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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回顾与前瞻①

———基于2009至2018年CNKI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②

钱 晓 萍,舒 荣
(西安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065)

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和主题内容分析法,回顾了2009至2018年我国幼儿教师职业道德

研究的概貌,发现该领域文献研究的热点方向依次为:幼师师德失范与因应对策、幼师专业学生职业道德培

养、幼师师德的规范建构与评价等。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关切该问题的学者可以形成

研究共同体,从均衡研究维度着手,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广度,并通过开展后续研究推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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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保育的对象是3至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这一阶段的儿童身心稚嫩,需要精心呵护,
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国家和家庭意义重大。因此,任何幼儿教师个体或小群体的师德失范事件,均能

在短时间内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在梳理2009至2018年有关我国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以下简称“幼师师德”)研究的学术期刊论

文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和主题内容分析法,总结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观点,一方

面凝聚共识,另一方面拓展尚待研究的领域,以期推动和提升后续研究。

一、文献计量分析

(一)数据来源

鉴于期刊论文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某一主题在特定阶段的研究趋势,本研

究基于CNKI中文数据库,将检索时间设定为2009至2018年,主题或题名设定为幼儿教师职业道

德或幼儿教师师德、学前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或学前教育教师师德,专辑导航设定为全部,数据库设

定为学术期刊,以单库检索为条件并对检索出的文献进行筛选,去除低相关度文献,最终获得有效

论文161篇。

①

②

学界对于“师德”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不同观点。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师德”与“教师职业道德”统一起来,以响应教师发展

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呼声。

检索时间截至2018年9月7日。受条件的限制,无法保证文献收集的全面性。另外,与幼师师德研究相关度低的文献也不

在分析范围之列。

收稿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钱晓萍,法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舒荣,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2018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专项“认同教育在师德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
(18JK1146),项目负责人:舒荣;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认同教育在基础教育师

德建构中的作用研究”(SGH18H291),项目负责人:舒荣。



(二)年度发表量和引证量

对上述161篇论文的年度发表量进行统计可知:2009至2011年稳定在每年6篇,从2012年起

呈现增长态势,至2014年达到峰顶,分别为13篇、21篇和26篇,2015年略有波动为25篇,此后3
年(2016至2018年)发表数量下降为20篇、19篇和19篇(见图1)。

图1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期刊论文的年度发表数和引证数

引证文献数的变化与发文量的趋势基本一致。受被引证文献数量增长与影响度积累①、引证

文献发表周期、研究主题学术关注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引证文献数从2010年的1次增至2017年

的61次,2018年为45次。

由图1可知,学术关注度与文献发文量、引证文献量与学术传播度呈正相关关系,自2014年

起,“幼师师德”的研究热度逐渐降低。但可预见的是,随着当前国家对学前教育事业、师德师风建

设的重视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主题研究热度有望在2018年以后提升。
(三)期刊分布与等级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研究主题发文活跃的期刊有:《中国校外教育》(8篇)、《才智》
(5篇)、《科教文汇》(5篇)、《现代教育科学》(4篇)、《基础教育研究》(4篇)。此外,《赤峰学院学报》
《学周刊》《教育教学论坛》《教育观察》《教育现代化》《科教导刊》《天津市教科院学报》《科学咨询》
(各3篇)发文也较为活跃②。而在161篇论文中,仅有15篇发表于教育学核心期刊(见表1),不足

发文总量的10.0%。

这组数据表明,以“幼师师德”为研究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与教育类期刊之间的关联性较强,但相

关研究的整体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后续研究者可以将该主题置于教育学与法学、心理学、社会学

等相关学科之中,开展交叉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拓宽发表的平台,推动该主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四)作者贡献与机构分布

在161篇文献中,有9位作者③(仅计第一作者)共发表论文18篇,约占发文总量的11.2%,其
中发文2篇以上(含2篇)的作者,约占作者总人数的6.0%,发文在2篇以上(含2篇)的研究机构

共有18家,约占发文机构总数的14.2%,基本为师范类高校和高职院校,发文3篇(含3篇)以上的

活跃研究机构有10家,其中署名为西南大学机构的有7篇,署名为吉林师范大学和广西幼儿师范

①

②

③

2009年发表的6篇论文,在2010年被引1次;2009年、2010年合计发表的12篇论文,在2011年被引11次;2009-2011年

合计发表的22篇论文,在2012年被引13次;以此类推。

此外,《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当代学前教育》《教育观察》《教育科学》《教育与教学研究》《经济研究导刊》《牡丹江教育学院学

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西部素质教育》《现代交际》《现代教育》《现代教育科学》《现代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研究》《职业》《中国德

育》和《中国教育学刊》等期刊发文各2篇。

第一位作者李静来自西南大学,第二位作者李静来自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专科学校的各有4篇,这10家活跃研究机构共发表论文52篇,约占发文总量的32.3%
(见表2)。

表1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

序号
第一
作者

论文篇名 发文期刊及时间、卷期
被引
频次

下载
次数

1 张文桂 《幼儿教师培训课程设置现状及改进研究》 《教育评论》,2018(5) 40

2 魏淑华 《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与职业道德的关系:一个有
中介的调节模型》

《学前教育研究》,2018(3) 283

3 姜淑梅 《中日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之比较研究》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6(6) 356
4 陈国维 《统一教师资格考试背景下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改革》 《教育科学》,2016(4) 4 431
5 李静 《法治视野下幼儿教师师德建设探讨》 《教育探索》,2015(7) 1 542
6 周东恩 《提高转岗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培训策略研究———

以幼儿转岗教师为例》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9) 195

7 李小球 《<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的初步建构》 《教育科学》,2014(4) 7 412

8 张地容 《论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国教育学刊》,2014(5) 7 829

9 李振峰 《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教师素质现状调查分析———
以鲁北地区滨州市为例》

《教师教育研究》,2014(2) 11 953

10 文君 《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核心指标探讨》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6)

12 608

11 周玉衡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策略探
讨———以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师范学院为例》

《当代教育科学》,2013(11) 2 184

12 徐浩斌 《关于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思考》 《中国教育学刊》,2012(5) 26 1339

13 朱倢 《论现代经济视阈下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 《现代教育科学》,2010(12) 7 588

14 金艳 《幼儿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途径与策略》 《学前教育研究》,2010(9) 12 1233

15 王茝 《幼儿教师道德评价标准探析》 《中国成人教育》,2010(2) 12 911

表2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发文2篇(含2篇)以上的作者及论文

序号 姓名 论文篇名 发文期刊及时间、期卷

1 李静 《幼儿教师师德建设的人学思考》 《教师教育学报》,2015(5)

《法治视野下幼儿教师师德建设探讨》 《教育探索》,2015(7)

2 李静 《五年制学前教育师范生教师行为规范教育》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3)

《在实训中培养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师德的策略探究》《高教论坛》,2016(11)

3 刘雪 《幼儿师范生师德教育现存问题反思》 《科教导刊》,2017(5)
《五年制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10)

4 童宏亮《专业化视域下的幼儿教师师德建设审思》 《教育科学论坛》,2015(22)

《转型期幼儿教师师德建设的四层境界》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8)

5 王丹丹《论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规矩困惑”》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1)
《暴力事件后的师德反思》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6 王燮辞《幼儿教师胜任力调查研究》 《科教文汇》(上旬刊),2017(9)

《从“专业标准”视角论幼儿教师胜任力的提升》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5)

7 王茝 《幼儿教师道德评价标准探析》 《中国成人教育》,2010(2)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初探》 《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9(06)

8 魏淑华《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与职业道德的关系》 《学前教育研究》,2018(3)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与维度构建》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9 杨莉 《从“虐童事件”谈幼儿教师良好师德形成的社会因素》 《中国校外教育》,2017(4)

《浅谈幼儿教师良好师德形成的个人因素》 《学周刊》,2015(34)



运用“洛特卡定律”①和“普赖斯定律”②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和局限性③。依

据两定律粗略判断,目前从事相关研究的核心学者,还未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从文献统计中可

以发现,发表1篇主题为“幼师师德”论文的作者数量占发文作者总数量的94%,远远高于一个成

熟研究领域的60%标准,这表明大量学者在这一领域浅尝辄止,成果突出的科研机构较少,“幼师

师德”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二、研究内容分析

(一)高被引和论文下载

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通常作为对期刊、论文及作者的学术价值或是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的重

要指标。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前10位的论文如表3、表

4所示④。
表3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论文

序号 论文篇名 第一作者 期刊名
发表时间
(年)

被引
(次)

下载
(次)

备注

1 《关于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建设
的思考》

徐浩斌 《中国教育学刊》 2012-05-05 27 1356 核心
期刊

2 《幼儿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内容
的研究》

刘厚琴 《高等函授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09-01-25 26 627

3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道德
培养路径探究》

李飞 《价值工程》 2012-02-28 14 278

4 《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核
心指标探讨》

文君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

2013-11-29 13 614 核心
期刊

5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对幼儿及
其教育的影响》

谢春芳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1-09-05 12 1048

6 《幼儿教师道德评价标准探析》 王茝 《中国成人教育》 2010-01-31 12 920 核心期刊

7 《幼儿园有效提升教师专业发
展能力的途径与策略》

金艳 《学前教育研究》 2010-09-01 12 1243 核心
期刊

8 《欠发达地区农村幼儿教师素
质现状调查分析———以鲁北地
区滨州市为例》

李振峰 《教师教育研究》 2014-03-15 11 968 核心
期刊

9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道德
教育的探讨》

唐胡娟 《科学咨询》 2012-07-05 11 278

10 《从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反思
幼儿教育管理》

陈牛则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01-20 10 2168

①

②

③

④

洛特卡定律描述了科学工作者人数与其所著论文之间的规律。在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1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4;发表3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量

的1/n2,发表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该定律被认为是第一次揭示了作者发表频率与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

普赖斯定律用以衡量各个学科领域文献作者分布规律,是洛特卡定律的延伸,指在同一主题中,有半数发表的论文为一群高

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

洛特卡定律是对以上两组数据统计的推广,是对信息生产的一般理论估计,而不是一个精确的统计分布,因而有其局限性。

具体表现为:一是洛特卡定律是根据化学、物理学科得出的结论,其他学科在应用该定律时要做一定的修改;二是洛特卡数据抽取方法

欠科学,只有在数据量大的情况下其预测结果才比较客观。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文献的评价指标,文献的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都需要足够的考察时间,以消除所得数据的随机性。相较

于下载数,被引频次的滞后性更明显。因此,表3和表4中论文的发表时间基本在2014年以前。



表4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下载次数排名前10位的论文

序号 论文篇名 第一作者 期刊名
发表时间
(年)

被引
(次)

下载
(次)

备注

1 《从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反思幼儿教
育管理》

陈牛则 《当代教育理论与
实践》

2014-01-20 10 2168

2 《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黄晓莉 《三明学院学报》 2017-10-20 2 2087

3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素质问题的探讨
及分析———由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童芬妮 《教育教学论坛》 2013-04-24 5 1846

4 《浅谈“幼 儿 为 本”的 幼 儿 园 师 德 建
设———由幼儿园“虐童”现象引发的
思考》

王静 《教育观察》 2012-10-20 9 1662

5 《浅析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视野下的
幼儿教师素质结构》

蒋荣辉 《职业教育》 2013-01-30 9 1514

6 《幼儿教师师德问题、成因与对策研究》 吴秀梅 《科教导刊》 2012-08-05 7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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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表3和表4列出的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分析两者之间同一性与差异性关系①。

1.就整体论文而言的特点

一是下载次数和被引频次都比较高。一般认为,下载次数与研究者对该主题的关注度正相关,
被引频次与现有文献的可利用度正相关。因此,相较于“幼师师德”的学术关注度,现有成果不能完

全满足研究需求,学术研究未能有效回应学界和社会对该问题的高度关切。
二是发表于核心期刊论文,其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在非

核心期刊中有一定的弱化。

2.就具体文献而言的特点

一是文献的下载次数与被阅读的次数高度正相关。文献的下载次数被视为对文献学术价值的

先期反映或对选题价值的体现。从表4下载次数排名前10位的论文来看,近年对“幼师师德失范”
现象及具体对策研究的关注度较高,从而评价可以有所提前,未来相关论文被引频次可能会进一步

提高。
二是被引频次表明文献的受利用程度与该文献的质量高度正相关。后续研究者在选择引证文

献时,更倾向于选择评价度高的发文期刊(如核心期刊),以及通过参考基础文献进行追踪。从表3
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论文来看,将“幼师师德”置于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培养及职业能力评价的大

框架中进行体系化基础性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传播度更广。
(二)关键词分布与共现网络

关键词能精炼地表达论文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通过对关键词分布和共现网络分析,可以把

① 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所谓“同一性”,从直观上理解,论文下载次数越高,其受利用的

程度也就相对越高,从而在研究活动的最终成果中被引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论文的被引频次越高,则论文信息受传播的范围可能

也就越广,所以被下载的机会也就相对越多。既然后者与前者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就可以尝试借助下载次数来对被引频次进行

预测,从而使科学评价得以进一步提前。所谓“差异性”,是指事实上往往会存在着与这种同一性不相符合的情形。例如:论文下载次数

很高,但被引频次却很少。



握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①。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的关键词分布,

及其高频关键词共现关系,如图2及图3所示。

图2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期刊论文关键词分布

以“关键词在4篇及以上篇数的论文中出现”为条件,进行搜索,产生了20个关键词(见图2)。

由图2可见,目前该主题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分布总体不均衡,不同关键词之间差异较大,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该主题研究方向缺乏集中度。

以“关键词词频出现大于4次(含4次)”为条件,进行聚类分析(以不同颜色区分)②,形成关键

词共现分析模型,出现“职业道德”“幼儿教育”和“幼儿园”3个中心点(见图3)。图3中关键词所在

节点圆形区域的大小,体现了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以及其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度。图3中两

个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体现了一对关键词之间疏密的关系,线条旁标注的数字为共现次数。

图3 2009至2018年以“幼师师德”为主题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①

②

一篇论文给出的几个关键词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可以用共现的频次来表示。一般认为,词汇在同一篇文献

中出现的次数越多,代表与主题的关系越紧密。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集中的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

学科与各主题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词汇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词汇与主题的关系越紧密。由此,统计一

组文献的关键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便可形成一个由这些词汇对关联所组成的共词网络,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远近便可

反映词汇对与主题的亲疏关系。

聚类分析(ClusterAnalysis)是将研究对象分为相对同质组群(clusters)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目的是将性质相似事物归入

一类。



结合图2和图3分析,2009至2018年幼师师德研究出现几个热点方向,即幼儿教师职业道德

失范与因应对策研究、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职业道德培养研究、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评价研

究,以及对上述问题的综合研究。
(三)研究中形成的主要共识

基于上述几个方向的研究内容,再根据幼儿教师职业成长的阶段表现,按热度高低依次重新排

列可分为:入职前的职业道德培养的有效性研究、作为准入条件和评价标准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研

究、入职后职业道德的实然状态与提升改进路径研究。目前,学界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

一些共识。

1.关于幼儿教师入职前的职业道德培养研究

该研究内容包括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现状和方法,核心在于提升职

前职业道德培养的有效性。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幼儿教师的主阵地,职业道德作为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基本素质之一,应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但由于存在社会环境不良影响、学校德育教育失

衡、德育教育方式单一、学生生源质量不高等问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情感普遍淡漠,职业认

同感不强,对职业道德的内容和作用认识不足,因此学校、社会与家庭要密切合作,共同提高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学校要根据幼师岗位特点制定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目标,深入了解

和把握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动态,遵循职业情感养成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培养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良好的职业情感。另外,学校还要从创新师德教育理念、建立师德教育多元化模式、加强师

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培养道德教育素养的课程体系等角度入手,结合岗位实习要求,提高幼

儿教师入职前的职业道德教育实效性。

2.关于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与评价研究

该研究主要聚焦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及作用,其实质是研究幼儿教师师德的理想形

态。研究者普遍认为,应将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作为职业准入和职业评价的基础条件。从个体角度

来看,幼儿教师师德修养会体现在个人的工作态度、行为规范和人格魅力中,是幼儿教师职业生涯

成长的动力源。从群体角度来看,幼儿教师师德建设有利于彰显幼儿教师作为专业团体的特征,体
现其工作的规范性与标准化,从而保持专业团体的社会威望和声誉。因此,幼儿教师入职后职业道

德的继续教育,应置于个人成长与职业生涯发展联动的整体框架之下。
不少研究者基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①,

并参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等文件,结合实际,尝试性地提出不同角度

下的幼儿教师师德评价体系:或从规范幼儿教师具体职业行为角度,或从厘清承担的职业责任角

度,或从平衡职业权利与义务关系角度,或从维护幼儿教师职业形象角度,等等。

3.关于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实然状态与因应对策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状况整体较好,但仍存在各种失范现象,甚至有

极端的“虐童”事件发生。这严重动摇了公众对幼师队伍的信心。幼儿教师师德失范的原因,可以

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外在因素主要体现为职业道德规范对工作的评价与激励作用不充分、不全

面,幼儿教师正式编制名额太少,准入机制不完善,职业压力大,工资待遇与付出不成正比,等等。
这些外在因素直接导致一些不良结果,如幼师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工作倦怠感较强、职业认同

感普遍缺乏等。内在因素主要基于个体差异,主要表现为心理健康知识和法律知识缺乏,事业心和

① 2018年11月19日,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较之以往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和《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也坦承,十条准则并不能涵盖教

师职业行为的所有方面,只是针对主要问题、突出问题进行规范,要求各地各校根据准则,结合实际,拟定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和实施

办法。详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就印发实施新时代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问题答记者问。网址:http://

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811/t20181115_354885.html



责任感较弱,不重视提升自身修养,价值取向功利化,法治观念淡薄,缺少爱心,行为仪表失范,
等等。

与之相应的提升路径有:(1)出台切实有效的幼儿教师师德规范文件;(2)增加对幼教事业的财

政拨款,提高幼儿教师工资福利;(3)强化幼儿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加强面试环节,延长试用期;(4)
加强职前和职后培训,完善幼儿教师师德修养课程体系,兼顾共性与个性的培训需求;(5)加强幼儿

园管理,完善幼儿教师师德考核体系,通过利益驱动和情感培养,将外在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幼儿

教师的自觉行为。

三、反思与展望

(一)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不足

基于对2009至2018年CNKI学术期刊有关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论文的梳理分析可知,现有成

果虽然较为丰富,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1.成果数量有待提高

较之其他教育阶段师德研究成果,幼儿教师师德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①。从发文量和引证量

的趋势来看,2014年以后“幼师师德”的研究热度逐渐降低;从作者贡献与机构分布来看,还未形成

明显的核心作者群,研究者大多为师范院校的教师,研究共同体尚未形成。这与幼教事业地位及社

会对幼儿教师师德的关注程度不匹配,无法有效回应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2.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升

一方面,已有成果对现象描述的较多,但对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思考较少,这反映出基础研究

还很薄弱等问题;另一方面,因应对策研究针对性和体系化不强,有“虚”“空”倾向,成果不易转化。
例如:对师德规范的研究,泛泛而谈爱岗敬业、提高修养、善待幼儿等,缺乏可直接被教育行政部门

和幼儿园采纳、能体现幼师职业特征、可用以评价幼儿教师师德行为的标准与细则。
(二)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发展策略

1.打造研究共同体,重视成果转化

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各级政府和各类院校,或提供纵向课题资助和项目基金倾斜,或搭建有

关研究平台(如建立师德工作坊、幼儿教师发展中心等),以扶持基础研究。其次,要增加核心期刊

主题版面、增设含相关研究的硕博学科点等,以吸引教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高水平专家和科研团

队参与其中。研究团体还要注意吸收具有实践经验的实务工作者(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幼儿园管理

者、行业协会人员、一线幼儿教师)参与研究。再次,要加强面向一线的应用研究,突出问题导向,以
横向项目或委托课题的形式,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最后,要重视成果转化,基础和应用研究

成果,除以论文、专著形式发表外,还可以以成果报告、咨询报告、行业标准等形式,提交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幼儿园等单位,建议其采纳和应用。

2.优化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和手段

首先,从均衡研究维度上看,目前关于幼师师德失范现象及对策研究的热度较高,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关切的回应。但按照学术研究逻辑,幼师师德研究应着力于师德概念、师
德现状和师德建设这3个主要维度均衡发展。具体而言:师德概念研究,是探讨幼师师德的应然状

态,解决幼师师德“是什么”的问题,现有研究在概念构建与结论认知方面尚有欠缺,未来可考虑将

幼师师德置于一般师德谱系中,分析幼师师德的内涵和外延,加强个性研究;师德现状研究,是在梳

① 根据检索条件:发表日期设为2009-01-01至2018-08-01,题名设为教师职业道德,专辑导航设为全部。共获得文献885
篇。排序为:高等教育(365篇,占比41.2%)、中等教育(121篇,占比13.7%)、初等教育(27篇,占比3.0%)、学前教育(26篇,占比

2.9%),剩余为其他主题。检索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



理各类幼教师德模范与失范现象、归纳其共性的基础上,分析背景与成因,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现
有研究忽视了模范现象,即对“好老师”的成因分析,对比应当予以修正和重视;师德建设研究,是着

力探讨入职前和入职后提升幼师师德的因应对策,包括构建抽象制度和实施具体举措,解决“怎么

办”的问题。因应对策应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既包含普遍意义的结论又包含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方法。
其次,从学科视角来看,现有成果大多从伦理学和教育学角度出发,虽有部分成果结合了有关

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未能实现深度融合。下一步要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除继

续加强与上述学科的联系外,还要引入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信息科学的视角,进行

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如探讨“制造有道德的机器人,使之成为合格的幼儿教师”等。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以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为主,也不乏结合文献研究的成果,但历史

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使用较少,如我国幼师师德的传承研究、国别比较研究等。因此,要加大对世

界其他国家师德相关情况的考察研究,在差异比较中吸取他国的先进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改

进建议,促进新时期幼儿教师师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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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ProspectoftheProfessionalEthicsResearchofKindergartenTeachers
———AnAnalysisofCNKIJournalPapers(2009-2018)

QIANXiaoping,SHURong
(SchoolofMarxism,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researchoftheprofessionalethicsofkindergartenteachersinChinain
thepastdecadewiththebibliometricmethod.Theresearchhot-spotsarefollowedbytheprofessional
immoralityandthecountermeasures,theprofessionalethicstraining,andthenormativeconstruction
andevaluationfortheprofessionalethicsofkindergartenteachers.Futureresearchshouldpromotethe
formationofresearchcommunitytobalanceresearchdimensionandexpandingperspective.
Keywords:professionalethicsresearchofkindergartenteachers;bibliometricstudy;commentonthe
status;themeandcontent;research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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