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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的开发

王　萍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幼儿园园长专业知识是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幼儿园园长专业知识现状

需要开发科学有效的测验工具.经过初始测验试题的编制、预测、检验、修订和完善等步骤,最终形成了难度

适中、区分度较高、信度和效度都良好的正式测验工具.然而,在工具开发过程中,由于原创性题目较多等原

因尚存在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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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园长(以下简称“园长”)专业知识是园长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的基础,也是园长专业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园长专业知识水平是促进园长专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幼儿园教育

质量提高的重要前提与保障.我国学者宋乃庆指出:“当前,通过对教育问题的测评、监测与督导提

升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１]因此,测评园长专业知识现状是提升园长专业

知识水平和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然而,笔者通过梳

理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关于园长专业知识的研究较少,且多从理论层面探讨园长应具有的专业知识

结构以及构建专业知识体系等问题,而对园长专业知识现实问题的考察和量化研究却少有人问津.

心理学研究已证实,专业知识属于心理特质的一种.目前,教育与心理测量理论主要有经典测

量理论体系、概化理论体系和项目反应理论体系.这３种理论体系,各有长短[２].一般而言,经典

测量理论中提出的教育测验法是测查专业知识的主要方法,即按教育测验的规则,对学习者掌握某

些学科的知识、技能予以数的描述的一种方法.因此,本研究依据和借鉴教育测验的方法与技术,

以教育部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中提出的园长专业知识体系为理论模型,立足于西

南地区园长专业知识的实际情况,开发、研制了一套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

一、编制测验试题

开发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参考、借鉴已有相关文献[３Ｇ４],编制初

始测验试题,主要步骤有:明确测验目的、形成测验蓝本、编制测验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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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测验目的

园长专业知识测验目的在于测查不同民族、地区、性质的幼儿园正、副园长对«幼儿园园长专业

标准»所要求的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就测验功能而言,该测验应具有预测、摸底的诊断性功能,即

通过测验揭示园长专业知识的现实问题,为提升园长专业知识水平提供实证依据.同时,这类测验

属于标准化测验的一种,要求测验工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因此,编制测验试题时需从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高校专家、优秀教研员、专家型园长、

普通一线园长等不同专业层级的人员来确定、评价、修正测验题目.此外,该测验的计分标准主要

以«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中提出的园长专业知识目标为主要参照标准,以评估园长专业知识的实

际水平.另外,辅以园长专业知识的常模(即测验平均分)为次要参照标准,以衡量不同区域、性质、

职称、学历、专业等背景下园长专业知识水平的差异情况.

(二)编制测验蓝本

测验蓝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向细目表,是描述试卷内容、层级、题量等有关构成比例的文件.

园长专业知识测验蓝本在横向维度上明确了园长专业知识的内容,在纵向维度上明确了园长专业

知识的目标.此外,园长专业知识的测验方法、题量等内容也被纳入园长专业知识测验蓝本当中.

１ 排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园长专业知识点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５],«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遵循“专业职责Ｇ专业知识”的建构思路,明确指

出园长应具备的专业职责和专业知识.本测验试题的编制维度是依据«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提出

的园长６项专业职责,即规划幼儿园发展、营造育人文化环境、领导保育教育、引领教师成长、优化

内部管理、调试外部环境.«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涉及的专业知识点繁多,为使测验内容精简到可

操作的范围,本研究将６项专业职责下的每条专业知识细化为２~６个具体内容,进而编制成对园

长专业知识点相对重要性排序的调查问卷.依据三角互证原理,旨从宏观专业引领以及专业实践

角度出发,向一线园长(２５名)、高校专家(５名)、区县教研员(５名),发放问卷并回收有效问卷,利

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最后统计出１８个代表性知识点,作为园长专业知识测验蓝

本的内容.

表１　园长专业知识中的代表性知识点

园长专业职责 园长专业知识中的代表性知识点

规划幼儿园发展
熟悉«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趋
势;掌握制定幼儿园发展规划的理论

营造育人文化环境 具有良好的品德与艺术修养;了解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掌握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领导保育教育
掌握国家关于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发展的目标;熟悉幼儿园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了解国
内外幼儿园保教发展动态

引领教师成长
把握专任教师职业素养要求;熟悉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各阶段的规律和特点;掌握园本教
研、合作学习等学习型组织建设方法

优化内部管理
熟悉幼儿园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幼儿园园舍规划方法与实务;掌握幼儿园卫生保健方法
与实务

调试外部环境
掌握幼儿园与家长有效沟通的策略和方法;熟悉社区教育资源的功能;掌握家园共育的知
识和方法

　　２ 确定各专业知识点的目标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将“把知识的掌握水平分为识记、理解、运用三个层次”[２].通过访



谈具有学前教育以及教育管理专业背景的高校专家、专家型园长、优秀教研员等,确立了从学科发

展角度和教育领导与管理实践的角度建立园长专业知识目标层级.访谈中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园长作为幼儿园发展的核心人物,应更多达成“理解”类目标,以确保幼儿园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以及

观念的引领性;对于园所文化、游戏活动、环境创设等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领域应达成“运用”目

标;对于安全、卫生、环境设置等具体要求则需达到“识记”目标.

３ 确定测验方法、题目数量、测验时间和评分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笔试测验法.由于学术研究的伦理性、人文性、无利害性等特点,要求测验对

象匿名填写,测验题目数量适中,完成时间不宜过久.遵循覆盖全部知识点、控制答题时间等原则,

题目数量稍多于代表性知识点的数量.通过高校专家、专家型园长等人对试题难度进行评估,确定

了测验时间为１５~２０分钟.此外,为方便计分与统计分析,本研究采用０/１分值法,即客观题答对

得１分,答错得０分;主观题答对一题计１分,答错为０分,最高分为所要求的答题数目.

(三)编制测验试题

测验由试题构成.编制高质量的试题是开发有效测验工具的核心.

１ 编制试题及答案

已有研究建议,预测试卷中的“初选题目的数量应是测验计划数量的２~３倍”[６],以便在预测

后依据预测结果进行删减与修改.因此,研究者针对每项测试内容,编制出２~３道试题,共编制

４０道预测试题,其中包括单选题３２道、是非题７道、简答题１道.单选题测验内容广泛,填写简单,

是测验的主要题型;是非题主要测验园长的“理解”能力;主观题主要测验园长对专业知识的“运用”

能力.此外,编制试题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编制原创性题目,占题目总数的７７％,原创性题

目的来源,有的是对一线园长以及学前教育专家访谈材料的整理及分析,有的是学前教育已有的研

究成果,还有的是政策文本的观点和要求等;二是采用或改编园长任职资格考试试题,约占２３％.

因现有考察园长专业知识的试题及相关研究较少,故本研究中的试题大多为原创性题目.

２ 效度系数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效度的逻辑判断法对其进行效度检验.具体方法主要借鉴国际上通用的

由劳希提出的内容效度系数(ContentValidityRatio,CVR)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７].首先,选取３０

位学前教育专家(包括２０名高校专家与１０名专家型园长)对每项代表性知识点试题的重要性进行

评价.评价分３个等级,A为“非常重要”,B为“有用但不重要”,C为“没有用”.然后,回收数据,

运用公式CVR＝(ne－N/２)/(N/２),计算出每道题的内容效度系数(其中,ne 表示选择 A的专家人

数,N表示专家总数),并将所有题目的内容效度系数进行均值计算.最后,经过计算发现,专家效

度达到０．３４,大于劳希提出的３０名专家的最小内容效度系数为０．３３的数值.也就是说,平均每道

题中选择 A(“非常重要”)的专家数达到了２０人,这说明试题内容对所要测查的园长专业知识的代

表性程度较高.

３ 组合预测试题

依据劳希效度系数检验结果,对试题进行初步修改,充分评估题目的难易程度,依据双向细目

表各维度指标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出题原则,合成预测试题.此外,为确保预测实施的相对标准

化,编制的测试说明书对测验填写要求、时间控制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



二、预测与修订测验试题

(一)预测试题的发放与回收

为使预测样本性质与正式测验的样本性质一致,研究者主要向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和云

南省发放有效的纸质和网络测验试卷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８份,回收率为９５．５６％.其中,市区幼

儿园园长占总数的５３．４９％,区县幼儿园园长占３９．５３％,乡镇幼儿园园长占６．９８％;公办幼儿园园

长占调查总数的５３．４９％,民办幼儿园园长占４６．５１％;正园长占调查人数的３７．２１％,副园长占

６２．７９％.具体情况见图１.

(二)预测试题的质量指标检验

依据教育统计与测量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者先后对预测试题的难度、区分度、信度、效度等

指标进行检验.选择、保留、修改和删除相应试题,最终形成较高质量的测验试题.

１ 检验难度P 值

测验试题难度系数是评价测试题质量的指标之一,也是筛选测试题的主要依据.“由于其计分

方法的不同,所以其难度的估计方法也不同”[８].结合本研究０/１计分方式,用答对该题的人数与

所有被试人数的比来表示P 值.依据已有教育测量学的观点,测试题难度值范围适宜在０．２~０．８,

且平均难度系数在０．５左右.通过难度系数计算,共２３道题的难度系数P 值的范围在０．２~０．８,

保留了难度系数检验合格的题目,剔除或修改了难度系数检验不合格的题目.

图１　园长专业知识预测试题回收情况

２ 检验区分度D 值

区分度是指测验对被试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同样也是筛选测试题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主要

采用分组法估计区分度.具体做法是:将测验总分由高到低排序,抽选出前１２名的高分组和后１２

名的低分组,进而求出高分组与低分组答对该题的人数比率之差,用公式表示为:D ＝PH －PL .

有专家(R．L．Ebel)认为:应删去区分度低于０．２０以下的测试题;修改并提高区分度值在０．２０~

０．２９的测试题;适当修改并保留区分度值在０．３０~０．３９的测试题;保留区分度值大于０．４０的测试

题.在预测试题的区分度检验中,共有２１道题的D 值(区分度)大于０．２０,大于０．４０的题目共１８

道.研究者保留了１８道较高区分度(D ≥０．４０)的测试题,删去D 值小于０．２０的题项,并依据试题

分析结果,调整和修改区分度在０．２０~０．３９的题项.

３ 检验信度系数rtt

信度估计方法有多种,研究者主要采用分半信度的卢农(Rulon)公式估计法进行信度检验.具



体做法为:首先剔除不符合质量检验难度系数(P 值)和区分度(D 值)的试题;然后在４０道预测试

题中,筛选出１６道难度系数在０．２~０．８之间且区分度大于或等于０．４０的试题;再将１６道试题均

匀分为奇数题项与偶数题项(详见表２);最后经卢农(Rulon)公式计算,得出预测试题的分半信度

系数为０．７３.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整份量表最低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要在０．７０以上,最

好能高于０．８０”[９],该测试题的分半信度系数表明,该测查工具的信度值较高,整个量表可以接受,

其测试结果稳定可靠,但仍需进一步修改.

表２　园长专业知识测验试题的信度分析

测验试题维度
(专业知识类型) 题目数量 题目序号 Alpha信度系数

规划幼儿园发展 ４ １、２、３、４ ０．６４１
营造育人文化 ５ ５、６、７、８、９ ０．７５３
领导保育教育 ５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０．６８８
引领教师成长 ４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０．７３４
优化内部管理 ３ １９、２０、２１ ０．７０５
调试外部环境 ３ ２２、２３、２４ ０．７６２

所有项总计统计量 ２４ ０．８０２

　　(三)修订并形成正式测验试题

首先,确定正式测验试题题型.对预测试题进行难度系数、区分度、信度和效度的质量检验,结

果显示,判断题只能检测最低层次的认知目标,且受随机猜测的影响较大,故舍去该类题型.依据

测验内容需要,将部分判断题改编为填空题.因此,正式使用的测试题题型包括单选题、填空题和

简答题３种题型(如图２).

图２　园长专业知识正式测验题型

其次,筛选和调整各项测试题.通过对预测试题的质量检验,筛选并保留１５道难度适中、区分

度较高、处于不同维度(园长专业职责)的单选题.遵循难度系数、区分度、信度和效度之间的相互

关系原则,并基于访谈结果以及对预测结果的分析,调整原有测试题题干的表述,改编、新增１４道

单选题、２道填空题、３道简答题,旨在使试题的平均难度系数调整为０．５０.这样既可达到区分度最

大值(P ＝１．００),还能提高测试信度.正如 R．L．艾伯在１９６２年指出的:“要想达到理想的测验信

度,提高试题的区分度是一个好方法.”[１０]

最后,经二次预测后形成正式测试题.在第二次预测中,发放有效试卷１２０份,回收试卷样本

量１１２份,回收率为 ９３．３３％.其中,市 区 园 长 占 ５２．６８％,区 县 园 长 占 ３５．７１％,乡 镇 园 长 占

１１．６１％;公办幼儿园园长占３１．２５％,民办幼儿园园长占６８．７５％.对回收试卷进行统一的赋值评

分,并进行难度、区分度、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该套试题平均难度系数为０．４５,且

各题难度系数值(P )均在０．２~０．８范围当中,说明该测试题难度适中;区分度(D )的平均值大于

０．３,且８０％的试题区分度大于０．４.借助统计软件SPSS１７．０将数据进行登录、统计、管理,得出正

式测试题整份问卷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为０．８０２(见表２),高于各子维度的 Alpha系数.



由表２可知,各分量表 Alpha系数在０．６４１~０．７６２之间,其中,营造育人文化环境、引领教师成长、

优化内部管理、调试外部环境４个子维度的 Alpha信度高于０．７０,根据信度检验的相关理论与知

识,可判定该测试题的信度可接受.二次预测各项质量指标,结果显示,该测试题效度较高,可以真

实、有效地测量出园长专业知识的实际水平.

三、研究不足与建议

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的开发是对园长专业知识进行量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是一项复

杂、难度较大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研究者已经尽量做到客观、真实、科学地编制测验工具,但在工具

编制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一)原创性题目较多,可能影响测验效度

该研究中７７％的测试题为原创性题目,尽管研究者在编制测试题时,始终遵循三角互证原则,

但由于参与研究者的专业知识背景不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等因素,致使该测试题的主观差异性较

大.因此,研究者无法断定,该套测验试题能否被广大学前教育专业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实践工作者

普遍认同.此外,该测验试题的效度检验主要采用劳希效度系数检验法,其实质为内容效度检验的

逻辑分析方法以及测试题目与测试蓝本相比较的方法.虽然本研究测验的效度系数符合试卷的效

度要求,但由于参与工具编制的专家专业知识背景、价值观念不同等因素,致使劳希效度系数检验

方法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会影响测验效度.为解决此问题,研究者除需进行自上而下的内容

效度检验以外,还需增加自下而上的效度检验,以提高测验试题的效度.

(二)研究的非利害性,可能影响测验信度

由于遵循学术研究的伦理性、非利害性等原则,研究对象匿名填写测试题,数据结果也仅用于

研究分析,不参与对研究对象(园长)的考核与奖惩等.因此,研究对象在填写问卷或解答测试题的

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这可能会导致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地点进行测验时所填写

的结果不一致,影响测试题信度.此外,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

多次预测问卷的发放、回收与分析,但是由于每次测验对象不一致、测验环境有变化等因素,测验试

题信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为解决此问题,研究者可借助当地教委、教研员等行政力量,尽可能创造

统一、规范的测验环境.

(三)标准化测验工具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借助经典测量理论开发的园长专业知识测验工具,是对园长专业知识进行量化的第一步,也是

测量园长专业知识必不可少的重要探索.然而,园长专业知识标准化测验工具因其答案的唯一性,

以及测验知识覆盖面有限等不足,难以全面揭示错综复杂的园长专业知识现状.此后,研究者可遵

循多主体评价、过程性评价的基本原则,将园长专业知识的标准化评价、自我评价以及他人评价等

多种评价方式结合起来,可以更为真实、全面地揭示园长专业知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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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ToolsforSurveyingtheProfessionalKnowledgeofthePrincipalofKindergarten
———ACaseStudyoftheSouthwestRegionofChina

WangPing
(Department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Theprofessionalknowledgeoftheprincipalofkindergartenisoneofthemainelementsof
kindergartensprofessionalquality,andtounderstandthestatusofkindergartensprofessionalknowlＧ
edgeneedstodevelopeffectivetestingtools．However,developingtestingtoolsiscomplexandsysＧ
tematic．Aftercompilingquestions,forecasting,testingthetestquestionsquality,andconstantlyimＧ
provingthetestquestions,eventually,wegottheformaltestsdifficultyvalue(P)between０．２to
０．８,withameanvalueof０．４５．Thediscriminationdegree(D)ofthe８０％testquestionswasgreater
than０．４,withthemeanvaluegreaterthan０．３．ThetestsContentValidityRatio(CVR)was０．３４,
andthesplithalfreliabilitycoefficientwas０．８２forthetest．Sothetesttoolisofhighquality,andcan
measuretheprofessionalknowledgeoftheprincipalofthekindergarteneffectively．Butintheprocessof
thedevelopingthetestingtool,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thatneedtobediscussedinthefuture．
Keywords:professionalknowledgeoftheprincipalofthekindergarten;testtool;knowledgemeasureＧ
ment;examquestions;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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