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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分析及对幼儿园园长进行开放式调查问卷和访谈,编制《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

卷》,对浙江省、福建省470名园长进行问卷调查。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建构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结

构要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理论模型建构的合理性。结果发现:幼儿园园长课程

领导力是四因素结构,即愿景激励、领导魅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分半信度以及

题项与各因子得分相关显著,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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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01年我国启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中,学校课程建

设成为重要主题。但长期以来,学校已经习惯于被动执行,缺乏自主规划课程的意识和开发、创生

课程的能力,因此,如何提升学校的课程能力已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容回避的课题[1]。就学前

教育阶段而言,国家现行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要求幼儿园园长承担起相应的课程领导的职责,提升

自己的课程领导力。
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是指园长领导全体教师创造性地实施新课程、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能

力,以及改善学生学习品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课程质量的领导品质。领导力问题的研究经

历了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新型领导理论,而变革型领导理论作为新型的领

导理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领导理论与教育的融合。博尔曼与迪尔(1984)提出了组织的“四力框架”,包括工厂(结构

框架)、庙宇(象征框架)、竞技场(政治框架)、家庭(人力资源框架)。此后,萨乔万尼(1991)则将领

导理论引入教育领域,认为教育组织的“五力模式”中有技术领导力、象征领导力、文化领导力、教育

领导力、人际领导力[2]。国内关于领导力向度的研究框架大部分是对两家之说的整合。
二是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研究趋向教育实证主义,多运用心理学、统计学方法探讨其结构。朗肖

尔(1985)编制了变革型领导问卷(TLQ),把变革型领导特征归为“领导魅力或理想化的影响、感召

力、智能激发、个性化关怀”4个特征[3]。彼得·诺斯豪斯(2002)详细阐述了变革型领导理论的优

点并概括出变革型领导的行为特征:魅力影响、鼓舞干劲、智力激发、个别化关怀[4]。国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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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者们主要是对国外的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结构进行验证,使之适合中国的文化背景。李超平等

(2005)认为变革型领导是四因素结构,包括德行垂范、领导魅力、愿景激励与个性化关怀[5]。田京

(2009)探索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变革型领导的结构,包括德行素养、目标有效性、沟通愿景、权变奖

励、个性化发展、关心生活、鼓励创新、广开言路、人际和谐[6]。还有部分学者对变革型领导有效性

的作用机制和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领导者的有效性与下属的额外努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以

及教师组织承诺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徐长江、时勘(2003)认为变革型领导对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

度和工作绩效具有预测作用[7]。毛晋平等提出了变革型领导理论也属于一种行为导向理论。领导

的表率,自身的德性、德行对教师的工作意义感、积极情绪、活力的激发都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并影

响教师的认同与融入[8]。陈春花等运用Meta分析了变革型领导同个体任务、关系和创新绩效的关

系[9]。李超平、时 勘(2005)编 制 了 中 国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变 革 型 领 导 问 卷,增 添 了“德 行 垂 范”
维度[5]805。

三是变革型领导的研究视域转向中小学,并且已被证实为推动学校变革和发展的领导形式。
自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教育领域,变革型领导强调引导组织成员对学校变革的认同以及重构学

校组织文化。具体来说,变革型领导通过领导者个人魅力、群体目标确定以及对高成就的期待确定

方向,以个体关怀、智力激励及关键价值和实践的榜样促进教师群体发展,通过建立合作的学校文

化,并与家长和社区建立关系从而实现组织重新设计。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探讨了新

课程改革背景下校长领导变革和校长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学校变革型领导行为效能和变革型领导

视域下的中小学管理,以及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论证校长的角色转型等。同时,我们应关注到在中

国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变革型领导成为管理学者和心理学者关注的热点,并在教育以及其他领域取

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有关变革型领导的学术讨论可以为研究校长的领导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实现

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推进学校改革具有开创性意义。
综上所述,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研究虽然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运用于幼儿园园长课程领

导力理论研究与幼儿园教育实践的研究很少。一方面,目前对于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研究不

足,更多的是针对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研究,同时,对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国外研究为

主,多数研究者把研究对象聚焦于企业领导者,对幼儿园园长的变革型领导层面的研究很少,也没

有相应的测量工具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中还存在着实践困惑的问题,主要体

现在我国现有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研究集中于理论探讨或个案研究。鉴于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的现状,探讨我国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理论模型,有助于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园长培训班的470名幼儿园园长,共发放问卷470份,
回收425份,回收率为90.4%,其中有效问卷403份,有效率为94.8%。

(二)研究程序

第一,编制开放式问卷,请正在XX大学园长培训班接受培训的42位园长填写幼儿园园长课

程领导力开放式调查问卷,要求园长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可能多地用形容词或动词短语分别列举出

园长在课程领导中的角色、在课程领导中负有哪些责任或承担哪些任务、在课程领导中如何调动教

师参与课程、在课程领导工作中的困难。然后对回收的42份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去掉无效答案,并
对同义形容词或短语进行合并,按出现的频次高低进行排序,结果见表1。



表1 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典型描述(部分)

序号 角 色 任  务

1 课程实施的领航者 完善课程管理方式,优化内部管理

2 教师专业成长的支持者 凭借专业权威和个人魅力,综合协调幼儿园内外人力物力因素

3 课程管理者 参与园本特色课程建设

4 课程理念的引领者 更新课程理念

5 教师队伍的榜样 从教育实践中展开研究

6 课程资源的整合者 鼓励教师参与培训进修

7 课程设计的参与者 做好幼儿园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

8 幼儿园全面合作的组织者 立足幼儿教育实践,统筹协调幼儿园内各机构和部门

9 课程发展的组织者 明确办园理念,定位办园目标

10 课程愿景的建构者 探索适合幼儿身心发展及认知规律的课程体系

11 课程理论的研究者 保障园本课程的实施

12 人际沟通的协调者 激发教师的内在动机

13 创新的推动者 加强课程领导力认识

14 课程安排的指导者 把握课程发展趋势,统领课程发展改革

15 课程构建的规划者 确保幼儿园课程与教学质量的提升

16 课程的决策者 整合课程资源

17 课程文化的营造者 把握课程的主体方向

18 课程的评价者 建立课程发展团队

19 课程的观摩者 领导保育教育工作

20 课程研究的推进者 协调家园、社区及其他主体的合作

  第二,根据开放式问卷的结果,编制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园长培训班中11名任职年限5年

以上的园长进行访谈,为构建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维度提供实践层面的依据。根据访谈结果,

并结合前期所阅读的国内外相关问卷以及开放式问卷结果编制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

第三,用正式问卷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调查问卷对浙江省165名园长进行测试。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改编国内外研究者所采用的变革性领导研究工具,结合本研究实际需要,在对相关研究

进行文献检索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由4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专家进行讨

论,然后经过课题组的3名硕士研究生反复修改,最终编制了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调查问卷。本

问卷的条目共有64项,包括4个维度:愿景激励、领导魅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项目由原来的

82个删减为64个。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2为“比较不符合”,3为“不确

定”,4为“比较符合”,5为“完全符合”。运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分析。

1.问卷施测

对参加浙江省某次园长培训班的165名园长进行测试,由研究者和1名教师共同完成。在正

式测试前向园长们说明研究的目的,宣读指导语,并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以及填写要求,使园长们能

配合问卷的填写工作,问卷施测时间为20~30分钟,填答完毕后现场收回问卷。

2.统计处理

收回并整理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133份,将原始数据录入SPSS20.0,探索性

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和正交旋转法,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

AMOS17.0。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ItemAnalysis)是根据正式施测人员的测验结果对预设题项进行区分度分析,将没



有达到显著性的题项进行删除。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对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进行区分度分

析。第一种方法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算133位被试的64个项目的总得分,然后将问卷的得

分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将得分从高到低的前27%作为高分组,将最低的后27%作为低分组。在

SPSS20.0中通过分析、比较均值、独立样本T检验等操作,计算出所有题项的显著性。第二种方法

是根据题项的总分,计算出各个题项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将相关系数未达显著性的题项进行

删除。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结果见表2。
表2 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各项目与总分相关结果

题项号 P r 题项号 P r 题项号 P r

1 0.000 0.485** 23 0.000 0.589** 45 0.000 0.707**

2 0.000 0.538** 24 0.000 0.642** 46 0.000 0.711**

3 0.000 0.538** 25 0.000 0.666** 47 0.000 0.630**

4 0.000 0.520** 26 0.000 0.715** 48 0.000 0.717**

5 0.000 0.543** 27 0.000 0.591** 49 0.000 0.673**

6 0.000 0.559** 28 0.000 0.606** 50 0.000 0.629**

7 0.000 0.628** 29 0.000 0.662** 51 0.000 0.677**

8 0.000 0.643** 30 0.000 0.634** 52 0.000 0.673**

9 0.000 0.624** 31 0.000 0.646** 53 0.000 0.621**

10 0.000 0.635** 32 0.000 0.689** 54 0.000 0.599**

11 0.000 0.560** 33 0.000 0.476** 55 0.000 0.488**

12 0.000 0.597** 34 0.000 0.647** 56 0.000 0.486**

13 0.000 0.642** 35 0.000 0.660** 57 0.000 0.460**

14 0.000 0.635** 36 0.000 0.696** 58 0.000 0.556**

15 0.000 0.720** 37 0.000 0.585** 59 0.000 0.628**

16 0.000 0.554** 38 0.000 0.570** 60 0.000 0.530**

17 0.000 0.709** 39 0.000 0.624** 61 0.000 0.643**

18 0.000 0.680** 40 0.000 0.734** 62 0.000 0.628**

19 0.000 0.627** 41 0.000 0.707** 63 0.000 0.647**

20 0.000 0.604** 42 0.000 0.679** 64 0.000 0.631**

21 0.000 0.589** 43 0.000 0.710**

22 0.000 0.686** 44 0.000 0.683**

  采用高低二组独立样本T检验,所有的题目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0.01)。其次,计算各

题目与问卷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心理学要求相关系数应达到0.30~0.80之间,从表中可以看出,相
关系数最小的是第57题的0.460,最大的是第40题的0.734,说明所有题项的相关性显著,进一步

表明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的项目区分度高,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运用SPSS20.0对本次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 检验系数为

0.908,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X2=2785.772,df=561,P<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提取公共因子4个,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判断

是否保留某个项目的标准是:(1)该项目在某一因素上的负荷超过0.50;(2)该项目不存在交叉负荷

(Cross-loading),即不在两个因素上都有超过0.35的负荷[5],并使各因素符合“陡坡检验”(Screen
Test)以及因素好命名的原则。通过多次重复这一探索过程,对未达到要求的项目进行筛选,相继

删除项目30个,最终剩余34个。4个因子累计可以解释总方差的57.939%,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

力的四因素因子载荷结果见表3。



表3 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旋转后的因素分析结果表

项目号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项目号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54 0.763 8 0.587
50 0.734 7 0.584
57 0.723 5 0.581
60 0.696 35 0.824
58 0.681 39 0.810
55 0.664 48 0.740
59 0.650 37 0.713
62 0.619 44 0.623
63 0.583 33 0.608
51 0.572 32 0.583
11 0.725 45 0.538
12 0.706 21 0.747
13 0.682 22 0.645
10 0.673 20 0.640
15 0.638 28 0.619
6 0.604 29 0.611
9 0.592 31 0.511

  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所汇聚的4个维度与先前的研究假设基本保持一致。幼儿园

园长课程领导力四因素的命名如下:

因素一有10道题,反映了园长能支持教师参与专业培训和进修、能关心教师的生活状况、能保

障教师合法权益和合理待遇、重视幼儿园环境创设、能建立完善的幼儿园安全管理规范等,命名为

“个性化关怀”,对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解释率最大,为17.215%。

因素二有10道题,反映了园长能让教师了解幼儿园未来发展前景、能主动与上级行政部门沟

通幼儿园的课程愿景和规划、能制订明确的学年或学期工作计划、能通过更新教育理念形成学校的

特色和品牌、能完善学校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以适应学校的发展需求等,各个因素都指向园长对幼

儿园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办学理想(愿景),命名为“愿景激励”,其解释率为15.640%。

因素三有8道题,反映了园长善于从教育实践中生成课题并展开研究、能开发符合学校特点和

需要的课程、善于处理课程改革各个环节的棘手问题、能召集教师一起建立课程发展团队等,命名

为“智能激发”,其解释率为15.051%。

因素四有6道题,反映了园长能使教师喜欢自己从事的职业、能使教师认同园长在课程与教学

上的领导、能在改革压力下保持冷静、能激发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命名为“领导魅力”,其解释

率为10.033%。

(三)信度分析

1.Cronbach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同质信度)

本研究采用了克伦巴赫(Cronbach)α系数来鉴别该问卷各维度的信度与总量表的信度。结果

表明:维度一:个性化关怀,α=0.904;维度二:愿景激励,α=0.894;维度三:智能激发,α=0.894;维
度四:领导魅力,α=0.852,总量表的α=0.950,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2.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

从问卷4个维度中计算出各维度之间的分半信度,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处于0.801~0.885之间,

均在0.70以上

3.题目与各因子得分的相关性

计算各个因子得分与该因子所包含的题目之间的相关系数,维度一的相关系数在0.690~



0.783之间,维度二的相关系数在0.662~0.774之间,维度三的相关系数在0.666~0.847之间,维度

四的相关系数在0.709~0.785之间,说明4个因子总得分与该因子所包含的题目的相关性显著。

(四)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是当代行为与社会领域实证研究

的重要统计方法,SEM采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基于传统的假设检验,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来评估因素构念与其指标变量间关系的密切程度[10]。SEM 与传统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相比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可验证个别测验题项的测量误差,使因素负荷具有较高的精确

度;二是测验量表中每个题项可以同时分属于不同的共同因素,并可设定一个固定的因素负荷量,

或将数个题项的因素负荷量设定为相等;三是可根据相关理论文献或经验法则,将这些共同因素间

的相关设定为相等的关系;四是可了解理论所建构的共同因素模型与研究者实际取样收集的数据

间是否契合,即可以进行整个假设模型适配度的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也可说是一种理论模型检验

(theory-testing)的统计方法[11]。

本研究利用剩下的270个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的幼儿园

园长课程领导力结构的合理性。通过绝对拟合指标和相对拟合指标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验证性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X2=742.911,DF=376,X2/DF=1.976,GFI=0.840,IFI=0.916,TLI=
0.901,CFI=0.915,RMSEA=0.061,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说明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模型得到

了调查数据的支持。

四、讨 论

(一)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的结构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理论建构、开放式问卷与访谈以及借鉴变革型领导量表”的方式,通过查阅国内

外文献,为开放式问卷的编制和访谈内容的确定提供了参考,正式问卷的编制过程由心理学与教育

学专家对前期调查研究所得条目反复进行修改,确保了问卷的内容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

明与先前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包含4个要素:愿景激励、领导魅力、智能激

发、个性化关怀。其中愿景激励包含10个项目、领导魅力包含6个项目、智能激发包含8个项目、

个性化关怀包含10个项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数据拟合较好,进一步探讨了幼儿园园长

课程领导力的结构要素。在构思之初,借鉴相关变革型领导的研究并综合变革型领导与其他新型

领导理论。例如“愿景激励”的命名主要受 M.Sashkin(2003)提出的愿景领导的启发,指的是组织

中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共同意愿,领导者用自信和乐观去感染其追随者,并善于授权追随者去实现愿

景[12];“领导魅力”主要来源于 MaxWeber(1947)的魅力型领导理论,是指领导者利用其自身的魅

力鼓励追随者并做出重大组织变革,而且结合当前学者对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实践的研究,探讨

并分析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结构框架[13]。高劲等通过调查上海市28所课改基地幼儿园的园

长,分析了幼儿园课程规划、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与课程管理的领导力的实践现状[14]。董辉等认为

课程领导实践包括形成愿景、发展社群、引领行为、聚焦问题,并将“学校组织氛围”“教师专业实践”

“课程与课堂形态”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描述了课程领导与这些重要的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15]。

另外,在问卷编制的准备阶段,对11名园长进行访谈,并把访谈结果作为问卷题项来源之一,从而

保证了问卷划分维度以及选择题目的合理性。

(二)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的题项分析

在前期编制问卷的过程中,参考国内外领导学理论和我国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研究的实践

现状,可以初步确定问卷的结构,但是与成为有效的测量工具之间还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建立题



项库。本研究中以开放式问卷、访谈作为问卷的题项来源,提高了问卷的内容效度,保证了问卷题

项来源的科学性。通过对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项目分析发现,所有题项均通过独立样本T检

验以及相关系数的检验,表明本问卷的题项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进一步验证

题项所聚合的情况,从而划分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的各个维度,删除题目中跨因素负荷超过

0.35、单因素负荷低于0.50以及因子归属不合理或与理论建构相违背的题项,最终保留34个题项。

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包括4个维度:愿景激励、领导魅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在SPSS20.0软

件上计算题目与各因子的得分,表明各个维度与其包含的题目之间相关性显著。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也说明了问卷维度与题项的合理性。

(三)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在问卷的结构和题项库建立之后,由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项目的科学性进行评定,通过

专家判断法评估问卷的内容效度。信度和效度是问卷有效性、可靠性的重要参考指标,本研究信度

主要分析了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以及题目与各因子得分的相关性,以便得出可靠的结论。克

伦巴赫系数可以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做出准确的估计,本研究中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总量表的

克伦巴赫系数为0.950,并且总量表的信度以及各维度的信度均大于0.7,说明问卷的信度良好。问

卷的效度主要考察了内容效度与构想效度,内容效度指测验题目对所要测量内容范围的代表性程

度,即测验题目对有关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性[16]。本问卷通过开放式问卷、访谈、项目分

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构想效度较好。本研

究在幼儿园课程领导领域首次采用实证的研究范式,采用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取得了不错的

结果。但是由于国内外学者很少将课程领导探讨延伸到幼儿园领域,导致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

研究资料极为匮乏,因此,本研究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命名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多层次分析方面存

在一定难度,也会影响到讨论的深度。

五、结 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与数据模型,得到了以下结论:(1)运用变革型领导理论,并基于数据的支

撑,幼儿园园长课程领导力是一个四维结构,包括愿景激励、领导魅力、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

(2)本研究所编制的四因素模型拟合较好,信度与效度良好,均达到测量学标准,可以为以后幼儿园

园长课程领导力的评价提供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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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literatureanalysis,open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thisresearchcomplieda
questionnaireofthekindergartencurriculumleadership.Atotalnumber470kindergartenprincipals
havebeensurveyedassamplesforthequestionnaire.Thisresearchuses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
(EFA)toconstructstructuralelementsofthekindergartencurriculumleadership.Thetheoretical
modelconstructionanddataarefitby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CFA)instructuralequation
model.Theresearchasthefollowingfindings.Thekindergartenprincipalscurriculumleadershipisa
multidimensionalconcept,includingfourparts,thatisvisionmotivation,leaderscharisma,intellec-
tualinspiration,andindividualizedconsideration.TheCronbachsα,correlationcoefficientsbetween
eachitemandfactorscorearehigh.Theanalysissuggeststhatthisquestionnaireofcurriculumleader-
shipforKindergartenprincipalsisofgoodreliabilityand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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