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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欠发达地区
幼儿教师复原力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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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增强欠发达地区幼儿教师心理素质、提高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对幼儿教师复原力的调

查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析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幼儿教师复原力水平的因素.采用复原力量表(RSA)对

抽取的贵州省部分幼儿教师进行测查,结果发现:幼儿教师复原力在园所区域、园所性质、工资水平方面没有

显著差异,而在园所级别、园所规模、班级人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建议,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

幼儿教育资源的管理与投入力度,积极改善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并不断提振幼儿教师的内在精神,以此提高

欠发达地区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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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１Ｇ２],这说明学前教育已经引起了国家的

高度重视.随之,学界也愈来愈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是人生发展的奠基性教育,对孩子

人格的塑造、习惯的养成、兴趣的培养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都产生重要的作用.幼儿教师是

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因此,幼儿教师的职业素质及心理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学前教育事业的

发展进程.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研究表明,当前幼儿教师普遍承受着

较大的心理压力,其工作热情在逐步下降[３],如不及时调整,将会出现心理障碍,进而影响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史滋福等人的研究发现:１４．４０％的幼儿教师有明显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有躯体

化、焦虑、强迫和抑郁等症状[４].近两年,各种媒体频频曝出幼儿教师体罚、虐待甚至性侵儿童的事

件,这固然与师德建设不足、幼儿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育部门监管不严等问题有关,也与家长和社

会期望值过高、幼儿教师心理压力超负荷、采用畸形的渲泄方式不无关系.如何减轻幼儿教师的心

理压力、最大限度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光靠“输血”是不够的,只有通

过“造血”,即增强幼儿教师复原力水平,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甚至解决此类问题[５].这里的复原力又

称心理弹性,是指个体从疾病、沮丧、逆境或者类似不幸的情况中尽快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６].
以“幼儿教师”“复原力”“心理弹性”为关键词,在CNKI检索平台中进行检索,发现目前相关文

献不足１００篇,而与幼儿教师有关的文献更是不足１０篇,具体发表年份及文献篇数分布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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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不难发现,当前关于幼儿教师复原力的研究不仅文献量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对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的整体,针对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如贵州省尚无人涉及.本研究旨在对贵州

省幼儿教师复原力的调查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析基础上,探讨影响幼儿教师复原力水平的

因素,为增强欠发达地区幼儿教师心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图１　相关文献年份发表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描述

选取来自贵州师范学院集中培训和送教下县的幼儿教师为调查对象,样本基本覆盖贵州省９
个地州市.发放问卷７５０份,回收７２０份,剔除无效问卷９５份,有效问卷６２５份,有效率为８６．８０％.

问卷集中发放,当面回收.被试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被试基本情况(n＝６２５)

背景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背景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规模

４~６个班 ２７ ４．３０
７~１２个班 ４５０ ７２．００
１３~１６个班 １４１ ２２．６０
＞１６个班 ７ １．１０

性质

公办 ４２０ ６７．２０
民办 ２００ ３１．５０

集体办 ３ ０．５０
企事业办 ２ ０．８０

区域

农村 ６ １．００
县城 ２７１ ４３．３０
城市 ３４８ ５５．７０

班级人数

３０~４０人 ２９ ４．６０
４１~５０人 ５７３ ９１．７０
≥５１人 ２３ ３．７０

园所

级别

示范园 ５９ ９．４０
一级园 ３８４ ６１．４０
二级园 １５７ ２５．１０
普通园 ２５ ４．１０

工资

＜１０００元 ０ 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 ３ ０．５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５１ ８．１０
２０００元以上 ５７１ ９１．４０

　　(二)测量工具

研究采用挪威学者Friborg,Hjemdal,Rosenvinge等人编制并由我国学者杨立状等人翻译和

修订的成人复原力(心理弹性)量表(RSA)[６].共计３３道题,分６个维度(包括自我觉知、未来计

划、社交能力、组织风格、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资源),采用７级评分法.除了组织风格以外,信度系数

都在０．７左右,量表的总体信度为０．８７.反向重新计分后,得分越高复原力越好,也就意味着应对

外在压力、适应外在环境的能力愈强.本次调研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７４,各维度信度值在

０．３９~０．７６.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１７．０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及其他相关分析统计

方法.

三、结果与讨论

(一)幼儿园区域差异比较

表２　幼儿园区域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力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县城(n＝２７１) ３１．１５＋２．７１ ２１．２８＋１．７２ ３２．４９＋３．６４ ３６．１７＋３．６３ １９．３６＋２．４３ １４．２４３＋１．０６ １６７．３３＋８．４０
城市(n＝３４８) ３１．３３＋２．７０ ２１．５１＋１．８５ ３０．４８＋４．３６ ３８．４０＋４．８４ １９．７２＋２．０７ １３．９７＋１．０１ １６７．２９＋１０．０５

t －０．８２１ －１．５６５ ６．２４７∗∗ －６．５５７∗∗ －１．９９６∗ ３．２０２∗ ０．０５８

　　　　　注:∗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下同.

表２显示,幼儿园区域对幼儿教师的自我感知及未来计划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而在家庭凝聚

力、社会资源、组织风格及社交能力方面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在社会资源与组织风格方面,城市

幼儿园教师复原力得分高于县城幼儿园的教师,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的父母因文化或环境因素往往

会采取比较民主的教育方式,使城市幼儿园教师受家庭和教育的良好环境影响;在家庭凝聚力和社

交能力方面,县城幼儿园教师得分高于城市幼儿园的教师,这可能与县城教育环境相对宽松,幼儿

园教师之间注重交往、交际关系紧密有关.
(二)幼儿园级别差异比较

表３　幼儿园级别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力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示范园(n＝５９) ３０．４２＋２．７３ ２０．８５＋１．６０ ３１．１７＋４．５０ ３６．５１＋４．０７ １９．３０＋１．８６ １３．７３＋０．９４ １６５．９３＋８．４４
一级园(n＝３８４) ３１．２１＋２．９２ ２１．３８＋２．０３ ３１．３４＋４．３１ ３７．３９＋４．５６ １９．６８＋２．３４ １４．１６＋１．０５ １６７．０７＋１０．１５
二级园(n＝１５７) ３１．２０＋１．８３ ２１．５５＋１．４７ ３１．１８＋４．０８ ３７．４３＋４．８８ １９．３８＋２．１８ １３．９６＋０．７８ １６７．２０＋８．２１
普通园(n＝２５) ３３．７２＋２．９７ ２２．１７＋１．６ ３２．１２＋２．９３ ３８．１７＋３．１７ １９．７２＋１．７４ １５．２４＋１．８５ １７２．４８＋９．１５

F ９．０６０∗ ３．４７７∗ ０．３８６ ０．９５５ ０．９６６ １４．３６３∗∗ ２．７３５∗

LSD
４＞１,４＞２
４＞３

４＞１,４＞２
２＞１

４＞１,４＞２,４＞３
２＞１,２＞３

４＞１,４＞２
４＞３

　　　注:“１”表示示范幼儿园,“２”表示一级幼儿园,“３”表示二级幼儿园,“４”表示普通幼儿园.

由表３可看出,幼儿园级别对幼儿教师在家庭凝聚力、社会资源及组织风格方面均无显著性差

异,而在自我觉知、未来计划及社交能力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简言之,幼儿园级别越高得分越低,
即普通幼儿园教师复原力得分普遍高于各规范级别的幼儿园教师.事后检验发现,普通幼儿园教

师在自我觉知、未来计划及社交能力方面明显好于示范幼儿园、一级幼儿园和二级幼儿园的教师.
这说明,级别越高管理越规范,幼儿教师的压力也越大,教师的复原力水平也越弱;相反,普通幼儿

园教师的工作压力相对较小,心理承受力也较好,教师的复原力水平也较强.当然,本次调研中普

通幼儿园教师参与者较少,说服力不足.在自我觉知方面,普通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分显著高于各规

范级别的幼儿园教师,这可能与规范幼儿园因办学质量较高,生源充足,社会关注度和家长期望值

都高,幼儿园教师压力大,自我效能感降低有一定的关系;而普通幼儿园因生源相对较少,幼儿园教

师心理相对轻松.
(三)幼儿园性质差异比较

从表４可以看出,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复原力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在自我觉知、未
来计划及社会资源方面也没有显著性差异,不过,在家庭凝聚力、组织风格及社交能力３个维度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家庭凝聚力与组织风格得分高于公办幼儿园教

师;在社交能力上,公办幼儿园教师得分高于民办幼儿园教师;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复原力整体



表４　幼儿园性质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力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公办(n＝４２０) ３２．１０＋３．２０ ２１．６３＋１．７２ ３４．１１＋３．０９ ３７．３２＋２．５０ １８．７６＋１．９８ ３５．７６＋３．４５ １７９．６８＋９．０９
民办(n＝２００) ３２．６１＋３．２８ ２１．７１＋２．１０ ３４．６５＋３．０７ ３７．０１＋３．４５ １９．２０＋２．１５ ３３．４７＋３．８０ １７８．５３＋９．７７

t －１．８４７ －０．４５４ －２．０２２ １．１５８ －２．４７５ ７．２３８ １．４０１
p ０．０６５ ０．６５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４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２

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民办幼儿园教师在家庭凝聚力与组织风格上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公办幼儿

园教师,这说明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较大,他们更倾向于向亲友寻求精神上的支持,竞争及工作的

艰辛更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社交能力平均得分明显高于民办幼儿园教师,这

可能是因为前者有更充裕的时间结交朋友,增强了自己的社交能力.

(四)幼儿园规模差异比较

表５　幼儿园规模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４~６个班(n＝２７) ３０．５２＋２．７６ ２１．００＋２．５７ ３０．６７＋２．９６ ３５．６７＋４．８４ ２０．１９＋２．８３ １４．５６＋０．９８ １６４．９６＋９．７８
７~１２个班(n＝４５０) ３１．５１＋２．５２ ２１．４４＋１．６６ ３１．０６＋４．２５ ３７．５９＋４．５９ １９．７１＋２．２２ １４．１９＋１．０３ １６７．４４＋９．１２
１３~１６个班(n＝１４１)３０．８０＋２．９３ ２１．４８＋１．９４ ３２．２７＋４．２９ ３２．２７＋４．２７ １９．１３＋２．０３ １３．８３＋１．０６ １６７．６１＋１０．０９
１６个班以上(n＝７) ２５．１４＋２．２７ １８．５７＋５．１６ ３０．８６＋２．４１ ３７．４３＋６．２９ １７．００＋２．８３ １２．８６＋１．２１ １５１．５７＋１２．２５

F １６．１０７∗∗ ６．１２０∗∗ ３．２０５∗ ２．０６６∗ ６．３２４∗∗ ９．４１５∗∗ ７．１３１∗∗

LSD
１＞４,２＞３
２＞４,３＞４

１＞４,２＞４
３＞４

３＞２ ２＞１
１＞３,１＞４
２＞３,２＞４,

３＞４

１＞３,１＞４
２＞３,２＞４,

３＞４

１＞４,２＞４
３＞４

　　注:“１”表示４~６个班,“２”表示７~１２个班,“３”表示１３~１６个班,“４”表示１６个班以上.

由表５可看出,所处幼儿园班级少的幼儿教师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所处班级较多的幼儿教师.

这说明幼儿园规模对幼儿教师的复原力存在显著影响,且１６个班以下幼儿教师的复原力比超过

１６个班的幼儿教师复原力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７].从各维度上看,所属幼儿园班级

规模小的教师复原力水平优于班级规模较大的.这可能是因为幼儿园规模越大,幼儿教师的教学

压力也越大,内部评比与竞争也越激烈,对幼儿教师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越大,故幼儿园的办学规模

不宜过大,应根据园所的实际情况确定教师数量.

(五)班级人数差异比较

表６　班级人数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３０~４０人(n＝２８) ３３．３４＋２．６４ ２１．８２＋１．７０ ３２．３４＋２．８３ ３７．４８＋３．１５ １９．６２＋１．７０ １５．００＋１．８１ １７１．８６＋７．９６
４１~５０人(n＝５７１) ３１．１１＋２．６０ ２１．４２＋１．７９ ３１．２６＋４．２６ ３７．４３＋４．５７ １９．５４＋２．２４ １４．０４＋０．９７ １６７．０６＋９．３４

＞５０人(n＝２３) ３１．６１＋４．３９ ２０．３０＋３．１３ ３１．４３＋４．５６ ３５．０９＋５．３９ ２０．３０＋２．８５ １４．７４＋１．１８ １６４．８３＋１４．２３
F ９．７９６∗∗ ４．８０５∗∗ ０．９２１ ２．９６０∗ １．３０６ １６．５０８∗∗ ４．１４２∗

LSD １＞２,１＞３ １＞２,２＞３ ２＞３ １＞２,３＞２ １＞２,１＞３

　　注:“１”表示３０~４０人,“２”表示４１~５０人,“３”表示５０人以上.

由表６可看出,除家庭凝聚力和组织风格外,幼儿园班级人数对幼儿教师的复原力各维度均存

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所带班级人数在５０人以下的幼儿教师得分高于５０人以上的教师.

幼儿人数越多,事务也越多,压力也越大,教师的心理健康也越受影响.按照我国目前执行的标准,幼

儿教师与幼儿的比例为１∶１５左右,而３０人以上的班级已大大超出幼儿教师所能承受的工作负荷.

(六)月工资差异比较

由表７可看出,幼儿教师月工资水平在复原力各项维度上总体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自

我觉知、未来计划及组织风格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月工资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的



幼儿教师复原力得分均高于月工资收入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的教师.幼儿教师工资水平的提升,势

必促进教师的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相应地自我效能感也随之增强,这种影响体现在行动上和认知

上,就表现为在自我觉知、未来计划及组织风格方面的得分提高.
表７　月工资对幼儿教师复原力各维度分比较(x±s)

项目 自我觉知 未来计划 家庭凝聚 社会资源 组织风格 社交能力 总分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
(n＝３) ３１．３３＋３．２１ ２１．００＋１．００ ３４．３３＋２．８９ ３６．６７＋２．０８ ２０．００＋３．００ １４．００＋１．００ １７９．３３＋２．０８２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n＝５１) ２９．９４＋２．４２ ２０．６７＋２．２８ ３１．４５＋４．７２ ３６．９８＋４．２６ １８．６１＋１．７９ １４．０４＋０．８５ １７７．０２＋１０．７２

２０００元以上
(n＝５７１) ３１．３５＋２．７２ ２１．４７＋１．８１ ３１．２９＋４．１８ ３７．３９＋４．６０ １９．６５＋２．２６ １４．１２＋１．０７ １７９．４９＋９．２０

F ６．３７５∗∗ ４．４５９∗ ０．８０４ ０．２１８ ５．２１２∗∗ ０．１３８ １．６４１
LSD ３＞２ ３＞２ ３＞２

　　注:“１”表示月工资收入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２”表示月工资收入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３”表示月工资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

四、总结与建议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复原力的形成和发展.

个体的个性特征、情绪特点、认知风格以及外在的社会支持系统等,都是复原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增强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尤其是提高幼儿教师复原力水平,对促进幼儿教师整体素质的发展以及实

现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宏观目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外部环境支持系统是发展幼儿教师复原力的基础

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系统是复原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本研究中,如幼儿园规模、幼儿

园性质、教师薪酬待遇等因素都影响着幼儿教师复原力的发展.可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幼儿

教师复原力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

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幼儿教师工作环境和育儿条件;另一方面,学

前教育虽然已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但幼儿教师编制、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等诸多问题还未得到

有效解决,这也导致很多公办幼儿园教师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在复原力水平上存在差异.除此之外,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是促进幼儿教师职业化的必要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体现在得到

家庭及朋友的支持,并以此产生归属感和成就感的心理需要,有助于调节和缓解工作压力,促进心

理复原力的发展.在幼儿教师职业化的进程中,幼儿教师要注重营造家庭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氛围,

以人为本,让自身的工作价值得到家人的肯定,从而调动工作积极性,不断发掘自身工作潜力.当

然,作为幼儿家长或其他社会成员,应充分理解和宽容幼儿教师在工作上的不足.尤其在西部欠发

达地区的农村,幼儿园的学生容量普遍超标,而实际的幼儿园教师人数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比例

标准,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足.因此,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要加强对幼儿教师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

幼儿教师的关注程度,注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应地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二)积极发展个体的内部动力是发展幼儿教师复原力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方面,由于家庭

和社会对幼儿教育的普遍重视,使学前教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幼儿教育资源紧缺,尤其是高素质幼儿教师队伍严重匮乏,形成学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虽然国家

已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诸多实践,但这些外在因素是否有效还需要通过幼儿教师这一主体

来实现.心理复原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自我认同的发展.自我认同不仅仅是对幼儿教师这一职业

的认同,还包含了幼儿教师对自身状况的接纳,这也是幼儿教师职业化过程中重要的心理支持因



素.幼儿园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幼儿,这一时期的幼儿心理发展和生理发展都处于整个人生发展的

加速期,因此对于从事学前教育的工作者来说,很容易受到幼儿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影响,工作过程

中会有挫败感.事物都有两面性,只有先接纳工作中的不足以及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再通过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转化这些不利因素,才能加快心理状态的改变,提高工作效率,并建立起对职业

的强烈认同感.培养富有爱心和耐心的人格以及积极进取和不断探索创新的学习精神,只能通过

幼儿教师自身来实现.激发幼儿教师内部动力,是加强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幼

儿教师复原力水平的必然途径.

总之,幼儿教师职业化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幼儿教师普遍处于高压

的工作环境中,对于缺乏心理复原力的幼儿教师来说,很难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困

难,更谈不上工作或生活上的幸福感.因此,提高自身的复原力水平,处理好个人、工作及家庭之间

的关系,不断挖掘和提升自身的内部力量并积极利用外部的有利环境,才会在幼儿教育这一领域中

走得更远.幼儿教师自身的努力和主动付出,最终也会促进幼儿教师职业化的发展和个人职业能

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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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andbenefitpreＧschoolteacherspsychologicalhealthinundevelopedareasofsouthwestChina,this
studyexploredthefactorsaffectingpreschoolteachersresiliencybasedonvariationanalysis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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