为了一个

热门的话题，频繁的教师流动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有关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

流动现状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部分已有研究都是从宏观的层面出

发，从微观层面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主要从上海市

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微观层面来展开调查，这将会对丰富此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

定的帮助。

随着我国时代的快速发展以及二胎政策的实施，民办幼儿园有着超前的发展速

度，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呈直线上升，因此对

幼儿教师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身于民办幼儿园中，幼儿教

师队伍逐渐壮大，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幼儿教师队伍并不稳定，流动现象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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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也成为了民办幼儿园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教育质量对于民办幼

儿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幼儿教师队伍的稳定又是教育质量的基础，因此，降低教

师的不合理流动事关重大。

受到社会经济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幼儿教师的流动现象时有发生。教师的合

理流动会促进幼儿园的发展，新教师会给幼儿园增添新的活力，也会给教师提供新

的机遇。但不合理的流动不仅会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造成民办幼

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影响幼儿园正常的管理秩序，也会给教师自身带来新的

困难与挑战，还会加剧教师队伍结构的不稳定性，教师流动带来的影响不可轻估。

所以，人们逐渐开始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现象重视了起来。学前教育不属于义

务教育的范畴,因此在对幼儿教师的管理方面还不够完善,导致流动问题不能得到有

效的缓解。

随着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象的频繁发生，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系

统、更加深入的研究，要真正认识到教师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并分析出

影响教师流动的多方面因素。民办幼儿园要想获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快速找到

一个确切可行的稳定幼儿教师队伍的方案。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市六所民办幼儿园

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园长及教师较为全面的调查与访谈，对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及

影响因素做出总结和归纳，提出有利于缓解教师不合理流动的建议,尝试对丰富相关

研究的成果提供一定的帮助。

1.1.2.2 实践意义

民办幼儿园在解决幼儿入园难的问题上有特殊的贡献，为众多学龄前儿童提供

了数量可观的入学名额，同时，民办幼儿园对幼儿教师的大量需求，也适当缓解了

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总结归纳出上海市民办幼

儿园教师流动现状所存在的问题，从中分析影响因素，为培养一个高质量且稳定的

幼儿教师队伍而出谋划策，让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在面临就业问题时，可以有

一些有效的建议来进行参考。

在任何一所民办幼儿园中，拥有一个稳定、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获得家长信赖

与认可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各幼儿园之间竞争的核心因素。幼儿教师队伍逐

渐随着民办幼儿园数量的增多而不断壮大，教师已经是学前教育发展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了，所以，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会对学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

的影响。

本研究以上海市 6 所民办幼儿园为例,进行民办幼儿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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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提出能有效减少教师流动的合理性策略，尝试通过阐述教师频繁流动产生

的多方面不利影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关注。希望能给民办幼儿园

的管理者们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向，以此来帮助幼儿教师提升对本职工作

的认可，在工作中获得更好的体验，增加教师的幸福感，从而促使民办幼儿园有一

个更加明确的未来。从这些现实角度出发，笔者对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状

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概念界定

1.2.1 民办幼儿园

幼儿园为一种学前教育机构，对 3到 6周岁的学龄前幼儿集中进行保育和教育。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相关规定，民办幼儿园应是由国家机

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所举办的，以 3 到 6

周岁儿童为主要招收对象的学前教育机构。民办幼儿园享有与公办幼儿园同等的法

律地位，其办学的自主权受国家的保障。民办幼儿园具有公益性的属性，办园不得

以营利为目的。

与公办幼儿园相比，民办幼儿园的财产，包括相关人员的招聘和园所建设都由

民营单位全权负责，因此，民办幼儿园属于自负盈亏的教育机构。民办幼儿园的主

要类型有个体独办园、教育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办转制园以及中外合办园。在《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开办，

还指出民办教育是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国

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到，提倡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

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开办。

1.2.2 民办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教师是指在幼儿园中从事幼儿教育管理、幼儿教育、保育的工作人员,工

作对象为 3-6 岁的学龄前幼儿。民办幼儿园教师是在民办幼儿园教育机构中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的人员，他们在入职时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薪酬及福利由所在幼

儿园提供。与公办幼儿园的教师相比，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没有事业编制。《教育发

展纲要》中有明确规定，要依法落实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享有平等的法律

地位，并要为民办学校的教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本文中所涉及到的调查对

象，只包括在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及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不包括生活老师、保健医

生、后勤部门等人员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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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教师流动

教师流动指的是教师在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学校之间,以及不属于教育系统的

行业之间进行的一种重新配置的过程，是教师所处社会位置的改变，也是教师在工

作状态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根据职业的不同性质来确定。

根据工作状态的不同因素，教师流动分为教育系统内部流动和系统内外部流动。

内部流动指的是，教师在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流动，包括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及形

式多样的教育机构；外部流动指的是教师从事与教育无关的其他职业。

根据流动性质的不同,教师流动可以分为合理流动和不合理流动。合理流动是结

构性的流动,教师凭借自己的职业优势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拥有更多提升自己

的机会，在提升师资质量的同时，也能为教师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实现教育资源

的最优配置。不合理流动是非结构性的流动，即无序的、盲目的、教师自发的流动，

这种频繁的不合理流动会给教育行业、学校及教师自身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也

不利于教师队伍结构稳定性的发展。

本文中的教师流动指的是，民办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行业内部，包括民办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或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在其他不属于教育行业内部之间的流动。

1.3 文献综述

分析整理前人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研究问题的进展，有助于笔者对这些研究经

验进行借鉴，也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其不足，由此可以明确自己研究的方向

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在 21 世纪初期，国内外学者才开始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现

象进行研究。随着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象的频繁发生，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

注度也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培养一个高质且稳定的幼儿教师队伍极为重要。笔者

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时，搜集了大量与教师流动有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已有研究

的整理，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3.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3.1.1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现状的研究

我国有许多学者对幼儿教师的流动现状进行了研究。学者郭莉（2012）认为我

国幼儿教师的流动现象过于频繁。
①
李攀在研究中发现，幼儿教师有很强的流动意愿，

且流动率较高。在调查对象中，有 66.6%的教师都曾有过流动的经历，其中有 59%的

教师有流动的意愿，通过这些具体的数据能看出研究所在区域的教师队伍并不稳定。

①
郭莉.促进学前教师队伍合理流动的制度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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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盛祥、胡福贞（2011）从社会均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幼儿教师的

流动性高，教师队伍结构不稳定。
②

在对教师流动形式的研究方面，胡莹（2015）在研究中指出，民办幼儿教师的

流动主要以缺乏正确引导的、无序的、自发的流动为主，流动意愿强的人群多具备

年龄低、学历高、未婚这几个特点。
③
姜盛祥（2011）的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流动

主要表现为在地域、区域及不同幼儿园之间的单向流动，且这种流动多为向上一级

的流动。
④
刘晨晨、陈威站在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归纳出流动的主体多为年轻教师，

他们的流动主要以单向性的流动为主，基本上是由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入经济发达

的地区。
⑤

在对教师生存现状的研究方面，于子丽（2011）在调查中发现，民办幼儿园教

师的基本权益未受到合法的保障，教师面临着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压力大，

入编和职称评定的机会少，缺乏职业认同感等问题。
⑥

在对流动教师群体的特点的研究方面，段希娟（2017）指出民办幼儿教师流动

频繁，流动教师在年龄、学历和家庭结构上都有所不同，流动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

响。
⑦

1.3.1.2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幼儿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从个人、组织和

社会这几个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周险峰等（2013）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

来研究，在宏观层面，学者指出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有市场经济多元化、教师人事

制度改革、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价值观变迁及地域发展不平衡；从微观层面出发，

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学校的教育管理、教师待遇、教师工作压力、教师个人

特征。
⑧

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其中部分研究指出政策对教师流

动的影响，蔡建（2010）在研究中指出，流动政策的缺失是影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大量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⑨

①
李攀.河南省幼儿教师流动现状研究——基于教师激励的视角.开封,河南大学,2011.

②
姜盛祥，胡福贞.教育均衡视野下我国幼儿教师的配置与流动.学前教育研究,2011,7,26-28.

③
胡莹.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状的个案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④
姜盛祥,胡福贞.教育均衡视野下我国幼儿教师的配置与流动.学前教育研究,2011,7,26-31.

⑤
刘晨晨,陈威.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教师流动的现状及其合理化策略.教学与管理,2012,1,62-63.

⑥
于子丽.民办幼儿园教师生存现状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⑦
段希娟.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失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⑧
周险峰，谭长富.教师流动问题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54-63

⑨
蔡建.教师流动政策的取向:“从被流动”到“要流动”—基于文献的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0,10,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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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教师自身因素，秦旭芳、孙雁飞（2011）等人指出教师的生存状态也

是影响幼儿教师流动的因素之一。
①
丁雅兰（2017）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年龄、资历

对其流动产生影响较大。
②
胡莹（2015）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研究，即教师的职业认同、职业道德、专业发展需求，这几个因素对幼儿教师的

流动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对于幼儿园方面的分析，郭莉（2012）指出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幼儿园改制

是影响幼儿教师流动的重要因素。
③
张晨（2013）等在研究中指出，民办幼儿园的管

理制度不能与时俱进，教师的奖励和评价制度不合理，都会造成教师流动现象的发

生。
④
李美芳（2014）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民办幼儿园的文化建设进行了研

究分析，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使教师在工作中缺乏归属感。
⑤

从经济因素方面进行分析，姜盛祥，胡福贞（2011）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幼儿教

师的首要因素。
⑥

蔡迎旗（2012）在研究中指出，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基本权益没有

得到合理的保障，在职称评定、培训学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权益并不能与公办幼

儿园的教师享有同等的保障，因此造成了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象频繁发生，也会

降低幼儿教师对本职工作的认同度，减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⑦
刘文慧（2012）在研

究中明确指出，影响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结构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师的基本权

益是否得到了保障，这不仅会影响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水平，也会对民办幼儿园的可

续性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⑧
朱芳红等（2017）在研究中发现民办幼儿教师的流动会

受到经济条件、行业工资差异等经济因素的影响。
⑨

1.3.1.3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影响的研究

从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民办幼儿教师的流动现象频繁，教师流动带来

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利弊均衡，流动带来的更多的是消极影响。有的学者辩证地分

析了教师流动带来的影响，学者周险峰（2013）在其研究中指出，教师流动对于资

源的合理配置、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幼儿园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

①
秦旭芳,孙雁飞,谭雪青.不同办园体制下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学前教育研究,2011,10,28-33.

②
丁雅兰.城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③
郭莉．促进学前教师队伍合理流动的制度思考—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2,33,220-223．
④
张晨.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问题研究.郑州,郑州大学,2013.

⑤
李美芳，岳亚平．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原因及对策建议—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分析.早期教育，

2014,11,59-62．
⑥
姜盛祥，胡福贞.教育均衡视野下我国幼儿教师的配置与流动.学前教育研究,2011,7,28.

⑦
蔡迎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的回顾思考.学前教育学研究，2012,7,72.

⑧
刘文慧.包头市东河区民办幼儿园发展现状的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

⑨
朱芳红,董光华.兰州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分析与建议．时代教育，2017,1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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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教师流动也会在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建设、幼儿园的管理、教

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等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①
段希娟（2017）的研究中提到，

合理的教师流动在教师队伍优化重组，教师专业成长等方面有积极影响；但教师流

动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影响，不合理的教师流动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还会

影响幼儿园正常教学工作的展开。
②
韩淑萍(2009)提出教师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所进

行有序的、双向的流动为合理流动；相反的，无序的、自发的、单向的流动为不合

理流动。
③

有的学者直接指出教师流动带来的消极影响，戴鑫（2015）认为民办幼儿园教

师不合理的频繁流动会降低其他在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教师队伍结构的

稳定性。
④
梁春娟(2010)在研究中指出，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主要是从发展机会少、

待遇低的幼儿园去向待遇好、发展机会多的幼儿园，这会对幼儿园正常工作的开展

带来一定影响。
⑤

1.3.1.4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对策的研究

对于如何减少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学者们也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

一定的成果。

有的学者从教师生存状态的角度进行研究，李潘（2013）在其研究中提出，幼

儿园可以通过提高幼儿教师工资待遇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现状，这样做可以减少教师

流动，也能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⑥
岳亚平、刘静静（2013）也指出，减少教师不

合理流动的有效途径为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也能促进幼儿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
⑦

有学者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研究，丁雅兰（2017）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民办幼儿

园的投入，完善幼儿教师的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⑧
姜浩（2017）等认为政府和

相关部门应该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明确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方向，加大

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编制名额进行合理分配，制定一个合

理的幼儿教师流动制度，并引导幼儿教师有一个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⑨
戴鑫（2015）

在研究中提到，政府应该完善并落实与民办学前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肯定民办幼

①
周险峰，谭长富.教师流动问题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5,54-63.

②
段希娟.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失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③
韩淑萍.我国教育均衡背景下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述评．教育导刊,2009,1,13-15.

④
戴鑫.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失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

⑤
梁春娟．社会学视野下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民办幼儿园为例.重庆, 西南大学，2010．

⑥
李攀.河南省幼儿教师流动现状研究——基于教师激励的视角.开封,河南大学,2013.

⑦
岳亚平，刘静静.幼儿园教师失衡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启示.学前教育研究,2013,2,8-53.

⑧
丁雅兰．城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⑨
姜浩.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原因的个案研究.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2017,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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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其社会声望。
①
张晨（2013）认为民办幼儿园教师应受到

与公办幼儿园教师同等的对待，为民办幼儿园提供更多的入编名额，并对教师的培

训方式进行丰富与创新。
②

有研究者也提出关于制度方面的探讨，郭莉（2012）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

论，提出以下对策，完善教师的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幼儿园的管理制度，

增加对教师的激励手段。
③
王少群（2010）在研究中也指出，幼儿园要从学前教育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保障每个班级基本的教师配置。
④

有的学者以幼儿园为主体进行研究，李美芳(2014)在研究中指出，幼儿园要不

断完善其合理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的水平，增加教师的培训经费，提高教师的工

资待遇，增强职工的凝聚力。
⑤

1.3.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1.3.2.1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现状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幼儿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比我国要早,研究成果丰富。国际经合组织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幼儿教育状况进行过调查,其中包含

了幼儿教师的流动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国外的学者已经对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其中有研究数据显示，美国 3-4 岁儿童中心幼儿园教师的年流动率为 15%，而

看护人员的流动率将近 30%。
⑥
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提出了幼儿教师的年流动率的

估计范围在 25%-50%之间。
⑦

汪丞对我国与日本教师流动存在的异同进行了研究，主要从流动主导、流动方

向、流动过程以及流动效果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教师

流动存在不合理性，还提出我国可以参考日本教师的定期流动制度，以减少教师的

不合理流动，加强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⑧

①
戴鑫.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失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

②
张晨.民办幼儿园师资管理问题研究.郑州,郑州大学,2013．

③
郭莉.促进学前教师队伍合理流动的制度思考——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2,11,220－223.
④
王少群.幼儿园教师时间管理现状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

⑤
李美芳，岳亚平.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原因及对策建议——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分析.早期教育，

2014,11,59-62．
⑥
Whitebook M B.Stability,Stress and Skill in the ECCE Workplace,IOM Workshop on the Early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Workforce.http://www.nationalacademies.org/hmd/Activities/Children/Early Child Care

Education,2011,02,28.
⑦
Wells M B.Predicting Preschool Teacher Retention and Turnover in Newly Hired Head Start Teachers

across the First Half of the School Year.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16,30,152-159.
⑧
汪丞.中日中小学教师流动之比较及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15,11,33-37.

http://www.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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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美国,教育专家就对佛罗里达州的儿童保育中心进行了两次调查,统计结果

表明,“美国儿童保育中心教师的更新比例相当高”。Christie Blazer 在研究中发

现，入职时间短的幼儿教师最易发生流动，其次是没有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流动率在性别上的差异表现不是很明显。
①
Hussar 等人（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在

2007-2008 年，美国有 7%的教师发生过流动，且不同年龄、学历、种族的幼儿教师

的流动频率存在着明显差异。2008-2009 年，在美国的私立学校中，有超过 16%的教

师不再从事教育行业。

1.3.2.2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学者提出了很多有关幼儿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对经济

因素的分析。美国国家早期发展和学习中心通过对幼儿园教师流失现象调查发现，

幼儿园教师的流失现象严重，分析得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低、

缺乏发展机会等。
②

Hanushek 通过对在美国城市郊区工作的幼儿教师的调查时发现，当教师受到管

理者和家长的支持与尊重时，会减少他们流动的意愿。相反，在城市中心工作的幼

儿教师，在没有得到相关支持的情况下，会增强教师流动现象的发生，流动率远远

超出了在郊区工作的教师的流动率。
③
Stipek 的研究发现，造成美国幼儿教师大量流

动的主要因素是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低。
④

孙雅婷在研究中发现，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与其他小学、中学的教师相比，

幼儿教师的工资最低、工作量最大，这些影响因素直接造成了幼儿教师频繁流动，

流动率已经超过了 30%。
⑤

Murnance 的研究显示，幼儿教师在选择流动之前，第一个考虑的是自己是否在

当前工作中获得了与为教师资格证书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的补偿，还有自己留在当

前所在幼儿园是否能获得发展的机会，由此可见，工资水平会对教师流动产生直接

的影响。
⑥

还有研究是关于教师职业特点因素的分析，在英国官方统计的数据中发现，教

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学校所处地区、学校特征、学生特征、工作合同、职业生涯

①
Christie Blazer,Literature Review On Teacher Transfer and Turnover,Senior Researcher Analyst

Research Services.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3,3,12-15.
②
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opment＆Learning,Chapel Hill,NC.Preparing the Workforce. NCEDL

Spot-lights Series.2001,No.33
③
Hanushek EA,Rivkin SG ＆ Kain JJ.Teachers,Schools and Achievement.The MIT Press.2005,417-458.

④
Stipek,D.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Retrieved September 26,2005.

⑤
孙雅婷.幼儿教师流动与幼儿园教师管理的相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⑥
Murnance RJ,Steele JL.The Future of Children.Princeton University,2007,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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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等。
①

美国学者 Roland Vandenberghe,A.Michael Huberman 从教师自身因素的角度进

行了研究，提倡要重视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找到合适的方

法来缓解教师的压力，自我认知和职业认同是影响教师流动的重要因素。
②

1.3.2.3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影响的研究

部分学者从教育公平的层面出发，分析教师流动的影响，程琪等(2017)在研究

中提到，美国教师的流动影响教师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增加了培养高质教师队

伍的成本，还会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及教学质量，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也

会产生影响。
③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师的不合理流动会对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

响。
④
Barbieri（2013）等人在有关教师流动与学生成绩的研究中发现，学生的成绩

会受到教师流动的影响，流动人数的比例越高，学生的成绩收到的影响越大；但是

当教师进入新的学校工作后，新学校学生的成绩反而有所提高，因此可见，教师流

动对流出学校和流入学校的学生的成绩都会产生影响，对于教师流入的学校来说，

新教师的到来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对于教师流出学校来说，教师的离开会

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⑤
Barbieri（2011）等人认为频繁的教师流动可能会给一些招

收弱势幼儿和少数民族幼儿的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带来消极影响。
⑥

1.3.2.4 关于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对策的研究

有的学者提出以经济手段作为激励政策，Michalopoulos 的研究表明，教师的工

资水平会对其整体素质与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丰富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会减少

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
⑦
孙雅婷在研究中提到，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幼儿

教师的流动率，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还为幼儿教师提供了大

量培训的机会和平台，这对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⑧

①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UK.Analysis of teacher supply,retention and mobility.Retrieved on 18

January 2019.
②
Vandenberghe R,Huberman A M.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teacher burnout,A sourceboo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1999,22.
③
程琪,曾文婧,秦玉友．美国中小学教师流动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外国教育研究,2017,44,39-54．

④
Hale-links C,Knopf H.Tackling Teacher Turnover in Child-care:Understanding Causes and Identifying

Solutions.Childhood Education,2006,4,219-226.
⑤
Gianna Barbieri.Claudio Rossetti & Paolo Sestito.Teacher mobility and student learning.Retrievedon

20 January 2019.
⑥
Gianna Barbieri.Claudio Rossetti & Paolo Sestito.The determinants of teacher mobility:Evidence using

Italian teachers’transfer application.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11,30,1430-1444.
⑦
Charles Michalopoulos.A Structural Model of Labor Supply and Child Care Demand.The Joural of human

Resourses,1992,12,200-203.
⑧
孙雅婷.幼儿教师流动与幼儿园教师管理的相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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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从教师专业培训的角度进行研究，Yeung Suk Lee 等人在研究中指出，

教师没有足够的培训机会是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之一，幼儿园应该给教师提供更多

学习培训的机会，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引导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观，以此来

减少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
①

Twombly 提出，幼儿园要通过丰富的激励手段来稳定幼儿教师队伍,管理者要及

时肯定幼儿教师在工作中的出色行为，对其提出表扬，必要时要给与荣誉，让教师

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此外，幼儿园还应重视教师需求的差异化。
②

1.4 研究设计

1.4.1 研究对象

在开始调查之前，为了能在此次研究中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结果，笔者在

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向一些专业负责人员进行了咨询，在

了解了大概情况后，选取了上海市三个区具有代表性的六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和部

分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 3所一级园，2所二级园和 1所未评级园。样本幼儿

园的调查人数分别为：A园 20 人，B园 30 人，C园 35 人，D园 25 人，E园 35 人，F

园 21 人。同时本研究对样本幼儿园的 6 位园长和 14 位有流动经历的一线教师进行

了访谈。研究对象中，有流动经历的教师有 81 人，没有流动经历的教师有 85 人。

1.4.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六所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分析，目的是把握教师流动

的数量变化与结构特征，并梳理出幼儿教师流动的现状，同时阐明民办幼儿园教师

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其次，为了厘清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流动的影响因素，笔者对

每个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和一些有过流动经历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并对这些从访谈中

得出的结论做了整理，明确民办幼儿园在稳定幼儿教师队伍上存在的困境，并提出

相应的合理化建议。

1.4.3 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调查掌握当前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

究幼儿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带来的影响，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对

策，具体研究问题为：

①
Yeung Suk Lee, Jeesook Baik&Rosafmd Charleswort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beliefs about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on their use of scaffolding following inservice

training.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02,7,935-945.
②
Twombly,Eric C,State Initiaves to Increase Compensation for Child Care Workers.Paper prepared for

the Founda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2001,5,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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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现状调查，并指出幼儿教师流动产生的问题。

②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原因分析。影响因素有：政府因素、社会因素、

幼儿园因素、教师自身因素等。

③针对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在对理论资料和调查情

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给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提出有效的建议。

1.4.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1.4.4.1 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的硕博论文、书籍文献、期刊杂志等相关文献，并对已收

集的关于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相关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并整理，吸取前人的研究经验，

了解前人对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等相关问题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从而完成文献综述。

不仅为本论文的选题和立意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

为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分析研究问题和相应的对策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1.4.4.2 问卷调查法

为了获得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状的数据资料，本研究以上海市三个区的六所

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笔者在调查问卷

的编制过程中，向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管理者们咨询了很多问题，这对问卷的编制有

很大的帮助。调查问卷不记录参与者的姓名，均在线上进行发放，据统计，发放调

查问卷的总数为 180 份，其中，共回收 16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了 92%。问卷回

收之后，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教师对不同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这些数据为本

文研究结果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

1.4.4.3 访谈法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现状，本文采用了访谈为辅助

的研究方法，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笔者自行编制了“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

现状”的访谈提纲，从样本幼儿园中选取了 14 位有过流动经历的幼儿教师，以及每

个幼儿园的园长，对他们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的内容按访谈提纲（见附录）来进行，

从访谈中了解到了幼儿教师发生流动的原因及流动带来的众多影响，笔者还从中知

晓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教师流动的案例，这对教师流动真实现状的研究来说意义非凡。

在访谈时，使受访者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这样有利于受访者能轻松地说出自己所

知道的真实情况，也能更容易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为了给受访者营造一个舒服的

谈话氛围，在提前与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情况下，笔者以录音的方式记录了访谈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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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内容。通过访谈，笔者对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真实的流动现状有了一个较为深

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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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现状分析

2.1 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行为特点与表现

2.1.1 幼儿教师流动率总体高于正常水平

表 2.1 为样本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率（教师的流动率=流动人数/总人数），根据

笔者从各幼儿园收集到的教师流动的数据情况来看，六所幼儿园的教师流动率均在

正常指标之上，其中只有 E园的年均流动率小于 15%。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六所民

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率基本都处于 20%左右，六所园每年都会有教师流动现象的发生，

不合理的流动会带来不良影响。此外，从表 2.1 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六所幼儿

园的年均流动率有着显著差异，其中，A园的教师年均流动率最大，为 23.6%，E 园

的年均流动率最小，为 13.6%。

表 2.1 样本幼儿园教师流动情况

园所 2017 2018 2019 年均流动率

A园

总人数 27 25 28

23.6%流动人数 7 5 7

年流动率 25.9% 20% 25%

B 园

总人数 35 38 40

流动人数 6 7 9 19.3%

年流动率 17.1% 18.4% 22.5%

C 园

总人数 42 40 43

流动人数 7 6 7 16%

年流动率 16.7% 15% 16.3%

D 园

总人数 37 40 39

流动人数 7 8 6 18.1%

年流动率 18.9% 20% 15.4%

E 园

总人数 45 47 48

流动人数 6 7 6 13.6%

年流动率 13.3% 14.9% 12.5%

F 园

总人数 25 26 28

流动人数 6 5 6 21.5%

年流动率 24% 19.2% 21.4%

通过对 F园教师的访谈，笔者了解到该园教师流动较大。

您现在所在幼儿园的教师流动情况如何？

H 老师：我感觉我们幼儿园教师流动挺大的，我来这里已经快三年了，当初和我一起来的几

个老师基本都去了其他幼儿园，感觉隔一段时间，园里就会有新来的教师，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同

事总换来换去的了。

根据笔者在调查中收集的数据可知，近三年上海市六所样本幼儿园的教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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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基本在 20%上下浮动，这个流动率已高于正常的合理流动的范围，民办幼儿园

教师的流动的现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2.1.2 幼儿教师流动呈现年轻化趋势

此次调研中，分年龄段对调查样本进行统计，调查数据如表 2.2 所示，民办幼儿园

教师的流动呈现年轻化趋势，整体上呈现随年龄增长流动人数占总人数比例逐渐下

降的趋势，年龄在 41 岁以下的教师流动率为 93.83%，这符合幼儿园教师群体的普遍

情况。流动的幼儿教师25岁以下的占29.63%，其中流动人数占比最高的年龄在 26-30

岁之间，占 50.62%，31-40 岁之间的教师流动率占 13.58%，40 岁以上的占 6.17%。

表 2.2 分年龄段统计有流动经历教师的情况

25 岁及

以下
26-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总计

有流动经历

人数
24 41 11 5 81

总人数 55 78 20 13 166

流动率（%） 29.63 50.62 13.58 6.17 48.8

2.1.3 幼儿教师工作 3年内流动率最高

如图 2.1 所示，调查人员中流动率最高的是工作时间在 1-3 年和 1 年以下的教

师，占比分别为 34.69%和 30.61%，这两个部分的人数共占流动教师人数的 65%。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样本幼儿园的教师在工作三年内的流动率占比最高。

此外，任职时间在 5年以上的教师的流动率虽然仅为 12.24%，但这些教师大部

分都已经成为各个幼儿园支柱性的存在，也都在重要的岗位上任职，他们的流动会

对幼儿园产生不可小觑的不良影响，这一点值得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姜秀丽等在其研究中分析指出，企业的员工会经历三次离职高潮，分别是试用

期的新人危机、在职两年后的升迁危机和在职五年后的工作厌倦危机。
①
根据笔者的

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分析结果基本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一致，三个时期均有教师

流动的现象发生。

①
姜秀丽,石岩.员工流动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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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流动时教师在原幼儿园任职时间

2.1.4 幼儿教师以自发流动为主

幼儿教师进入幼儿园一般存在有两种原因，一种为幼儿园扩大规模；还有一种

为部分教师离职而造成的师资不足。教师的入园方式往往能反映出其流动的主要形

式，以及幼儿园聘任新教师的方式。笔者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被调查者中

共有 81 名幼儿教师有流动经历，其中，由幼儿园招聘进入的有 55 名教师，自己到

幼儿园应聘的有 23 名教师，还有３名教师是被幼儿园邀请入职的。由此可见，通过

常规的招聘流程和自主流动入园的人数占比为 96.3%。

此外，从笔者对幼儿教师进行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幼儿教师有明显的流动意愿，

且流动具有随意性的特点。被调查者的流动基本为非结构性流动，以自主流动为主，

也就是说，教师的流动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内在原因，基本不存在以国家政策引导的

结构性的流动。

2.1.5 幼儿教师的家庭结构对流动影响显著

如图 2.2 所示，流动教师的年轻化特征明显，大多数教师的婚姻状况为未婚，

他们成为流动的主要人群，占流动总人数的比例为 59.18%，已婚无子女和已婚有子

女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16.33%和 24.49%。通过分析表明，未婚教师的流动意愿远远高

于已婚教师，对于未婚的教师来说，他们没有住所和家庭的顾虑，他们只是为了缓

解就业压力，暂时将幼儿教师这个职业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选择，他们不会满足于这

份工作的现状，很容易产生流动的想法。相比较来说，已婚教师的家庭较为稳定，

对工作的态度不容易改变。当幼儿教师的家庭结构有所改变时，教师的流动意愿也

会随之改变。



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及对策研究

18

图 2.2 流动教师的家庭组织结构

2.1.6 幼儿教师的权益未受到保障

教师职业权益的保障是稳定教师队伍的前提条件。目前民办园教师的基本权益

未受到应有的保障，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因为存在干扰因素而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实

施。在教师权益方面，与上海市的公办园相比较，民办园确实有着不平衡的困难，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幼儿教师的职称评定、专业培训、编制等方面。《民办教育促

进法》规定，“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与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但在教师的实际工作中，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基本上得不到可以进入编制的机会。

如下表 2.3 所示，在此次调查的流动教师中只有 16.05%的教师享有编制，83.95%

的教师没有编制，调查样本总体的入编率只有 25.3%，由此可见，民办幼儿园教师入

编难以保证。

表 2.3 幼儿教师入编情况

入编 未入编 总计

流动人数 13 68 81

总人数 42 124 166

占比（%） 16.05 83.95 25.3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职称评定情况也不够理想，流动教师

中有超过一半占比为 52%的人没有获得职称，幼儿园大部分仍以聘用制为主，他们只

与教师签订就业合同，教育系统并没有属于民办园的正规编制，社会上也没有专业

的职称评定机构，因此，民办园的幼儿教师缺乏评定职称的机会。

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教师对所在园的职称评定充满了怨

言。原因主要在于民办幼儿园教师入编极其困难，教师的档案有的在人才交流中心，

有的自己保存着，有的在大学存放着，幼儿园对教师的档案也不是很重视，教师在

评定职称时由于档案的原因不能以幼儿园的名义上报资料，他们感到很迷茫，造成

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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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职称评定情况

笔者还发现，民办园教师的培训机会远远少于公办幼儿园。目前，幼儿园的自

我培训还是占据民办园培训的主体地位，如图 2.4 所示，大部分占比 64%的教师只参

加过园内的培训，培训以教研、上公开课和评课为主要方式，在培训内容方面多以

家长工作和保健为主，对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等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调查数

据表明，参加过教育部组织的区级培训的教师的占比为 18%，而只有 8%的教师参加

过市级培训，可以看出外出听课和参观学习的机会很少。由此可见，民办幼儿园组

织教师培训的途径比较单一。其中，仍有 10%的教师表示没有参加过培训。

图 2.4 培训情况

民办幼儿园教师培训的机会少，自身的专业发展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因此每当

有好的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寻求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空间而离开所在园，这就造

成了民办幼儿园教师的频繁流动。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师法》都有明确规定，在政治与经济待遇方面，民

办园教师与公办园教师享有同等权利，但根据调查发现，不管是在地位、待遇，还

是社会福利等方面，民办幼儿园教师享受的都比公办园教师低，这些方面相比都能

体现出民办园教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在调查时发现，大多数的幼儿教师都觉得在收入方面，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

应的回报。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依据上班的实际天数来计算的，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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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幼儿园会扣除一定比例的工资，这样看来，幼儿教师的基本权益并没有得到

相应的保障。

如表 2.4 所示，大多数占比为 65.44%的教师表示对自己的工资待遇不满意，其

中只有占比 34.56%的教师表示满意。幼儿教师对待遇的不满情绪会直接影响着教师

在工作中的状态，也会对教师流动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

表 2.4 流动教师对工资福利待遇满意情况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

流动人数 11 17 46 7

占比（%） 13.58 20.98 56.79 8.65

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大多数民办幼儿园在周休方面的规定都比较规范，教

师每周都有两天的休息时间，但幼儿教师每天的工作量较大，将近一半占比为 46%

的流动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出了每天 8 小时工作时间的规定，此因素也会对教

师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图 2.5 流动教师每日工作时间

根据上述研究的数据分析，被调查的流动教师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占比 3.7%的

教师表示自己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部分占比 37.04%的教师表示得到了基本保

障，45.68%的教师表示他们的权益只得到了部分保障，其中，13.58%的教师仍然认

为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表 2.5 流动教师基本权益保障情况

完全得到 基本得到 部分得到 没有得到

流动人数 3 30 37 11

占比（%） 3.7 37.04 45.68 13.58

2.2 民办幼儿教师流动产生很大消极影响

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对幼儿教育事业来说,具有双向作

用,尽管我们肯定它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不能轻视它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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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流动可以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与此相反，不合理的流动会给幼儿园的发展带

来诸多困难，也会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幼儿

教师的流动对幼儿和教师队伍以及幼儿园教育教学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2.2.1 对幼儿知识学习及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在幼儿园的教育和教学中，连续性对幼儿教师的工作来说极为重要。教师不仅

要在日常工作中持续注意幼儿的行为，还要有不断发掘幼儿进步的能力，也要培养

幼儿建立自信，发挥幼儿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及时的解决幼儿

遇到的问题，教师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关注到每一名幼儿，并因

材施教。为了使幼儿的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发展，教师还需要与家长进行及时沟通，

做好配合工作。

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每天与幼儿接触最多的就是教师，教师的流动定会给

幼儿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笔者调查所知，有 65.31%的教师认为流动会使幼儿的安

全感有所缺失。在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中，幼儿很信任依赖教师，还很崇拜教师，

他们会模仿教师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年龄小的幼儿，他们刚刚走出家庭，离开爸爸

妈妈，来到幼儿园，他们把对家人的依赖与信任转移到了教师的身上，这个时候，

如果自己熟悉的班级的老师离开，幼儿会产生抗拒的抵触情绪。由于每位老师教学

方式的不同，换了老师后，也会对幼儿的学习造成一定的影响。新来的教师需要一

个很长的时间才能熟悉班级孩子的特点，这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稚嫩性等特点，教师与幼儿之间需要建立一个长

期的稳定关系，这样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意义非凡。但教师的频繁流动会对这种稳定

的师幼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不但会影响教学活

动进程的正常开展，也会降低教学的质量，还可能会降低幼儿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进而影响幼儿形成健康的人格。
①

幼儿园各项活动的开展以良好的师幼关系为基础，如果这种关系总是发生变化，

原本想过要达到的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此外，幼儿发展的持续性会受到教师流动

的影响，教师在与幼儿长期的接触中，已经对班级幼儿的特点了如指掌，可以在教

育活动中制定出适合本班幼儿特点的培养目标，因材施教。但如果班级教师离开幼

儿园，新来的教师做不到在短时间内熟悉班级每位幼儿的具体情况，更不用说制定

适合幼儿的教学方法了。可见，如果教师流动的情况时有发生，必定会对幼儿的学

习和身心发展都产生不利影响。

①
张文芳.师幼关系与儿童发展及其对高师幼教人才培养的启示．陕西教育(高教),2018,0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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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不利于幼儿教师个人的整体发展

从对流动教师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教师们认为流动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影响，

但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取决于自己的特点和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教师指出经常性的变

换工作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换一份新的工作后，教师需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重新熟悉周边的一切新事物，他们需要了解新工作单位的制度要求，也需要重新认

识新的同事并与之配合工作。教师过于频繁的流动会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连续性和整

体性带来不良影响。

教师的去向会对其自身带来不同的影响。当教师在教育行业内部变换工作时，

一般来说，与之前的工作相比较，教师在新工作单位中的职位会普遍低于在上一份

工作中的职位。当教师进入了新的工作单位后，需要尽快的适应新环境，也会为了

获得领导与同事的认可而更加努力的工作。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教师需要尽快的了解自己所带的新的班级的幼儿，与幼儿的家长做好沟通工作，除

了本班级的工作，教师还需要处理好新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这些都需要教师花费

很大的力气去完成。

除了不利影响外，部分教师的流动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影响。

在教师选择流出现有工作单位的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教师可以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

更加明确的知道自己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流动可能会让部分教师调动起对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在

流动的过程中挖掘自己的潜力，更好的实现自己的潜在价值。

2.2.3 影响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对于民办幼儿园来说，教师流动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教师队伍的不

稳定。与公办园相比较，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所发生的频率明显偏高，这也是民办

园师资队伍不稳定的直接原因。

民办园与公办园相比，管理者在应聘时所提的要求会比公办园稍微降低标准，

对于应聘者的学历、专业等要求不会太高，因此对于应聘者来说，进入民办幼儿园

相对容易一些。在访谈中，有的教师表示自己当初选择进入民办幼儿园时，只是把

这份工作当做是一种谋生的途径，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且追求的职业。当

遇到更合适、福利待遇更好的的工作时有的教师会果断的选择另谋出路而离开。在

民办幼儿园里，只是为了生存而就职，这种现象很常见。

民办园的幼儿教师是一个特殊存在的人群，他们既不享有与公办幼儿教师相同

等的福利待遇，也基本没有入编的机会。当幼儿教师身边有同事陆续离开去寻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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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出路时，他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一些波动。当在岗的教师了解到之前更换工作

的同事在新的工作单位得到更好的发展之后，他们的心理会产生更大的波动，也会

有更换工作的想法，这种变化一旦发生，会使幼儿园教师队伍结构的稳定性受到极

大的影响。

通过笔者对样本幼儿园园长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园长在访谈中指出了一个共性

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教师的频繁流动会影响幼儿园师资队伍的稳定。

B 园园长：“当我们园有新教师入职后，我们都会努力地培养她们，不管是在教

学方面还是管理方面，我们都会让有经验的教师手把手的教给她们，但是，往往当

新教师成为有经验的教师后，她们便会不满于现状而选择去别的工作单位，有时候

想留住一些有潜力的教师也很困难，我们管理者也在想办法留住一些优秀教师。”

C园园长：“在民办幼儿园里，我们管理者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教师的流动，

频繁的教师流动对幼儿园师资队伍的稳定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流

动教师班级的孩子们和幼儿园的发展也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图 2.6 教师流动导致的负面影响

不合理的教师的流动会影响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已经成为

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教师的不合理流动主要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由前

文的分析可知，目前的流动主要以自发流动为主，这些不属于正常流动范畴的教师

流动带来更多的是不利的影响。如图 2.6 所示，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所带来的一系

列不利影响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2.2.4 阻碍幼儿园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众所周知，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当一名教师离开幼儿园

后，会影响幼儿园原本稳定的教学工作的开展，还会使得一些早已制定好的教育计

划不能正常进行。新教师入园之前，幼儿园考虑到本园教学质量的提升，会安排新

教师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当教师选择离开本园时，当初的这些培训便失去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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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幼儿园资源的一种浪费。

园长在接受访谈中普遍都提到，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流动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

现象。与幼儿园其他管理方面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难解决。因为教师的离开可

能会在幼儿园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会对流动教师班级工作的

开展带来直接影响。当教师走后，一定需要一名新的教师来接替流动教师原来的工

作，这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例如家长工作的处理，师幼关系的建立等等。

调查数据如上图 2.6 显示，53.06%的教师认为教师流动会阻碍幼儿园的发展，

还有 42.86%的教师认为流动会导致幼儿园教学质量下降。教师流动会对幼儿园的教

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当有教师知道自己身边的同事离开幼儿园去别

的地方寻求新的发展时，他们也会产生相同的想法，就算没有做出实际的行动，他

们对工作的态度会发生改变，在工作中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这样会降低教师的

工作效率，不利于教师潜在能力的开发和培养。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时，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幼儿教师的流动也同样如此，虽

然它会给幼儿园的发展带来诸多难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积极作用。笔者在对

几位园长的访谈时发现，大多数园长提及较多的是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有一

名园长提到了积极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到流动影响的两面性。

您认为幼儿教师的频繁流动会给幼儿园带来什么影响？

D园园长：“我认为不合理的教师流动会直接影响家长对我们幼儿园的支持度，

很多家长表示过不愿意更换自己孩子班级的教师，如果换了新的教师意味着家长要

重新与教师熟悉，并需要相互建立信任关系，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换了新老师后，会

对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有所影响。但如果换了一个比之前能力强的老师，家长还是会

比较支持幼儿园的工作的。”

不合理的的幼儿教师的流动,除了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影响以外，也会对幼儿园的

管理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园长作为一名幼儿园的 管理者，加强教师的人员管理，

培养一个高素质且较稳定的教师团队是贯彻落实几项核心文件精神的关键。当幼儿

园出现大量教师离职的现象时，这将会破坏幼儿园原有的人事管理制度。

当幼儿园内有教师离职后，管理者需要引进新的教师,在这个情况下，幼儿园对

前来应聘的教师的要求会相对降低，这也会对整体教育工作的质量产生一些不良的

影响。新教师上岗之前，除了要参加一些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培训，还要向有经验的

老教师学习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独立的投入到实践的教学工作中去。对于教师的

频繁流动，幼儿园的管理者表示他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不合理的流动不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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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不能进行正常管理，也成为了幼儿园长远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根据以上的分析表明，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不合理流动不仅会阻碍幼儿园工作的

正常开展，会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还会对在园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也会对教师自身的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对于幼儿园的管理者来说，找到一个

好的途径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的需求很是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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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造成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除了会受到来自政府、幼儿园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教师自身的个人因素所带来的

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干扰下，民办幼儿园教师

的流动呈现出不合理且频繁的特点。笔者通过对样本幼儿园教师的调查与分析，现

把影响幼儿教师频繁流动的因素整理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政府因素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不完善，教师权益得不到保障

从近几年上海市幼儿园的增长数量来看，民办幼儿园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

了公办幼儿园的增长速度，学前教育的办学力量也主要以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因此，

民办幼儿园的办学质量会对上海市整体的学前教育质量带来直接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力量。由于民办幼儿园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与公办幼儿园相比，民办园的

办园体制没有那么的规范，身份也没有那么正规，很多人都认为民办幼儿园只能对

学前教育的长远发展起到一些微乎其微的作用，政府也没有过多的关注到民办幼儿

园在发展中遇到的困扰。

在我国，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与公办幼儿园相比，

他们的入编、福利待遇、专业培训等基本权益都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笔者在此次

的调查中发现，流动教师中有 83.95%的人都是非在编状态，许多教师的编制问题无

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这对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不能及

时解决教师入编的问题，教师的这种需求长久没有得到满足，在工作中他们会逐渐

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久而久之，也会产生离开幼儿园另谋出路的想法，而这些对

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只会产生百害而无一利的影响。

在民办幼儿园，教师除了有入编困难的问题以外，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困

扰，虽然部分幼儿园的教师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但得到的仅仅是最低参照

标准的那一部分，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比例不低的幼儿园并没有为教师缴纳社会保险。

当幼儿教师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受到限制时，会迫使他们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从

而不得已离开幼儿园，也会增加教师的不合理流动。

只有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维护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做到

有法可依。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使幼儿教师得到合法权益的

基本条件，也是教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依据。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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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但这些规章制度并没有在实践的过程中真正的解决教师所面临的困扰。当教

师在工作中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不知该以什么

方式来正确维护自己的权益。

3.2 幼儿园因素

3.2.1 工资福利待遇低

很多的民办幼儿园在社会保障方面都有欠缺，幼儿教师的工资低，得到的回报

远远不及付出的多，这会极大的降低教师在工作中的能动性，长此以往，教师会选

择离开当前的工作岗位，这样也会使幼儿园教师队伍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通过对样本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访谈，笔者了解到 6 所幼儿园都有教师流动的

现象存在，且教师的流动性水平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也从访谈中了解到了教师

流动的真实状况。

我们可以从教师在访谈中所提到的现象看出，教师的流动会受到工资及福利待

遇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会造成幼儿教师的加速流动，也成为了各民办幼儿园之间

竞争的要素之一。

C 园 M 老师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我们幼儿园之前有几个同事离职而跳槽到别的

幼儿园就是因为工资和福利待遇，她们新去的幼儿园不仅工资比这里高，还有奖金

补助，福利待遇也比我们好，像一些教师节、端午节等节日，老师还会收到幼儿园

工会精心准备的礼物，有这么好的福利，难怪同事愿意跳槽去那边工作。”

民办园教师的入编机会比较少，工资和福利待遇又不如公办园的教师，这也成

为了很多幼儿教师离职的原因。民办幼儿园不仅得不到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也

没有政策方面的保障，而且很多民办幼儿园是私人经营，还是将营利放在第一位的，

这样就造成了幼儿教师的社会福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据笔者对民办幼儿教师的调查

表明,在影响民办幼儿教师流动原因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教师认为工资待遇低是影响

教师流动的最主要原因。调查还发现，有 65.44%的教师都对其现有的工资水平表示

不满。

3.2.2 培训体系不健全

教师可以在系统的培训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幼儿园应该有专门的培训体系，

使教师可以在入职前及入职后获得专业培训的机会。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发现上海

市民办幼儿园的培训体系还不够健全，教师基本上没有参加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这

也限制了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很多专业学习培训的名额都给了公办园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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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园的教师基本上很少有外出学习的机会，因为经费、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他们

只能参加一些园内的教研活动来提升自己。

E 园 Z 老师在访谈中提到：“我在之前的工作单位待了将近两年，工作期间从来

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专业学习培训。我也问了其他的同事，她们也表示基本没有这些

学习的机会。后来我与管理者进行了交谈，但他们只说有机会就让我去，但是一直

在我离职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培训。民办幼儿园还是以营利为主，会忽视教师的专业

培训，而且如果有教师外出培训，就需要有老师来顶班，那么又会遇到师资不足的

问题”。

可见，民办幼儿园主要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管理者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园内的

硬件设施上，因而会忽视了教师专业技能的提升。有的管理者会因为教师频繁流动

的原因而不给教师提供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但是不接受专业的培训，教师自身发

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教学能力也很难有提升的空间，长此以往，会加剧民办幼儿

园教师的流动。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幼儿教师作为培养祖国未来花朵的园丁，要想跟上时

代发展的速度，就需要得到幼儿园的鼓励，幼儿园应为教师提供形式多样的专业学

习培训的平台和机会。而且如果没有专业的职前培训，会使刚毕业走进幼儿园的年

轻教师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开展工作，这也会使幼儿园整体的教学水平受到一定的

影响。

3.3 个体因素

3.3.1 教师缺乏职业认同感

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主要体现在其对本职工作的追求与热爱。当一位教师对自

己的工作拥有极高的认同度时，他才会真正看到自己职业所存在的价值，也会因此

而更加积极主动、乐此不疲的在理论与实践中追求最新的理念与方法，为提升自己

的专业能力而不断努力。只有当幼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持有较高的认同感时，他们

才会产生较大的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也会打消离职的念头。

据调查，大部分幼儿教师对自己现职工作的认同度较低，他们认为自己工作的

社会地位远不及公办幼儿园的教师，还要在工作中承受很大的压力，因此，民办幼

儿园的教师对自己职业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而这种局面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会

降低教师对工作的兴趣，也会给幼儿园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从图 3.1 可知，占一半比例的教师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的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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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20%的人认为教师是被大家所认可与尊重的工作，这两个数据可以表明 70%的人

是主动选择并喜欢教师这份工作的。但是，当这些最初怀揣着一片热情的人投身到

工作中一段时间后，会发现现实的情况与他们现象中的工作并不完全相符，这会很

大程度的降低他们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并感到迷茫。

图 3.1 选择教师职业的原因

可见，民办幼儿园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很高的认同感，他们认识不到自己

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对工作缺乏责任感，因此会导致很多教师对这份工作的态

度不坚定，他们只会把民办幼儿园当作一个入门的平台，最终努力的方向还是有编

制的公立幼儿园。提高职业认同感对幼儿教师来说很重要，只有对工作拥有一个坚

定的态度，他们才能在民办幼儿园里长远稳定的发展下去。

3.3.2 教师工作压力大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适当的压力可以调动人对工作的积极性，相反，过度的压

力会降低工作积极性，也会影响身心的健康发展。同理，当教师在工作中受到压力

时，适当的压力会让教师拥有更多的动力，并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还能激发教师

的主观能动性；但如果教师遇到巨大的、无法承受的工作压力时，他们会选择放弃

现有的工作去另谋出路，这也就造成了教师流动现象的发生。

从教师压力的角度来看，87.75%的教师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有压力，有超过一半

占比为 51.02%的教师对自己的工作负担感觉一般，心理背负一定的工作压力，其中

有 28.57%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较重，还有 8.16%的教师认为自己有非常重的

工作压力，只有 12.24%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较轻松，没有压力，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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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教师工作压力情况

根据调查表明，工作量大和家长方面是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还有

来自幼儿园方面的压力等。幼儿教师在园内的日常工作中有较重的任务需要完成，

还有承受来自多方的压力，而且教师这么辛苦的的付出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在

工资、社会保障方面也享受着不平等的待遇，这些必然会成为教师流动的潜在因素。

调查发现，民办幼儿教师每天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量，除了要提前准备好符合本

班级幼儿年龄段的教学活动，有时还会遇到一些要求过高的家长，每学期还要参与

年级的公开课观摩与评课活动。此外，很多教师会因为完不成自己的工作任务需要

经常性的加班，这种加班一般是自愿的，因为有许多事情在幼儿在园时是没有办法

完成的，只能等幼儿放学后进行，所以教师很多时候并不能按时下班，每天这样持

续性高强度的工作会让教师感到身心俱疲。幼儿的身心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

段中，幼儿在园时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尤其是安全问题，这会让教师背负着强烈

且持久性的责任意识，当遇到不被家长理解的情况时，会让教师产生自我怀疑，也

会加快职业倦怠期的到来。在这么多问题面前，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和心

理素质，内心强大的教师会默默地将这些难题解决消化，而内心脆弱的教师会有离

职的念头产生。

据调查，大部分民办幼儿园的师生比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 1:7

的比例，这不仅会增加幼儿教师的工作量，也会给幼儿教师带来很大的压力，教师

承受着来自多方的压力不说，还得不到与付出成正比的回报，久而久之，教师会对

自己的职业失去信心，也会减少对教育工作的热爱，这也成为了教师流动的影响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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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知，目前，上海市民办幼儿教师流动频繁，而且带来了一

系列不利影响，要想真正做到减少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就需要政府落实相关制

度，幼儿园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还有幼儿教师自身也需要付出努力。

4.1 政府的作为

落实制度保证，确保教师权益

政府在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如果能完善各项相

关的法律法规，会更有助于民办幼儿园解决许多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很关键

性的一个环节。

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家长们越来越重视自己孩子在教育方面的问题，

相比公办幼儿园，家长们越来越认可民办幼儿园对幼儿综合能力的培养，家长的观

念发生了变化，更愿意让孩子在民办幼儿园中学习成长，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因

此，民办幼儿园逐渐成为了教育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民办幼儿园也会以较快的

速度不断向前发展。基于这种实际情况，也是为了满足众多幼儿入园的需求，政府

及相关部门应给予民办幼儿园更多在政策与措施上的关注和支持，可以先从为民办

幼儿园的教师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做起，加大财政投入是一个直接有效的

途径，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首先，政府应在法律法规方面落实幼儿教师的基本权益。对于民办幼儿园的发

展来说，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肯定民办幼儿园

的地位以及教师的身份，还要明确规定教师的工资待遇、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

职称评定和学习培训等方面的权益，以此来保障民办园教师具有和公办园教师同等

的权利。
①
只有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他们才能安心的投入

到本职工作中，这样做也能有效缓解教师的不合理流动，从而进一步稳定民办幼儿

园师资队伍的结构。

其次，政府应解决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低的问题。相关部门可以依据

实际情况来明确规定教师的最低薪资水平，并监督管理者是否履行了此项规定。此

外，幼儿园还要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为幼儿教师提供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这样

一来，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也有了物质保障。

此外，政府应增加民办幼儿园教师进入编制体系的名额。调查发现，大部分民

① 庞丽娟,韩小雨.中国学前教育立法.思考与进程.学前教育研究,2003,7-8.



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及对策研究

32

办幼儿园教师很难能得到入编的机会，幼儿园只与教师签订工作合同，没有一个正

式的身份，会让幼儿教师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加教师不合理流动的数量。

适当扩大民办幼儿园教师事业编制的数量，也是一种吸引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

到民办园工作的有效途径。

最后，政府还应该制定一个能正确引导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结构性流动的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一套符合民办幼儿园教师特点的流动指南，明确指出幼儿教师流动

的合理方法，为幼儿教师提供一个前行道路上的指路牌，指引幼儿教师进行合理的

流动。

4.2 幼儿园的努力

4.2.1 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与小学、中学、大学这些阶段的教师相比，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待遇明显不占优

势，且与公办幼儿园相比，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福利待遇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教师

是民办幼儿园长远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保障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要从

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入手，这样不仅可以稳定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也是减少

幼儿教师不合理流动的关键性的一步。

保护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是民办幼儿园稳定教师队伍的有效途径，在前文的分

析中，可以看出，工资待遇的不理想是幼儿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民办园

教师能享有与公办园教师同等的待遇，可以使一部分因为生存现实而困扰的教师更

安心的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从而做到稳定教师队伍的结构。

教师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才能在工作中激发主动性，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来自经济

基础的支持。教师的工资可以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适当提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制也是幼儿教师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此外，幼儿园应严格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

制，幼儿教师还应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民办幼儿园还可以通过定期变动员工岗位

来激励教师，正如幼儿的进步需要老师的肯定一样，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得到管理者

的认可，职务变动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路径，也是稳定教师队伍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降低教师流动具有积极意义。

4.2.2 完善师资培训机制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教师作为文化的传递者，拥有丰富知识储备的同时，

也需要具备与时俱进更新自我认知的能力，这就需要幼儿园为教师提供大量学习培

训的机会。调查发现，部分幼儿教师流动的原因在于缺乏自我成长的机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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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制度。

幼儿教师职业地位的高低与其流动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而教师的专业水平是

衡量其职业地位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一般来说，职业地位较高的教师都有同等的

专业水平与之相匹配。若幼儿教师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要有专业学习培训的

机会，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完成自我实现。因此，幼儿园需要在考虑本园

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为教师提供真正能帮助其专业发展且形式多样的培训机会，这

些培训最好不会与幼儿教师的正常工作产生冲突。幼儿园可以通过开展专业知识讲

座、组织参观优秀幼儿园等多样化的形式，以及丰富的内容来促进教师专业学习的

提升，教师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职业认同感，不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满足，

从而降低流动意愿，这对稳定幼儿教师队伍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还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幼儿园可以通过培养骨干教师，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

用，为其他教师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对于一些新入园没有经验的教师，可以

使用“师徒结对”的方法，即新教师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自己，新教师刚投入工作时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

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这样一来，不仅全员的整体专业水平、综合能力有所

提高，也会有效减少幼儿教师的不合理流动。

4.2.3 实施人文化管理

管理是一门艺术，人文化管理的根本是以人为本，爱与尊重。园长作为幼儿园

管理工作的专业负责人员，是幼儿园的灵魂人物和精神领袖的存在。而教师则作为

幼儿园保教工作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教育理念落实的主要力量，在幼儿园中也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管理者，应该做到真正理解教师，了解教师的切实需求，

并制定适合园所、教师的管理制度。

管理者可将五种管理，即需要管理、赏识管理、阳光管理、成功管理和效率管

理，灵活的运用到幼儿园的日常管理中，也可以针对自己园的实际情况借鉴其他园

的成功管理经验。管理者还可以为教师们定期举办轻松的交流会，教师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打开心扉，增进彼此的感情。团队活动应减少枯燥的理论说教，而是巧妙地

以交流谈心的方式加强教师的凝聚力，从而实现幼儿园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应该视

各园的实际情况多组织开展氛围轻松愉悦、形式多样的团建活动。

4.2.4 关注教师情绪管理

随着人们意识的转变，情绪管理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管理者的关注。幼儿园若

想培养活泼开朗、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幼儿，幼儿园首先要有一群积极向上、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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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教师。幼儿园的管理者应对教师伸出援手，对其工作和生活进行无微不至的

关心，当遇到困难时，要及时给予其关心和帮助，了解其情绪和心理变化。

管理者应帮助教师制定适宜的培养计划，让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将

其发展目标分解，细分到每学期、每月、每周和每一天，这样既可以化解教师的压

力，教师每次的进步也可以被看见。

每个人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烦恼，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困扰或多

或少都会给人的情绪和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对于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教师应调整

好心态，坦诚相待，积极应对。 因此，管理者应该引导教师在遇到困难时，要积极

乐观地面对，想办法去解决，也可以适时向管理者请求帮助。

4.3 教师个体的提升

4.3.1 明确自身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是幼儿教师投入工作前的必修课，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份职业之

前，教师就需要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是

教师实现自身价值和终身教育的有效前提。教师具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不仅对

自身来说益处良多，对幼儿园的稳定发展也有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当教师在工作

中不断实现当初制定的职业发展目标时，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延迟满足，与此同时也

会降低流动的意愿，尤其会减少一部分刚进入职场的新手教师的不合理流动，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师资队伍的作用。教师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对幼儿园和

教师自身都有着积极意义，教师不再想着跳槽到更好的工作单位，而是努力提高自

身专业水平，这样一来，减少教师不合理流动的同时，也会降低流动带来的消极影

响。

随着社会各界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幼儿教师不但要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也应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自觉提升自身的专业发展水平，及时更新先进的学前教育理

念。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发挥着巨大的奠基作用，而幼儿教师则

是这其中功不可没的奠基人，因此，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则显得尤为重要。

4.3.2 增强自身职业认同感

造成教师频繁流动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来源于社会外界带来的压

力，还有一部分因素源于教师自身。当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能肯

定自己在工作中的价值时，才不会产生想要流动的念头。幼儿教师队伍结构的稳定

不管是对于幼儿园还是学前教育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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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职业的认同会受到外部因素，如社会地位、工资待遇等的影响，这些问

题的解决需要得到政府与幼儿园的支持。而对于教师自身来说，增强对自身职业的

认同有很多有效途径，教师可以在每一次的成长中不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

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在家长的认可中获得成就感。

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教师也应加强对职业道德的提升，做一个富有责任感的新

时代教师。这样一来，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稳定且优质的幼

儿教师队伍的形成指日可待，这对民办幼儿园办园质量的提升也有着重要意义。

教师除了可以通过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来增强职业认同外，还要学会在工作中及

时调整好心态。从古至今，教师在我国的众多行业中都是比较受大众所尊重的，教

师只有做到真正认同自己的职业，才能减少流动的意愿。

让我们一起期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会有一个更加美

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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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

上海市民办幼儿园教师调查表

尊敬的老师：

您好！感谢您参与此次调查。此问卷的调査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问卷采用无

记名形式，不针对任何学校与个人，不会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不会公开或移作他

用，您的回答将是我们宝贵的研究资料，敬请认真据实填写。

问卷均为选择题，请您按照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上打“√”。再次感谢您的

参与，祝您工作愉快！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题

１．您的年龄是

A.25 岁以下 B. 26 岁-30 岁 C.31 岁-40 岁

D.41-50 岁 E.51 岁以上

２．您的性别是

Ａ．女 Ｂ．男

３．您的最终学历是

Ａ．中专 Ｂ．大专 Ｃ．本科 Ｄ．研究生

4.您所学的专业是

A.学前教育专业 B.教育专业 C.其他非师范专业

5．您的家庭及婚姻状况是

Ａ．未婚 Ｂ．已婚无子女 Ｃ．已婚有子女

6．您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时间是

Ａ．1年以下 Ｂ．1-3 年 Ｃ．3-10 年 Ｄ．10 年以上

7.您是否有幼儿教师资格证

Ａ．有 Ｂ．没有

8.您是否入教师编制

A.没有 B.入编

9.您在本园的工作年限为

Ａ．1年以下 Ｂ．1-3 年 Ｃ．3-5 年 Ｄ．5-10 年 Ｅ．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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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当前的职称为

Ａ．无职称 Ｂ．初级 Ｃ．中级

Ｄ．高级 Ｅ．其他

11.您当幼儿教师的原因是

A.当教师是自己的理想 B.当教师收入稳定 C.当教师受人尊重

D.作为谋生的手段 E.其他

12.您每天的工作时间

A. 4-6 小时 B. 6-8 小时 C.8 小时以上

13．您每周有几天休息时间

A. 半天 B. 一天 C. 一天半 D.两天

14.您对自己工作负担的感觉是

A.轻松 B.一般 C.较重 D.非常重

第二部分 所在幼儿园信息

1.您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哪些方面（多选）

A.待遇太低 B.园方要求高 C.工作辛苦

D.家长压力 E.同事关系 F.社会地位不高

G.社会保障不健全 H.专业发展机会少 I.其他

2.您与所在幼儿园是否签订有就业合同

A.签了书面合同 B.没签合同，但有口头协议 C.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

3.幼儿园是否为您缴纳五险一金

A.全部缴纳 B.部分缴纳 C.没有缴纳

4.您对目前的收入水平是否满意

A.十分满意 B.满意 C.不满意 D.非常不满意

5.您所在幼儿园多久开展一次内部（包括年级组或全园）教研活动

A.一周一次以上 B.一周一次 C.两周一次 D.三周一次 E.一月一次

6. 您在该幼儿园参加培训的情况

A.没培训过 B.园内培训 C.区级培训 D.市级培训

7.您所在的幼儿园派遣过您外出一段时间进修吗？

A.参加过一些课程班（一周以内） B.无

C.有过短期培训（半年以下） D. 有过长期培训（半年以上）

8.您假期加班所得报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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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全额得到合法报酬 B.能得到类似正常工作日工资报酬

C.有一点点象征性的报酬 D.无任何报酬

9．作为一名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您希望得到 （多选）

A.社会公众认可和尊重 B.待遇的提高 C.园领导的重视

D.和幼儿相处融洽 E.与家长沟通顺利 F.获得晋升机会

10．如果有转行的机会，您是否会更换工作

A.立即转行 B.不会转行 C.没想好

11．您在该幼儿园工作的感受是

A. 很愉快 B. 较愉快 C. 一般 D. 较郁闷

第三部分 教师流动现状

1.您曾经在几所幼儿园工作过

A. 1 所 B.2 所 C. 3 所 D. 3 所以上

2.您认为您所在的幼儿园的教师流动是否正常

Ａ. 很正常 Ｂ. 正常

Ｃ. 不正常 Ｄ. 根据条件而定

3.您是否支持建立教师流动制度

Ａ. 是 Ｂ. 否

4.您是否有改变工作单位的想法

A .有，去公办幼儿园 B.有，去更好的民办幼儿园 C .没有

5．此工作之前，您是否在其他幼儿园工作过

Ａ. 有 Ｂ. 无

6.您认为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有哪些？（多选）

A. 工资待遇低 B. 教师家庭因素 C.社会地位低

D. 压力大 E. 幼儿园环境条件差

F. 与同事相处不愉快 G.与公办幼儿园教师待遇差距大

7.您在选择幼儿园时，最先考虑的因素是

A .工作氛围 B .社会环境 C .经济收入

D .家庭因素 E .自身发展 F . 其他

8.您认为教师流动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有

A.阻碍幼儿园的发展 B.幼儿安全感缺失 C.教学质量下降

D.导致园所间的差距加大 E.不利于教师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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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民办幼儿教师有编制体系，您会选择流动吗？

A. 会 B. 不会

10.您认为目前民办园教师队伍的稳定状况是

A.稳定 B.基本稳定 C.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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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访谈提纲

民办幼儿园园长访谈提纲

1.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幼儿园的情况。

2.请您介绍一下幼儿园近三年流动教师的情况。

3.您认为教师的流动对幼儿带来的影响有哪些？对幼儿园的影响呢？对流动教师

自身会有哪些影响？

4.您认为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5.本园是否有针对教师流动采取的相应措施，有哪些？

6.对于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您还有其他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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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教师访谈提纲

1.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基本信息。

2.您在该幼儿园工作几年了？目前的职务是什么？

3.您从事此职业有多长时间？在本园工作之前您换过几次？

4.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原来所在幼儿园的情况吗？您选择到这个幼儿园的原因有

哪些？

5.您认为教师的流动对幼儿带来的影响有哪些？对幼儿园的影响呢？对您自身会

有哪些影响？

6.您觉得您现在所在幼儿园的教师流动大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7.您现在是否有工作变动的想法？您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计划？

8.您支持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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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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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即将落下帷幕，在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习的三

年里，有幸认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还记得，面试

时的忐忑不安的场景，入学报道时的不知所措仿佛还在眼前，第一次见到老师和同

学时的兴奋与激动意犹未尽。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记忆纷至沓来，我收获了很多

珍贵的回忆，良师益友对我的帮助我都记在心里。

首先，感谢王福兰老师、孙杰老师、徐炜霞老师、张晋红老师、李晓华老师等

各位老师在课堂上对学前教育理论的生动阐述，这些宝贵的学术思想引领我对学前

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王福兰老师，每次都不厌其烦

的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惑，每次在审阅论文后都会提出非常宝贵的指导建议，感

谢王老师在三年的学习中给我的支持与鼓励、在生活中给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会

始终记得我的这些良师，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做一个让老师们骄傲的

学生。

感谢学前教育专业所有的同学，三年的同窗之情，我会永远珍惜。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参加调查和访谈的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以及老师们，有了

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衷心地感谢你们!

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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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贾淑敏

性别：女

籍贯：山西太原清徐

个人简历：

2013 年 9 月—2017 年 7 月 吕梁学院

2017 年 9 月—2020 年 7 月 山西大学

联系方式：

电话：17317311322

电子邮箱：571481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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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