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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建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
影 响 因 素 研 究

张　哲１,曾　彬２,李　阳１

(西华师范大学１教育学院,２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２)

摘　要:农村新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关系到农村学前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对南充市５个县的

１５所新建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调查发现:婚姻状况、教龄、园所性质、担

任角色影响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学历影响教育理念;性别、职称、所带班级不影响身心素质、专业知识技

能、专业精神、教育理念、专业理想.不同婚姻状况、不同角色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素养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

(p＜０．０５);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教龄、不同园所性质、不同角色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知识技能、专业精神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p＜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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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

若干意见»和各地“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学前教育正在大力发展.其中«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

养.因农村学前教育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的短板,新建幼儿园(以下简称“新建园”)教师是农村幼

儿教师的有生力量,提升农村新建园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提高整个幼儿教师师资水平的关键所在,对

促进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有重大意义.

现存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专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的研究上,如:农村幼儿教

师专业发展能力的现状和对策的研究(黄翠华,２０１４),幼儿师资现状调查研究(王飞琴,２０１３),农村

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王杰,２００９),农村幼儿教师艺术素养现状与对策研究

(马松翠,２０１３),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程昆,２０１３),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缺失现

状与提升对策的研究(左瑞勇,２００８)等.而专门的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研究相对较少,如:农村

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现状研究(杨兵,２０１０),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调查分析(刘丽琼,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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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教师素质现状调查(李振峰,２０１４)等.

对此,为给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现实依据,本文以农村新建园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

找到影响其专业素养的因素,提出提高专业素养的策略,以期帮助农村新建园教师尽快融入角色,

提升自我专业素养,进而促进幼儿教师整体专业素养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新建园是指在学前教育３年计划指导下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建立的农村幼儿园.研究被试来自南

充市西充县、南部县、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５个县的１５所新建园共计１５０名幼儿园教师.发放

问卷１５０份,收回问卷１３７份,其中因为未选择或者漏选过多剔除问卷１份,得到有效问卷１３６份,

有效回收率为９０．６７％.

(二)研究工具

自编测试量表———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情况问卷调查表.问卷共分为五个维度,分别为:身心

素质、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精神、教育理念、专业理想,其中每个维度设置６个小题,共计３０小题.

问卷采取自陈式表述,由教师选择与其实际吻合的程度,各题选项分为“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

“一般”“基本符合”“完全符合”５个等级,分别赋值１、２、３、４、５分,其中６、８、１０、１２、１３、１６、２４、２９等

８个问题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其余各题均正向计分.问卷进行初测和重测,并最终使用SPSS２２．０
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得到可靠性分析结果,克隆巴赫系数为０．８３０,问卷信度可接受.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专业素养相关性分析

表１所 示,婚 姻 状 况 影 响 专 业 知 识 技 能 (r＝ －０．２２３,p＝０．００９,p＜０．０１)、专 业 精 神

(r＝－０．２４２,p＝０．００５,p＜０．０１).教龄影响专业知识技能(r＝０．２９３,p＝０．００１,p＜０．０１)、专业精

神(r＝０．２０７,p＝０．０１６,p＜０．０５).学历影响教育理念(r＝０．１７５,p＝０．０４２,p＜０．０５).园所性质

影响专业知识技能(r＝０．１７１,p＝０．０４７,p＜０．０５)、专业精神(r＝０．２７０,p＝０．００１,p＜０．０１).担任

角色影响专业知识技能(r＝０．２４３,p＝０．００４,p＜０．０１)、专业精神(r＝０．２９０,p＝０．００１,p＜０．０１).

性别、职称、所带班级均不影响身心素质、专业知识技能、专业精神、教育理念、专业理想.
表１　专业素养相关性分析

维度 df 值 性别 婚姻状况 职称 教龄 学历 园所性质 所带班级 担任角色

身心素质 １３４
r －０．０５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p ０．５１１ ０．０７０ ０．７１８ ０．０７２ ０．２６７ ０．１７２ ０．５１６ ０．５２３

专业知识技能 １３４
r －０．０７７ －０．２２３ ０．０３３ ０．２９３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４ ０．２４３
p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９∗∗ ０．６９９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４∗∗

专业精神 １３４
r －０．０９５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６ ０．２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２７０ －０．１０３ ０．２９０
p ０．２７０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５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１∗∗

教育理念 １３４
r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８
p ０．６０８ ０．６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４８４ ０．０４２∗ ０．７６５ ０．４９１ ０．６５９

专业理想 １３４
r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１
p ０．６４９ ０．１６８ ０．６３９ ０．２８３ ０．６８５ ０．７０１ ０．５２０ ０．３４７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二)不同婚姻状况下专业素养的差异性分析

表２所示,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素养总体差异性显著(F＝２．７５２,p＝０．０４５,

p＜０．０５),其中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知识技能差异性显著(F＝３．５１７,p＝０．０１７,

p＜０．０５),其专业精神差异性显著(F＝３．２４７,p＝０．０２４,p＜０．０５).不同婚姻状况下的身心素质

(F＝２．０４０,p＝０．１１１,p＞０．０５)、教育理念(F＝０．４３４,p＝０．７２９,p＞０．０５)、专业理想(F＝１．４７２,

p＝０．２２５,p＞０．０５)差异性不显著.

表中显示新建园已婚教师７６人、未婚教师５２人、离异教师６人、其他２人,未婚教师占比近

４０％.已婚状况的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得分都很高,尤其在专业精神上得分最高;离异的教师得分普

遍较低,其中专业知识技能上得分最低,而未婚状况的教师得分介于已婚和离异之间,加之数量占

比大,表明关注新建园教师婚姻状况对其专业发展有一定意义.

表２　不同婚姻状况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项目

维度

已婚

M±SD
(N＝７６)

未婚

M±SD
(N＝５２)

离异

M±SD
(N＝６)

其他

M±SD
(N＝２)

F p

身心素质 ２４．３５５±３．３４９ ２３．０９６±２．６９５ ２２．６６７±３．８８２ ２５．０００±１．４１４ ２．０４０ ０．１１１
专业知识技能 ２３．２７６±３．６７５ ２１．６９２±２．７２６ １９．８３３±５．７０７ ２３．５００±０．７０７ ３．５１７ ０．０１７∗

专业精神 ２６．０７９±３．００６ ２４．６３５±２．５４４ ２４．８３３±５．０７６ ２２．５００±２．１２１ ３．２４７ ０．０２４∗

教育理念 ２２．９０８±２．７０９ ２３．０３８±２．０４８ ２２．６６７±４．３６７ ２１．０００±１．１４１ ０．４３４ ０．７２９
专业理想 ２３．０００±２．６４８ ２２．１５４±２．４８４ ２１．６６７±４．０８２ ２４．０００±４．０８２ １．４７２ ０．２２５

总计 １１９．６１８±１１．２１２ １１４．６１５±８．９６９ １１１．６６７±２０．２０６ １１６．０００±７．０７１ ２．７５２ ０．０４５∗

　　　注:∗p＜０．０５

(三)不同教龄下专业素养的差异性分析

表３所示,不同教龄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素养总体 差 异 性 不 显 著 (F＝１．５５１,p＝０．１９１,

p＞０．０５).不同教龄下的幼儿教师专业知识技能差异性极显著(F＝３．６０５,p＝０．００８,p＜０．０１),专

业精神差异性显著(F＝３．０３６,p＝０．０２０,p＜０．０５);不同教龄下的幼儿教师身心素质(F＝１．５６９,

p＝０．１８６,p＞０．０５)、教育理念(F＝０．５４８,p＝０．７０１,p＞０．０５)、专业理想(F＝０．２９４,p＝０．８８１,

p＞０．０５)差异性不显著.

表３显示５年及以下教龄教师人数达到８５人,占比超过６０％且总体得分最低,在其专业知识

技能维度明显偏低,但是在教育理念维度得分最高,表明新建园教师年轻化程度明显,其教育理念

新颖,发展潜力大.

表３　不同教龄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项目
维度

５年及以下

M±SD
(N＝８５)

６~１０年

M±SD
(N＝１０)

１１~１５年

M±SD
(N＝１８)

１６~２０年

M±SD
(N＝１１)

２１年及以上

M±SD
(N＝１２)

F p

身心素质 ２３．３４１±３．２０９ ２４．５００±３．１７１ ２４．６１１±２．８５２ ２５．３６３±３．１３９ ２３．９１７±２．９３７ １．５６９ ０．１８６
专业知识技能 ２１．７７６±３．５４４ ２３．６００±２．７５７ ２２．８８９±３．５９６ ２３．７２７±３．１３３ ２５．２５０±２．５６３ ３．６０５ ０．００８∗∗

专业精神 ２４．８００±２．８９０ ２６．８００±２．３４８ ２６．１１１±２．７４２ ２７．３６４±３．２６４ ２５．８３３±３．５１２ ３．０３６ ０．０２０∗

教育理念 ２３．１１８±２．３１２ ２２．４００±３．３７３ ２２．６６７±３．１０６ ２３．０９１±２．７００ ２２．１６７±２．４８０ ０．５４８ ０．７０１
专业理想 ２２．５５３±２．７８４ ２２．４００±２．１１９ ２２．５５６±２．８１２ ２２．７２７±２．９３６ ２３．４１７±２．１９３ ０．２９４ ０．８８１

总计 １１５．５８８±１１．６３８ １１９．７００±９．２５０ １１８．８３３±８．７２６ １２２．２７３±１０．７１５ １２０．５８３±１０．６９８ １．５５１ ０．１９１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四)公办、民办新建园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表４所示,农村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素养总体差异性不显著(T＝ －１．９２８,p＝０．０５６,

p＞０．０５).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上差异性显著(T＝２．０６１,p＝０．０４１,p＜０．０５),在专业精神上差异性

极显著(T＝－３．２９３,p＝０．００１,p＜０．０１).公办、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身心素养(T＝－１．３７３,

p＝０．１７２,p＞０．０５)、教育理念(T＝０．２９９,p＝０．７６５,p＞０．０５)、专业理想(T＝－０．３８４,p＝０．７０１,

p＞０．０５)差异性不显著.

民办新建园教师在身心素养、专业精神、专业理想方面的得分高于公办新建园,特别是在专业

精神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公办新建园,而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理念方面则是公办新建园教师得

分更高.这表明公办、民办新建园有极大的互补性.
表４　公办、民办园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项目

维度

公办

M±SD
(N＝７９)

民办

M±SD
(N＝５７)

T p

身心素质 ２３．４９４±３．２９３ ２４．２４６±２．９４２ －１．３７３ ０．１７２
专业知识与技能 ２３．２２８±３．１３４ ２２．０１３±３．７２３ ２．０６１ ０．０４１∗

专业精神 ２４．７２２±２．９９５ ２６．３８６±２．７８２ －３．２９３ ０．００１∗∗

教育理念 ２２．９７５±２．６７９ ２２．８４２±２．３５１ ０．２９９ ０．７６５
专业理想 ２２．５５７±２．８９０ ２２．７３７±２．３９４ －０．３８４ ０．７０１

总计 １１５．７５９±１２．０３７ １１９．４３９±９．３０６ －１．９２８ ０．０５６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五)新建园园长与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表５所示,园长与教师的专业素养总体差异性显著(T＝２．３７５,p＝０．０１９,p＜０．０５),在专业知

识技能上差异性极显著(T＝２．９０６,p＝０．００４,p＜０．０１),在专业精神上差异性极显著(T＝３．５３５,

p＝０．００１,p＜０．０１).园 长 与 教 师 的 身 心 素 养 (T ＝０．６４０,p＝０．５２３,p＞０．０５)、教 育 理 念

(T＝０．４４２,p＝０．６５９,p＞０．０５)、专业理想(T＝０．９４３,p＝０．３４７,p＞０．０５)差异性不显著.
表５　园长与教师的专业素养差异性分析

项目

维度

园长

M±SD
(N＝３１)

教师

M±SD
(N＝１０５)

T p

身心素质 ２４．１２９±３．３１４ ２３．７１４±３．１２５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３
专业知识技能 ２４．０９７±３．４２９ ２２．０５７±３．４３６ ２．９０６ ０．００４∗∗

专业精神 ２７．０３２±２．６７７ ２４．９４３±２．９５１ ３．５３５ ０．００１∗∗

教育理念 ２３．０９７±２．６８８ ２２．８６７±２．５０４ ０．４４２ ０．６５９
专业理想 ２３．０３２±２．３７３ ２２．５１４±２．７７０ ０．９４３ ０．３４７

总计 １２１．３８７±９．６８４ １１６．０９５±１１．２３０ ２．３７５ ０．０１９∗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四、讨　论

(一)婚姻状况、教龄、学历、园所性质、所担任角色与教师专业素养存在相关性

１ 婚姻状况影响专业素养

研究显示,婚姻状况与教师专业素养中的专业知识技能(p＜０．０１)和专业精神(p＜０．０１)存在

相关性,进一步证明了刘洁[１]的结论:“家庭因素影响教师专业发展”.婚姻状况是个体因素的重要

一环,其婚姻质量的好坏对个体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良好的婚姻状况是教师稳固的外部支持,是温



馨的避风港.而较差的婚姻状况易引起个体情绪的不稳定,特别是对幼儿危害极大.

２ 教龄影响专业素养

教龄与教师专业素养中的专业知识技能(p＜０．０１)和专业精神(p＜０．０５)存在相关性,这与梁

慧娟[２]等人的研究结论“教龄影响教师职业倦怠”相似.一方面,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在专业知识

技能方面的积累更加丰富,从实践中所得的经验就更多,有更成熟的教育技巧和手段;另一方面,教

龄越长,工作阅历越丰富,其待人接物的能力更强,面对问题能处理得更加稳妥,思考得更加周全.

３ 学历影响专业素养

学历与教师专业素养中的教育理念(p＜０．０５)存在相关性,这与陈汉城[３]的研究结论“低学历

教师比高学历教师素养略低”相似.可以判断,学历层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教育理念的差距,特

别是在思想观念上有较大差别.(１)自身学历高,对自身的发展要求则更高.(２)高学历教师更愿

意且有能力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对专业研究更感兴趣.(３)学历越高其教育经历越多,教

育视野越宽阔,必然对其专业素养的发展产生影响.

４ 园所性质影响专业素养

园所性质与专业素养中的专业技能(p＜０．０５)和专业精神(p＜０．０１)存在相关性,原因主要有:

(１)公办园其自身办学起点高、办学资源相对丰富,政策支持加上社会认可度高,其选拔人才渠道多

样且要求严格,所以造成公办园和民办园教师专业素养存在一定差距;(２)民办园有着更大的生存

压力,导致民办园教师与公办园教师专业素养的差别.

５ 不同角色影响专业素养

不同角色与教师专业素养中的专业知识技能(p＜０．０１)和专业精神(p＜０．００１)有相关性,这与

束从敏[４]的结论“岗位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一致.角色影响专业素养主要是因为角色不同

其岗位职责和岗位意识不一样,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和职能.园长作为园所的管理者在专业

素养上应该有更积极的表现,以身作则带领教师完成幼儿园的建设目标.

(二)不同婚姻状况影响新建园教师的专业发展

婚姻状况对个人的专业发展是有影响的,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可以让农村幼儿教师有积极而

良好的专业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新建园教师专业素养(F＝２．７５２,p＝０．０４５,

p＜０．０５)在专业知识(F＝３．５１７,p＝０．０１７,p＜０．０５)和专业精神(F＝３．２４７,p＝０．０２４,p＜０．０５)两

个维度上受婚姻状况影响,这与周喜华[５]等人的研究结论“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受婚姻状况

影响”相似原因如下:(１)已婚者的婚姻稳定,对教师专业发展有良好的作用,能让个体对生活更加

充满希望和憧憬;(２)离异状态的教师得分普遍偏低,这说明离异状态下的教师个人状态并不理想,

其消极的情绪对个体专业素养的提高造成了一定影响.有离异经历的个体,自身更多地处于消极

情绪之中,生活中更容易表现出厌倦、缺乏耐心、易怒、冲动等状态.

农村新建园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发展的资源有限,发展的速度受到限制,教师个体发

展也受到一定影响.研究显示,新建园未婚教师占比近４０％,这部分教师的婚姻状况的稳定对其

专业发展有极大帮助,特别是在专业素养方面,会有效影响其自身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获取和锻炼,

增强自身对专业的认同感,从而提高专业精神,坚定自己对工作的信念.

(三)新建园教师教龄越长其专业知识技能与专业精神表现相对越好,但在特定年龄段有特殊性

研究显示,各教龄段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上差异性极显著(F＝３．６０５,p＝０．００８,p＜０．０１),且

教龄越长得分相对越高.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上有更稳定的表现,这



与岳亚平[６]的研究结论“成熟型幼儿教师个人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更丰富”一致.教龄长的教师在

专业知识和技能上的积淀更多一些,虽然其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是,一般教学法知识和学

科教学法知识基本够用,而且已有自己的知识架构.而年轻教师正处于专业发展的初期,需要不断

地汲取知识来完善自身的知识架构,这就导致在专业知识上各教龄段出现极其显著的差异.

各教龄段教师在专业精神上同样差异性显著(F＝３．０３６,p＝０．０２０,p＜０．０５),教龄越长得分相

对越高,这与李蕾蕾[７]等人的结论“不同教龄的中职教师在专业理念总体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相似.教龄长的教师经历了专业发展道路上的各种考验,从而专业精神表现得更稳定,更能客观地

看待事物,其专业观念、专业态度以及道德情操能更好地有机结合[８].而年轻教师在事业发展的初

期容易产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其专业精神方面也容易出现不稳定.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教龄在１１~１５年的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上的得分低,这表明

１１~１５年教龄段的教师存在职业倦怠的现象,这与桑青松[９]等人的结论“１１~１５年是教师职业倦

怠发展的转折点”一致.

数据还显示２１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在专业精神维度上的得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表明

专业精神随着教龄的增长而提升并不是绝对的,新建园教师在此年龄段出现了特殊性.原因如下:

(１)新建园由于刚刚起步对教龄长的教师进行的培训较少,对教龄长的教师群体的关注度降低;(２)

新建园高龄教师中有部分是从中小学转岗到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因工作环境的转变且工作压力更

大而出现了专业精神弱化的现象.

(四)公办新建园教师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优于民办新建园教师,而民办新建园教师在专业

精神方面优于公办新建园教师

研究结果显示,公办、民办新建园教师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上差异性显著(T＝２．０６１,p＝０．０４１,

p＜０．０５),且公办新建园教师优于民办新建园.这与王伟虹[１０]等人的研究结论“公办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水平优于民办幼儿园”相似.究其原因:(１)公办新建园有更多的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其本

身的办园水平较高,公办新建园幼儿教师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２)公办新建园的管理和评价机制

更完善、更成熟,教师有更多专业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专业水平提升得更快更好;(３)公办新建园的

招聘标准相对较高,对教师的专业出身和专业水平都有一定要求.

专业精神是指从事某种专业所需要的特定的思想信念与道德品质.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会

有某种程度的投入与承诺,由此在工作中表现出认真敬业、主动负责、热诚服务、专心研究的精

神[１１].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公办、民办新建园教师在专业精神上差异性极显著(T＝－３．２９３,

p＝０．００１,p＜０．０１),且民办新建园教师优于公办新建园教师.这与王欢[１２]“公办和民办园教师的

情感衰竭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公办园情感衰竭比民办园严重”相近.其原因主要有:(１)所调

查样本中,公办新建园存在中小学的转岗教师,有研究表明教师职业倦怠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群

体,而这部分教师转岗到新建园工作,其角色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

个过程中出现的困顿与理想形成了巨大落差,加剧了转岗教师专业性维度的降低,特别是专业精神

的降低;(２)民办新建园教师生存压力大,其面对来自园长、家长以及自身发展的压力较公办新建园

教师更大.特别是农村地区民办幼儿教师,面临学历低、待遇差、劳动强度大、学习机会少等生存与

发展困境,在这种状况下农村民办新建园教师谋求自我发展的愿望会更加强烈,从而导致了民办新

建园教师在专业精神上并不比公办新建园教师弱,更有超越公办新建园教师的现象.所以,有必要

加强对公办新建园教师专业精神的培养,改革教师评价标准,增强其竞争意识.民办新建园需要完



善和加强教师激励机制,以专业精神为基点带动教师素养全面发展.

(五)新建园园长在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方面均优于幼儿教师

研究显示,园长与教师在专业精神方面差异性极显著(T＝３．５３５,p＝０．００１,p＜０．０１),在专业

知识技能方面差异性极显著(T＝２．９０６,p＝０．００４,p＜０．０１).这进一步验证了施斌[１３]的研究观点

“园长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划者、指导者与促进者”.园长是幼儿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规划者,

园长的专业水平从外部对教师产生直接影响.研究说明,在专业素养方面,园长在专业知识技能上

表现良好,可以作为教师学习的榜样;在专业精神上,园长的得分更是明显高于教师的得分.究其

原因主要有:

１ 园长定位的需要

园长需要以身作则才能让幼儿园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园长需要树立一种危机意识,在这

种危机意识的驱动下,园长更加注重自我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从而使自己专业知识技能突出,专业

精神出众.

２ 园长自身水平的体现

园长是从教师成长而来的,经历的人和事相对较多,在自身修养方面比教师更为优秀,善于自

律自省,从而在专业知识技能上表现更好,专业精神更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新建园教师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受婚姻状况、教龄、园所性质、所担任角色等因素影

响;教育理念受学历影响.

第二,新建园教师婚姻状况、所担任角色与专业素养总体差异性显著;婚姻状况、教龄、园所性

质、所担任角色与专业知识技能、专业精神差异性显著,与身心素质、教育理念、专业理想差异性不

显著.

第三,新建园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师性别、职称、所带班级等因素无相关性.

(二)建议

１ 关注新建园教师婚姻质量,稳固外部支撑,促进专业素养提高

关注新建园教师的婚姻状况,构建良好稳定的婚姻关系,有利于稳固外部支撑.研究显示,离

异教师在多个维度存在得分偏低的情况,这就影响到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职业

倦怠.新建园中未婚教师占比近４０％,未婚教师的婚姻质量对其精神面貌和工作劲头有极大帮

助.所以,关注教师婚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态,是促进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前提.需要注重几个方

面:(１)采用教师档案的形式,记载每位教师的详细资料,对其婚姻和家庭情况适当关心;(２)对所有

教师进行消极情绪的疏导,不能只针对婚姻状况不佳的教师,以免造成其心理负担;(３)对个别情绪

不稳定、表现波动大的教师进行个别谈话,适当增加其休养的机会.

２ 多关注教龄在１１~１５年的新建园教师的专业素养发展状况

教龄在１１~１５年的教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且职业倦怠处于高峰期,其专业发展的各项指标

都有所下降.面对此阶段的教师,需要找到问题根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其职业倦怠的进一步

发展:(１)落实幼儿教师待遇和地位,给予幼儿教师更多物质上的保障;(２)提高园所管理水平,对此

阶段的教师给予更多的关心和人性化管理,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３)加强园所文化建设,以园所



文化为纽带把幼儿教师联系起来,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３ 新建园教师要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师徒结伴,促进专业素养共同提高

新建园教师中处于发展期的年轻教师居多,但园所中同样存在经验丰富的成熟型高教龄教师,

其专业知识架构有明显优势,新建园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带动作用,采用师徒结伴的形式,挖掘新

进教师的发展潜力,使其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有较大提高.

与此同时,成熟型教师存在学科知识陈旧和专业精神弱化的情况,而且新建园中有部分转岗教

师,这就需要新进教师以自身的活力和热情以及更好的教育理念给予其影响,所谓以新促老,定期

开展新老教师交流会;促进园所开展专业知识技能的普及活动等.以老带新和以新促老就是让新

建园教师在双方共同影响下促进其专业素养共同发展,形成全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氛围.

４ 公办、民办新建园之间要加强学习,公办、民办新老园之间要互相帮扶支持

由于农村新建园教师教龄较短,其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有待建构,加强公办、民办新建园以及

新、老幼儿园(以下简称“新老园”)之间的交流意义重大.

(１)加大公办、民办新建园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采用新进教师与一线优秀幼儿园教师开展对话

的形式加强学习,让老教师为新进教师答疑解惑.

(２)新老园之间加强沟通和学习.新老园之间可以采用连带帮扶的形式,如形成姊妹园,定期

开展观摩学习活动,提升幼儿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也可选送在职教师进行师徒结伴学习,提升其

专业素养[１４].在学习中向新建园教师传递先进的教育方法与教育理念.

(３)园领导加大关怀力度.各园园领导自身要加强交流学习,重视新进教师的培养,对其学习

与发展予以最大的支持,采用个别询问、生活关心、集体座谈以及电子档案袋[１５]等多种方式让新进

教师快速转变角色、消除负面情绪,全身心投入到幼儿教育工作之中.各幼儿园在发展中要以开放

的心态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进步.

５ 调动每位教师参与园所管理,提高教师专业认同,提升教师专业精神

园长职位有其特殊性,要立足于本园特色,着眼于全园的发展.园长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中有

五种职责:(１)制定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引导教师和谐发展;(２)创设教师发展文化环境,促进教师健

康发展;(３)做好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指导教师科学发展;(４)开展园本教学研究,指导教师工作发

展;(５)拓展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等[１３].园长责任重大,在园所管理上需要创新管理思路,特别是要

激发每位教师的管理热情,让每位教师都感受到自己是园所的主人.其方法:一是采用轮值园长的

方式,让每位教师都有机会参与园所管理;二是定期开展园长与教师的对话,为教师答疑解惑,让教

师感受到幼儿园正处于发展的状态;三是园长应鼓励、帮助和支持园所的教师参加培训,并创造机

会让教师能外出学习考察,使其教师对自我专业发展坚定信心,从而增强教师的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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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hasaprofoundimpactonqualityofearlychildhoodeducaＧ
tioninruralareas．Thequestionnaireincluded１５０teachersfrom１５newlyＧbuiltkindergartensinNan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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