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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
培训方式实验研究

申 倩 琳,曾 彬
(西华师范大学 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摘 要: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已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探

究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为视角,提出通过干预行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构想。实验随机选取成都市

某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为实验组,再选取与其办园环境、办园背景相似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

为对照组,对实验园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进行干预。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

园相比,实验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显著;与实验园实验前后相比,教师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维度及专业素

养总体水平方面均有提升。对教师培训的具体建议为:(1)单一与混合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

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有现实意义;(2)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的提升需理论培训与自主学习相结合;(3)

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有显著作用。综上,建议民办幼儿园在了

解本园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基础上,针对教师专业素养的不同方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有效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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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质量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是现代科技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和必然趋势。当前,随着我国学前适龄幼儿人数的不断增加,国家

对幼儿园教师的数量、质量、资质等各方面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据2017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显

示,全国幼儿园教师已达419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教师数量约占全国幼儿园教师总数量的

65.9%[1]。有研究表明,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质量有待提高,这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化发展

提出了巨大挑战[2]。因此,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迫在眉睫。

研究以“专业素养”并含“幼儿园教师”为主题词在中文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检索。通过

分析国内有关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可以发现几点共性: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以园所性质为

划分标准,研究者们多是探析公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问题,并且多集中于城市幼儿园教师;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多是采用理论研究法探析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以经验总结居多,其次是

文本分析法及比较研究法等;第三,在研究内容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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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
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特质,是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培养并

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成的具有专门性、指向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素养[3],它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

行为提供理论支撑[4]。然而,由于我国民办幼儿园的政策制度不完善,民办幼儿园教师身份与待遇

得不到保障,培训学习、继续教育等机会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不高、流动频繁等问题[2]。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加大对学前教育投入与支持的力度,但已经形成的法

律制度、方针政策等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因此,有必要从民办幼儿园自身出发,探讨通过园所的

各项教师教育活动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途径。
目前,针对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较少,且鲜有研究者运用实验法来验证哪些培训内

容和培训方式对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是有效的。因此,本研究拟用实验法探究提升民办幼儿

园教师专业素养的策略,以此帮助民办幼儿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一所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为实验组,同时随机抽取该

县另一所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为对照组。选取的依据有以下几点:第一,两所民办幼儿园在地

理位置上较为接近,仅一街之隔,便于开展研究;第二,两所民办幼儿园背景类似,同属企业办园,学
杂费、校舍环境、教师待遇、办园规模等情况基本相近(实验园幼儿数172人,教职工数28人;对照

园幼儿数218人,教职工数34人);第三,两所民办幼儿园性质均属非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采用自编的“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问卷”,该问卷是以《幼儿园教师专业

标准(试行)》为理论依据编制而成的。问卷共分为4个部分,即教师个人基本信息、专业理念与师

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通过SPSS22.0软件进行可靠性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表2所

示,其中信度为0.881、KMO值为0.738,这表明“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问卷”符合测量学指标。
首先,对两所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进行测验,比较两组教师专业素养各维度的差异,为

后面干预措施的拟定提供数据参考;其次,运用问卷对实验园与对照园教师专业素养进行测试;最
后,分析实验园与对照园的差异,以及实验园实验前后的差异,验证实验培训方式及内容的有效性。

表1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Alpha值 以标准化项目为准的CronbachsAlpha值 项目个数

0.881 0.884 29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01kin度量 .738

Bartlett的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1223.653
df 406
Sig. .000

  (三)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实验法为现场实验法。现场实验法是指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为了某种预定目

的,利用一个或几个自变量,排除或控制其他变量,依据已经设定好的客观指标对所考察的因变量

进行观察、记录的研究方法[5]。



  1.实验假设

对实验园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其

中,主要包括:以理论知识为主的专题讲座模式;以经验为主的教学讨论、经验交流、公开课或观摩

课模式;以研究为主的教研互动活动和专题研讨活动模式[6];以操作为主的专家“现场诊断-指导

式”模式[7]以及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其他模式等形式。这些不同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

专业素养均有积极作用。

2.实验内容与培训方式的设计

实验干预内容是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的基本要求,结合前测数据结果拟定而

成。干预内容主要为实验园教师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中的薄弱部分,并设

计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如单一的培训方式或是混合的培训方式。具体实验干预设计如表3所示。
表3 实验园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实验干预设计

周次

序号

专业理念

与师德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干预方式 目  标

第1周
《幼儿园指导纲要》
解读

专题讲座
深入 了 解 学 前 教 育 政 策

知识

第2周
教师职业类书籍专

题阅读与分享
自主阅读

提升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

爱

第3周
《幼 儿 园 教 师 专 业

标准》解读
专题讲座 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第4周
幼儿教育类书籍专

题阅读与分享
自主阅读

改善教师对幼儿的教育态

度与行为,树立科学的儿

童观

第5周

《3~6岁儿童学

习与 发 展 指 南》
解读

专题 讲 座 + 案

例分 析 + 自 主

学习

深入掌握不同年龄段幼儿

身心发展的规律

第6周
保教结合的意义

及其技能指导

专题 讲 座 + 自

主学习

促进教师与保育员的密切

配合

第7周
幼儿园班级管理

案例解析

案例 分 析 + 经

验交 流 + 自 主

学习

了解班级管理过程中易出

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第8周
幼小衔接的有关

知识及基本方法

专题 讲 座 + 自

主学习

掌握幼小衔接的教学知识

重点及基本方法

第9周
园 所 公 共 环

境创设

专家“现场诊断-
指导式”

学会营造符合园所环境的

学习氛围

第10周

幼 儿 园 课 程

内 容 的 选 择

与组织

专 家 参 与 式 教

学研讨

学会选择符合幼儿年龄段

的教学内容并运用多种组

织形式

第11周
游 戏 活 动 的

设计与引导

专家“现场诊断-
指导式”

学会设计符合幼儿兴趣、
需要的游戏活动并为幼儿

提供游戏材料

第12周
教 育 活 动 的

评价与反思

专 家 组 织 指 导

公 开 课 及 观 摩

优质课

学会从不同视角以及采取

不同方式评价教育活动

第13周
教师个人修养与行

为理论学习
专题讲座

提升教师对教师修养与行

为的认识

第14周
教育修养类书籍专

题阅读与分享

自主 阅 读 + 经

验交流

加深教师对教师行为规范

与道德标准的理解

第15周
学前教育教研方

法学习
专题研究

掌握观察法、谈话法等了

解幼儿的基本方法

第16周
家 园 沟 通 方

式与技巧
专家经验交流

掌握与幼儿、家长、同事之

间的不同沟通方式



  3.实验过程

实验前测阶段:由实验员对实验园与对照园进行“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问卷”调查,以了解

两所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整体水平,并分析比较两所民办幼儿园在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方面的差异,为干预措施的拟定提供数据参考。
实验干预阶段:实验的干预内容仅对实验园的20名教师展开,对照园教师不实施任何干预措

施。本实验干预时间从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每个维度以1个月为干预周期,每周

实施1次干预,最后1个月针对前测得分较低的维度进行再次加强干预,全程干预时间共计16周。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员随时记录实验园教师每次参与干预活动的情况。

实验后测阶段: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干预实验结束后,对实验园和对照园的教师同

时开展后测,后测方式与前测基本相同。
(四)实验结果评定方法

本实验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定量评价是采用

数学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对评价对象作出定量结果的价值判断,评价结果较为客观、精准。
定性评价则是根据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平时的表现、状态以及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与描

述,对评价对象作出定性结论的价值判断。
实验员每月底对实验园教师的外显性行为进行定性评价,通过分析实验园教师在每次教师教

育培训活动中的状态,日常教育教学、游戏、环境创设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教案、反思、总结等文本撰

写的质量,以此了解教师在每个维度上的提升程度。实验结束后再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教师

的专业素养水平进行定量评价,用客观数据验证干预方式的有效性。

三、研究结果

(一)实验前实验园与对照园在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及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由表4可见,对实验园与对照园教师的专业素养进行前测。通过数据对照发现:从总体看,实
验园与对照园教师的专业素养总体水平存在极显著性差异(t=-5.056***,p=0.000);从各维

度看,实验园与对照园的教师在专业理念与师德(F=-4.682***,p=0.000)、专业知识(t=
-4.220***,p=0.000)、专业能力(t=-3.354**,p=0.003)3个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由

此可见,实验园与对照园教师在专业素养总体水平及各维度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对照园教师的专业

素养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高于实验园教师。该数据为实验干预的设计提供了依据,使干预内

容和措施更具有针对性。
表4 实验前实验园与对照园在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及各维度上的结果比较

维度
M+SD
(N=20)

t p

专业理念与师德 实验园

对照园
32.60+2.186
36.55+2.583

-4.682*** 0.000

专业知识 实验园

对照园
21.45+3.086
25.40+3.119

-4.220*** 0.000

专业能力 实验园

对照园
34.00+4.052
37.95+3.790

-3.354** 0.003

专业素养总体 实验园

对照园
88.05+6.917
98.95+8.451

-5.056*** 0.000

      注:**p<0.01,***p<0.001

(二)实验后实验园与对照园比较结果显示实验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显著

实施干预4个月后,由表5实验园与对照园的结果比较可知:从总体看,实验园教师与对照园

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依旧存在显著性差异(t=-4.225***,p=0.000);从各维度看,在专业



理念与师德(t=-5.107***,p=0.000)、专业知识(t=-4.886***,p=0.000)两个方面,实
验园教师与对照园教师依旧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专业能力方面,实验园教师与对照园教师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t=-0.705,p=0.489),p 值大于0.05。实验结果表明:该实验对实验园教师专业能

力实施的干预,以及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参与式教研等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

能力效果显著。
表5 实验后实验园与对照园在教师专业素养总体及各维度上的比较结果

维度
M+SD
(N=20)

t p

专业理念与师德 实验园

对照园
33.75+1.446
36.00+1.777

-5.107*** 0.000

专业知识 实验园

对照园
24.05+1.234
26.35+1.725

-4.886*** 0.000

专业能力 实验园

对照园
37.00+2.492
37.55+2.188

-0.705 0.489

专业素养总体 实验园

对照园
94.80+3.928
99.90+4.266

-4.225*** 0.000

     注:***p<0.001

(三)实验园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显示教师在各维度上的水平均有提升

由表6实验园前测与后测的比较结果可知:在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方面,实验园教师的专业素养

总体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t=-3.251**,p=0.004),这表明该实验采取的单一培训与混合培训

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总体专业素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在专业理念与师德方

面,实验园的前测与后测相比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差异(t=-1.993,p=0.061),但平均分有一定的

提高,这表明实验采取的理论讲座、自主阅读的单一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理念与

师德水平效果不显著;在专业知识方面,实验园的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t=
-3.115,p=0.006),这表明实验采取的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经验交流与自主学习的混合培训方式

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水平效果显著;在专业能力方面,实验园的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显

示具有显著性差异(t=-2.595*,p=0.018),这再次表明实验针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所进行的干

预有显著效果。
表6 实验园教师专业素养水平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

维度
M+SD
(N=20)

t p

专业理念与师德 实验园前测

实验园后测
32.60+2.186
33.75+1.446

-1.993 0.061

专业知识 实验园前测

实验园后测
21.45+3.086
24.05+1.234

-3.115** 0.006

专业能力 实验园前测

实验园后测
34.00+4.052
37.00+2.492

-2.595* 0.018

专业素养总体 实验园前测

实验园后测
88.05+6.917
94.80+3.928

-3.251** 0.004

     注:*p<0.05,**p<0.01

综上所述,实验园通过4个月的干预后,教师在专业素养总体水平及各维度上的水平均得到提

升,但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的提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四、问题分析

实验园教师通过为期1个月的集中培训以及后期的加强培训后,在专业理念与师德方面的提



升效果并不显著。由实验结果可知:实验园与对照园教师在专业理念与师德方面的前后测数据均

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 值均小于0.001;实验园教师自身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前后测数据显示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t=-1.993,p=0.061),p 值大于0.05。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理念与师德难以通过专题讲座、自主学习等单一培训方式得到显著提升。探究其原因可从民办

幼儿园教师自身与民办幼儿园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从民办幼儿园教师自身视角分析

第一,专业理念与师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教师在长期教育教学工作中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

规范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认知[4]。换句话说,思想认识层面的内容,如专业认同、幼儿的保教态度

以及个人修养、行为等是难以通过短期的外部理论培训与自主学习得到提高的;第二,长期以来,我

国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权益规定与法律保护还不完善[8],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相较于公

办幼儿园教师而言不强,对幼儿教育工作更容易产生厌倦情绪,最终可能使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

理念与师德跟国家的要求产生差距;第三,可能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强有关。幼

儿园教师的工作除了带班以外,还需处理班级中的各种繁杂事务,如每月主题墙的更换、游戏材料

的更新和修补、与家长沟通交流、完成教学资料的填写、参与招生宣传等,这些工作容易让教师产生

职业倦怠,下班后也无心再进行与工作相关的专业学习。

(二)从民办幼儿园视角分析

第一,民办幼儿园规模增长缓慢,且长期处于小型园所规模(6个班以下、幼儿数不足200人为

小型幼儿园)[9],办学效益偏低,难有发展空间。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就属于小型幼儿园,在招聘时

很难吸引高素质、高学历的教师加入其中,民办幼儿园师资水平得不到提升;第二,民办幼儿园各项

经费收入与招生人数联系在一起。若民办幼儿园生源不足,那么发展经费就得不到保障,教师的待

遇会直接受到影响,幼儿的保教质量也会下降。为防止出现恶性循环,多数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重心除开展日常保教工作外,还需承担招生任务。民办幼儿园容易忽视对教师专业理念与师德的

培养。

五、教师培训建议

(一)单一与混合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有现实意义

通过4个月的专业素养水平提升干预实验,在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方面,实验园与对照园相比依

旧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小于0.001),但实验园教师专业素养实验前后测试数据显示存在较大差

异,p值小于0.01,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提高了6.75分。研究结果说明:该实验的假设基本成立,针对

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薄弱的部分采取单一与混合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总体

水平有现实意义。

多数研究者在探讨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问题时,都提及要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力度和组

织多元化的培训方式。例如:彭兵等人认为自主阅读学习、听专家报告、同行交流研讨、专题培训、

学历进修等都是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11];邢俊利、杨兵、单清清等人也提出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既要有理论学习又要有实践操作,在培训方式上可以有专家讲座、优质课观摩、公开课竞

赛、集中研讨、网络学习等[10]。有研究表明:单一、僵化的培训模式会减弱幼儿教师参与培训的积

极性,影响教师职后培训效果[4]。单纯的理论讲座、专题研讨等灌输式培训方式,因缺乏互动和教

师的参与,难以达到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目的。把单一的培训方式与其他培训形式进

行恰当结合,有利于提高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增强教师间的交流,从而引导教师实现专业发展

的螺旋式上升。



(二)针对专业素养的不同维度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

1.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积累需理论培训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专业知识是从长期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经验。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知识积累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教师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方式汲取公

共知识,也需要教师通过自我反思、归纳、总结等方式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育理念,从而转变

为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知识[11]。4个月的干预实验结束后,测试的结果表明:本实验中针对实验

园教师专业知识中的薄弱部分所采取的混合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有显著

效果。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幼儿教师专业知识被划分为幼儿发展知识、幼儿保教知

识、通识性知识。首先,对幼儿园教师而言,幼儿发展知识、幼儿保教知识的专业性较强,是每一位

幼儿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仅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达成对这两类知识的深入理解是较难的。

因此,将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培训方式与自主学习相结合,不仅能提升教师的专业理论

知识,而且能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教育目标。其次,通识性知识在《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侧重指人文社科(艺术、教育学等)知识体系,这类知识更具有广泛性、

非专业性和非功利性[12],能使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相互贯通,从而帮助幼儿教师在思考和处

理问题时从开放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13]。掌握通识性知识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

要依靠民办幼儿园教师长期的自主学习才能获得而非短期的专业培训。因此,教师专业知识提升

较慢的原因也在于此。

2.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培训方式对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有显著作用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专业能力的内容占总内容的44%,是幼儿园教师专业性

最基础的部分。专业能力是幼儿园教师专业化发展在教育实践中的集中体现[14],侧重于幼儿园教

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易于通过幼儿园教师的外显行为得到展现,相较于理论的培训学习更易内化进

专业能力体系中。

民办幼儿园教师能够意识到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与需求,但对如何提升专业素养、消除职业倦

怠等问题感到茫然。该研究结果显示,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培训方式对提升专业能力有显著作

用。一方面,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培训是最有效的职后培训方式,具有实效性,能及时发现教师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高校专家、幼教专业人士既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

的教育教学相结合,又能从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发现问题的本质。此外,还能基于幼儿园的实际情

况,结合教师个体差异,帮助教师分析现状,精确诊断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处理方

法”[8],避免了培训中存在的形式化、功利化等弊端,增强了职后培训的“人文性”[8]。

六、结 语

专业理念与师德是从思想认识层面规范和制约教师的行为,难以通过短期的专题学习等理论

培训方式“被动生成”,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主动修炼”而成[4]9。因此,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理

念与师德的培训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总而言之,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对其专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本研究建议针

对教师专业素养的不同维度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但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这3个

维度彼此之间是不能分割的,幼儿园教师需将其全面融合,并内化为专业成长的资本,从而为自身

专业素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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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ntheTrainingMethodsofProfessionalQualityofTeacherinPrivateKindergarten

SHENQianlin,ZENGBin
(CollegeofPreschoolandPrimaryEducation,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0China)

Abstract:Withtheimprovementofpreschooleducation ,theimprovementofpreschoolteachers
professionalqualityisalso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education.From
theperspectiveoftheprofessionalqualityofteachersinprivatekindergartenscarryoutexperimental
studysoastoimproveprofessionalqualitythroughexperimentalintervention.Selecting20teachers
fromQprivatekindergarteninChengducityasexperimentalgroup ,andrandomlyselecting20
teachersfromTprivatekindergartenthathasroughlyenvironment、backgroundascontrolgroup.The
experimentalinvention wascarriedoutontheprofessionalphilosophy、professionalknowledge、
professionalabilitiesforthe experimentalgroup.Experimentalresultshow thatthe private
kindergartenteachersprofessionalabilitywasimprovedsignificantly.Thedetailresultsasfollow:
1.itssignificantthatcombinationofsingleandmixedtrainingmethodstoimprovetheteachers
professionalquality.2.improvingtheprofessionalknowledgeshouldcombinethetheorytrainingand
independentlearning;3.thetrainingmethodofon-siteguidancebyexpertsplaysasignificantrolein
improvingtheprofessionalabilitiesofteachersinprivatekindergartens.Tosumup,thatdifferent
trainingmethodsfordifferentprofessionalqualitieshaspositivesignificanceforimprovingthe
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intheprivatekindergarten.
Keywords:Privatekindergarten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training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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