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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及提升策略
———基于心理弹性与教师职业适应的关系探讨

卢 长 娥1,2,罗 生 全2

(1.淮南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安徽 淮南232038;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采用“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问卷”和“心理弹性量表”对210名幼儿园转岗教师的职业适应

和心理弹性现状、特点及其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园转岗教师在职业适应总分及职业关系、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上得分高于理论中值,在职业环境上得分低于理论中值,在年龄和教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学历和园

所区域上无显著差异;幼儿园转岗教师在心理弹性总分及各因子上得分略高于理论中值,在年龄、学历和教龄

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园所区域上无显著差异。相关分析显示,除职业环境、职业心理与心理弹性中的乐观维度

相关不显著外,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均存在正相关,心理弹性对

幼儿园转岗教师的职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培育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提

高转岗教师新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感,提升转岗教师工作幸福指数;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提

升转岗教师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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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幼儿园师资短缺一直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重要举措,“中小学富余教师经培训合格后可转入学前教育”便是其中之一,由此也形成了

“幼儿园转岗教师”(以下简称“转岗教师”)这一特殊群体。转岗教师的加入有效缓解了幼儿园教师

短缺的困境,使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得到迅速扩充,有的地方转岗教师甚至已占到幼儿园教师总数

的69.4%[1]。然而,不少转岗教师在转岗心态、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人际关系和职业环境等方面表

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2],这不仅影响转岗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和专业成长,还影响幼儿园师资队伍

的稳定及学前教育的质量。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对职业适应具有积极作用[3],不但

是提升教师职业适应水平及工作满意度的关键因素[4],更是教师留在教学岗位并保持高质量教学

水平的重要条件[5]。因此,关注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的状况及其关系,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明了心理弹性对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精

准施策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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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及研究设计

厘清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的涵义及其关系,对于了解转岗教师职业适应和心理弹性的特

点、探究心理弹性对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影响机制以及探讨如何通过增强转岗教师心理弹性促进

其职业适应良好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学术史

职业适应是指在积极的职业价值观指导与统率下,所形成和维持的职业心态、职业能力、职业

关系等与职业劳动及其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6],也是个人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环境进行互动、调整以

达到和谐的过程[7]。职业适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共同影响。目

前,有关教师职业适应的研究主要以新入职教师为对象。研究发现,新教师在职业技能适应、职业

人际适应和职业心理适应上存在一定问题[8],受到工资待遇、工作负荷、组织支持、入职培训、社会

支持等外源性因素和个人特征、择业动机、职业信念、心理弹性等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者

们除了关注上述对教师职业适应产生影响的前因变量外,还对教师职业适应的后果变量进行了探

析,发现职业适应不良导致教师的压力过大、离职率上升、工作倦怠感加重、工作困扰增多等问

题[9]。然而,为什么在同样的困境下,有的教师适应良好,有的教师却适应困难、发展受阻? 研究发

现,这缘于那些能够促进个体积极适应的内源性因素对教师职业适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0]。
心理弹性也称心理韧性,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所具有的良好

适应性,它意味着对生活压力和挫折压力的“反弹能力”[11]。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它是

能够帮助个体抵抗挫折、克服逆境、获得良好职业适应的重要内源性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心理弹

性对个体的适应具有积极的作用[12]。心理弹性越大,表明个体对外界环境的调控能力越强,其适

应能力就越强,适应水平也越高[13]。综观已有研究发现,目前关于教师心理弹性的研究对象涉及

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及农村教师、青年教师、民族地区教师、骨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各级各类教

师群体。研究发现:教师心理弹性水平不一,并在性别、学历、职称、婚姻状况、年龄、教龄、任教学段

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14];教师心理弹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体可分为外部

因素(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和内部因素(如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核心自我评价、个体的人格特质

等)[14-20]。有研究发现,那些具有良好心理弹性个体特征的教师更容易在不利条件下坚持下来,更
容易适应变化并最终不太会考虑离职,他们拥有更高的效能感、效用感、成就感和幽默感,会更有目

的性地做职业规划,有更好的应对能力[21]。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历低潮期时,能够借助心理弹

性的作用,最终克服压力和困境,从而适应职业、获得成功[22]。对特教教师的研究也证实了心理弹

性对职业适应的积极作用[3]。此外,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心理弹性还是教师心理健康的保护因

子,对教师的工作压力、离职倾向、职业倦怠等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0,23-24]。
(二)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及研究假设

当个体在某种环境中生存形成惯性思维和固化的行为方式后,如果中途遇到换岗,会对新环境

产生心理和能力上的不适应,引发适应新环境的需要[25]。幼儿园转岗教师面临转岗困境时产生的

一系列职业不适应[2],受到支持体系不完善、培训体系不健全、职业关系不和谐等外部因素和转岗

意愿低、职业认同感低等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1-2,26-27]。如前文所述,心理弹性作为能够促进个体良

好适应力的内源性因素之一,尽管对部分教师群体,如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特教教师等群体的

职业适应的重要作用已为相关研究所证实,但是对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影响机制仍不可知。
此外,已有研究无论在影响因素分析还是对策建议探讨上,都是更多地从外源性因素加以考察,对
转岗教师的内部心理机制关注不够,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受到影响,尤其是心理弹性在转岗教师

职业适应中的作用被极大地忽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了解幼儿园转岗教师的内部心理机

制,唤醒其自主适应意识,引导其积极调整心态,激发其自主发展需求,才是帮助他们积极迎接转岗



挑战并保持工作动力的关键。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幼儿园转岗教师的心理弹性与职业适应之间存

在正相关,心理弹性对职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加以验证。
(三)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18年到高校参加“幼儿园转岗教师国培班”的学员为研究对象,他们来自安徽省各

个地区,全部为自小学转岗到幼儿园的教师。采用“集中发放、当面回收”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68
份,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非转岗教师、转岗到幼儿园工作时间超过2年者)及无效问卷,最后得

到有效问卷210份。这210人中:男性4名,女性206;年龄在25岁及以下者72人,26~30岁者80
人,31岁及以上者58人;专科学历105人,本科学历105人;教龄在5年及以下者107人,6~10年

者56人,11年以上者47人;乡镇幼儿园161人,县城幼儿园49人。

2.研究工具

(1)职业适应量表

采用崔新玲编制的“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问卷”[27]。该问卷由职业技能适应、职业环境适

应、职业人际适应、职业心理适应4个维度28个题项组成。采用1~5分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

职业适应水平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本研究中信度系数为0.81。
(2)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等人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28]。该量表由坚韧、自强、乐观3个

维度25个题项构成。采用0~4分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91,在本研究中信度系数为0.88。

3.数据统计

本研究采用SPSS20.0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和心理弹性的特点

为了解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的特点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描述性

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一)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总体特征

表1 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总体特征(M+SD)

职业技能 职业环境 职业关系 职业心理 职业适应总分

M±SD(n=210) 3.74±0.68 2.75±0.51 4.30±0.45 4.17±0.54 3.74±0.39

年

龄

教

龄

学

历

园所
区域

25岁及以下(n=72) 3.73±0.67 2.57±0.41 4.16±0.40 3.96±0.58 3.61±0.35
26~30岁(n=80) 3.57±0.61 2.75±0.47 4.24±0.42 4.13±0.41 3.67±0.33
31岁及以上(n=58) 4.01±0.73 2.98±0.60 4.57±0.42 4.47±0.52 4.01±0.40

F 值 7.635*** 11.952*** 17.526*** 16.793*** 22.658***
多重比较 31,2 31,2;21 31,2 31,2;21 31,2

5年及以下(n=107) 3.62±0.69 2.67±0.46 4.14±0.41 4.07±0.54 3.63±0.36
6~10年(n=56) 3.80±0.55 2.78±0.47 4.38±0.38 4.16±0.54 3.78±0.37
11年及以上(n=47) 3.96±0.76 2.87±0.65 4.59±0.43 4.40±0.49 3.96±0.39

F 值 4.359* 2.634 21.322*** 6.416** 13.260***
多重比较 31 31,2;21 31,2 31,2;21

专科及以下(n=105) 3.75±0.72 2.79±0.54 4.32±0.46 4.14±0.60 3.75±0.40
本科(n=105) 3.74±0.65 2.70±0.48 4.28±0.44 4.19±0.48 3.73±0.39

t值 0.014 1.187 0.660 -0.662 0.351
乡镇(n=161) 3.70±0.68 2.74±0.52 4.30±0.47 4.17±0.56 3.73±0.40
县城(n=49) 3.91±0.68 2.75±0.49 4.29±0.38 4.16±0.49 3.78±0.37

t值 1.902 0.051 -0.151 -0.064 0.777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多重比较中的1、2、3分别指年龄段“25岁及以下”

“26~30岁”“31岁及以上”和教龄段“5年及以下”“6~10年”“11年及以上”,下同

由表1可见,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总分略高于理论中值3分,说明他们的职业适应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7]。具体来看,职业关系和职业心理得分较高,显著高于理论

中值;职业技能一般,略高于理论中值;职业环境得分最低,显著低于理论中值,且各个维度间呈现

出的差异较大。说明转岗教师人际交往经验丰富、沟通协调能力强、工作态度端正、有目标规划、责
任心强。这可能是因为小学与幼儿园教师职业关系和职业心理的构成较为相似。转岗教师的职业

技能适应一般,原因可能是小学与幼儿园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以及教学对象上的

差异性较大,转岗教师原有的教学技能无法完全适应幼儿园教育的需要,对原有教学经验的干扰排

除和有效迁移并掌握科学实施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技能技巧需要长期的实践练习。“职业环境”是幼

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得分低于理论中值,可能是小学与幼儿园在物质环境、
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所致。

方差分析发现,转岗教师的职业适应在年龄和教龄上差异显著,在学历和园所区域上差异不

显著。
从年龄来看,幼儿园转岗教师在职业适应总分及各个维度上得分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31

岁及以上的转岗教师在职业适应总分及各维度上得分最高,25岁及以下的教师得分最低(仅职业

技能适应略高于26~30岁的教师)。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社会阅历更丰富、人际

交往技巧更成熟、社会整合程度更好,因此年龄大的转岗教师比年龄小的转岗教师职业适应性

更强。
从教龄来看,除职业环境外,转岗教师在职业适应总分及其他各维度上得分均存在显著的教龄

差异。得分最高的是教龄在11年及以上的教师,其次是6~10年的教师,得分最低的是5年及以

下的教师。教龄是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教师的教学经验。教龄长的教师有

着更为丰富的经验,经验的可迁移性特征决定了他们更容易适应转岗后的工作,而教龄短的教师则

因为经验的欠缺,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教师年龄上的差异来证明。教师的年龄

增长与教龄增长相随,因此,上述关于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年龄差异和教龄差异是互相印证的。
(二)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的总体特征

表2 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的总体特征(M+SD)

坚韧 自强 乐观 心理弹性总分

M±SD(n=210) 2.30±0.56 2.64±0.52 2.25±0.61 2.40±0.47

年

龄

教

龄

学

历

园
所
区
域

25岁及以下(n=72) 2.05±0.54 2.46±0.57 2.22±0.51 2.24±0.45
26~30岁(n=80) 2.38±0.47 2.67±0.40 2.13±0.66 2.39±0.42
31岁及以上(n=58) 2.49±0.62 2.82±0.54 2.47±0.62 2.59±0.47

F 值 12.201*** 8.547*** 5.571** 9.799***

多重比较 2,31 2,31 31,2 2,31;32
5年及以下(n=107) 2.22±0.56 2.52±0.50 2.17±0.61 2.30±0.45
6~10年(n=56) 2.40±0.63 2.74±0.51 2.28±0.61 2.47±0.49
11年及以上(n=47) 2.36±0.47 2.80±0.50 2.43±0.59 2.53±0.42

F 值 2.072 6.667** 3.176* 4.998**

多重比较 2,31 31 2,31
专科(n=105) 2.21±0.58 2.56±0.54 2.22±0.65 2.33±0.47
本科(n=105) 2.39±0.54 2.71±0.49 2.29±0.57 2.46±0.45

t值 -2.433* -2.114* -0.732 -2.085*

乡镇(161) 2.30±0.59 2.63±0.53 2.24±0.64 2.39±0.49
县城(49) 2.30±0.50 2.67±0.49 2.30±0.52 2.42±0.39

t值 -0.045 0.427 0.672 0.454

  由表2可见,幼儿园转岗教师在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略高于理论中值2分。具

体从各个维度来看,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自强、坚韧、乐观,各个维度间的差异不大,说明幼儿园转

岗教师的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与幼儿教师[18]和中小学教师[19-20]的心理弹性水平相当,但低于



其他人群[28],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差异检验发现,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在年龄、教龄和学历上差异显著,在园所区域上差异

不显著。
从年龄来看,幼儿园转岗教师在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上得分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进一

步比较发现,在心理弹性总分上,3个年龄段间差异显著,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25岁及以下教师、

26~30岁教师、31岁以上教师,呈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心理弹性增强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25
岁及以下教师刚工作不久,融入社会时间短,还处于“心理延缓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应对外在

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调控能力逐渐提高,心理弹性水平也会逐渐增强。具体来看,在坚韧、自强

维度上,26~30岁和31岁及以上这两个年龄段转岗教师得分显著高于25岁及以下教师;在乐观

维度上,31岁及以上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教师。这可能是因为与25岁及以下

转岗教师相比,26岁以上的转岗教师通常正处于承担家庭和工作重任的年龄,是家庭和单位的“顶
梁柱”,尽力照顾家庭和积极追求职业成就的愿望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负重前行,坚韧自强;31
岁及以上教师在转岗队伍中属于年龄大、资历深、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既有强烈的职业自信和自

我效能感,也容易得到更多的尊重、照顾,因而更为积极乐观。
从教龄来看,除坚韧维度无显著差异外,幼儿园转岗教师在心理弹性总分及自强、乐观维度上

存在显著的差异,教龄在11年及以上的转岗教师得分最高,5年及以下的教师得分最低,呈现出教

龄越长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的趋势。具体来看,在心理弹性总分和自强维度上,6~10年和11年及

以上两个教龄段转岗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显著高于5年及以下教龄段教师。休伯曼的教师职业生涯

周期理论认为,教龄在7~25年的教师进入实验和歧变期,这一时期的教师职业动机强烈,职业志

向水平高,开始寻找新思想和新挑战,在面对困难、应对挫折时更加坚强不屈,在克服困难后也更愿

意去总结经验教训,因此心理弹性得到了锻炼和提升[20]。而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转岗教师因为入

职年限短,工作上通常有老教师帮扶指导,遇到问题或挫折时也有老教师帮助应对,缺少历练、心理

承受能力较弱,所以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低。在乐观维度上,11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得分显著高

于5年及以下教龄段教师,这与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是互相印证的。
从学历来看,本科学历的转岗教师在心理弹性总分及坚韧、自强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专科学历

的教师,在乐观维度上无显著学历差异。原因可能是高学历的教师通常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和更强

的职业成就动机,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追求职业发展,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弹性尤其是自强和坚

韧品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三)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和心理弹性的关系表现

1.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和心理弹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3 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与职业适应的相关分析(n=210)

职业技能 职业环境 职业关系 职业心理 职业适应总分

坚韧 0.259** 0.227** 0.283** 0.507** 0.441**

自强 0.413** 0.252** 0.332** 0.408** 0.497**

乐观 0.472** 0.134 0.172* 0.088 0.328**

心理弹性总分 0.464** 0.244** 0.312** 0.394** 0.506**

  表3显示,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总分及各个维度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均存在正相关,
除职业环境、职业心理与乐观的关系不显著外,其他均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说明幼儿园转岗

教师的职业适应与心理弹性之间关系密切,这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即职业发展良好的

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更高[3,5]。

2.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对职业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揭示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与职业适应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心理弹性的各个维度



得分为自变量,以职业适应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如下:
表4 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对职业适应的预测(n=210)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R2 F β t值

职业适应总分 自强 0.497 0.247 0.243 68.067*** 0.366 4.468***

坚韧 0.515 0.266 0.259 37.443*** 0.190 2.320*

职业技能 乐观 0.472 0.223 0.219 59.677*** 0.351 4.096***

自强 0.507 0.257 0.250 35.825*** 0.221 3.087**

职业环境 自强 0.252 0.063 0.059 14.081*** 0.252 3.752***

职业关系 自强 0.332 0.110 0.106 25.756*** 0.332 5.075***

职业心理 坚韧 0.507 0.257 0.253 71.971*** 0.507 8.484***

  由表4可见,心理弹性中的自强、乐观和坚韧3个因子均进入了回归方程。具体来看,自强和

坚韧对总体职业适应的解释力分别为24.3%和1.6%,两者共同解释了职业适应25.9%的变异;乐
观和自强对职业技能适应的解释力分别为21.9%和3.1%,两者共同解释了职业技能适应25%的

变异;自强对职业环境适应和职业关系适应的解释力分别为5.9%和10.6%;坚韧对职业心理适应

的解释力达到25.3%。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幼儿园转岗教师的心理弹性能够有效地预测其职业适应。说明转岗教师

面对困境和挑战时的坚持力和自控力越强、遇到挫折后复原力越强、心态越积极乐观,职业适应性

就越好,即心理弹性越强职业适应越好。这证实了以往的研究,心理弹性高的教师工作态度更积

极[23],职业适应水平更高[3]。心理弹性是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减轻不利处境的消极影响[11]。同样

的压力与挫折情境下,高心理弹性的教师能够更好地调动个人的力量及环境中的资源,减缓危机事

件的影响,从而能够坚持教学行为[5],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三、提升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的有效策略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转岗教师的职业适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年龄和教龄差异,心
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年龄、教龄和学历差异,心理弹性中的自强、乐观和坚韧3个因

子对职业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通过加强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弹性建设,可有效提升其职

业适应水平。
(一)培育积极乐观心理品质以增强新工作环境适应力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是个体构建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29]。根据教育生态系

统理论,幼儿园是转岗教师开启转岗生涯后的职业生活场域,是对其影响最直接、作用最明显的微

观环境,转岗教师的职业适应首先表现在对新工作环境的适应上。因此,加强对幼儿园转岗教师积

极心理品质的培育有助于增强其新工作环境适应力。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转岗教师的需求

和发展状况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从转岗教师的遴选、培训到职业发展等都应切实保

障转岗教师的基本权益,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尊重转岗教师的转岗意

愿,保障相应的工资待遇和职业发展机会,在职称评聘、考核管理等方面要考虑到转岗教师的特殊

身份,使他们减缓压力、增强信心,对新工作环境形成乐观期待。其次,幼儿园要建立转岗教师结对

指导制度,帮助他们进行职业规划、掌握应对策略。指导教师要根据转岗教师自身的实际情况帮助

他们明确发展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制订客观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职业发展规划的实施要遵循“小步子”原则,即将困难复杂的长期目标分解成简单易实现的阶

段性目标,由易到难分步实施,使转岗教师通过努力实现一个个小目标而不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

心。同时,由于转岗教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因此应帮助他们

掌握有效利用身边资源应对压力、化解困境的策略,使其获得掌控感和效能感,进而激发其乐观自

信、自强不息地投入工作的动力和热情。最后,要加强对转岗教师韧性品质的磨炼。教师韧性品质



来源于职业生活中的实践锻炼,幼儿园应根据转岗教师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搭建学习与发展的平台,
创造适度磨炼的机会。通过对本研究中部分幼儿园转岗教师职业适应状况的跟踪调查发现,幼儿

园为转岗教师提供浸入式、互动式培训,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以及开展岗位大练兵、公开课教

学、技能比赛等活动,能有效提升转岗教师的韧性品质,促进他们对新工作环境的适应力。
(二)增强转岗教师自我效能感以提升其工作幸福指数

职业适应是职业幸福的前提和基础,职业幸福是职业心理适应的深层追求。自我决定理论认

为,与行动受外部动机控制的人相比,行动受内部动机驱动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和坚持[30]。在

心理弹性的发展过程中,外因只起到辅助和推动作用,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教师自我

效能感是教师对自身教育能力与影响力的自我判断、信念与感受,是教师专业行为和从事教育工作

的深层的内在动机,也是教师产生并增强自主工作动机的基础与原动力,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和努力程度[31]。自我效能感越高,心理弹性就越好[15]。自我效能感的提出者班杜拉认为,在
自我效能感的来源因素中,动作性掌握经验(即亲身获得的成就)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最大,替代性

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最长久[32]。因此,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增强转岗教师自我效能感,提升其

工作幸福指数:首先,幼儿园为转岗教师建立档案,尽可能地结合转岗教师的优势与意愿合理安排

教育教学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利用自己所长获取成功、建立自我效能感;其次,幼儿园应重视转

岗教师的专业发展,多为他们提供园内园外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观察、模仿和学习幼儿园教学

名师、骨干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获取替代性经验,提高自我效能感水平;最后,通过辅导或干预,有
效提升转岗教师自我效能感。有学者对幼儿园转岗教师心理资本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讲解、体验与分享”三位一体的体验式团体辅导,幼儿园转岗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心理资本中的重

要因子)也得到了明显提升[33]。因此,转岗教师培训部门、幼儿园、地方高校心理辅导机构等,可以

建立共同协作机制对转岗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进行干预或辅导。
(三)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不断提升转岗教师教育能力

教师良好的教育能力是其良好职业技能适应的具体表现。教师韧性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充

分的职前准备,职前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准教师的韧性[34]。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

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由于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

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如对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全员补偿培训”[35]。这一意见为转岗教师培训提供

了政策保障。因此,应抓住转岗教师培训的契机,通过加强心理弹性培训,提升转岗教师的教育能

力。首先,在国家政策层面要继续建立和完善现有的教师培训体制和培训体系,由目前的临时性、
项目式转岗培训转为制度性、强制性培训。要对所有转岗教师进行岗前岗后培训相互衔接、分层推

进、具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实施岗前培训合格上岗,使每一名转岗教师在3~5年内,每年都能持

续接受一定时间且形式多样的专业培训。其次,在具体培训时,培训部门可以加强培训方案设计,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在培训前可以对幼儿园转岗教师的心理弹性状况进行测查,了解

转岗教师心理弹性现状和特点,并根据测查结果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最后,采用分层分类的

培训方式进行具体的指导或干预。如:针对全体转岗教师开设普适性心理健康教育类课程,普及与

心理弹性相关的积极心理学知识,提高转岗教师对心理弹性的认知,指导他们掌握应对困境的策

略;针对不同心理弹性特点的转岗教师进行分类指导,如通过主题培训、专题研讨、团体辅导和个别

指导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帮助他们逐步形成坚韧自信、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进而提升其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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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oftheCourseSystemandPracticalInnovationforthe
TrainingofExcellentPre-schoolEducationTalents

XUXingchun,LIY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High-qualityteachersarethebasisofbuildingastrongeducationalcountry,andthetraining
ofexcellentteachersistheconcreteimplementationoftheconstructionofhigh-qualityteachers.Pre-
schooleducationisthebeginningoflifelonglearning,andthequalityofpreschooleducationteachers
directlydeterminesthequalityofpreschooleducation.Promotedbythe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
work,thepre-schooleducationspecialtyofSouthwestUniversitycarriesoutself-evaluationandself-
constructionworkinaccordancewiththecertificationstandard(level3).Professionalscloselyadhere
totheconceptandstandardsofcertification,activelyexplorethetrainingmodeofoutstandingpre-
schooleducationpersonnel,andstrivetoachievetheexcellenceturnofprofessionalpersonneltrain-
ing.Thecurriculumsystemisanimportantcarrierfortalenttraining.Basedonthestandardsofexcel-
lencecertification,thepreschooleducationspecialtyreconstructsthecurriculumsystemthatpointsto
andsupportsthegraduationrequirements.Guidedbytheconceptofcertification,preschooleducation
majorshaveinitiallyexploredthepracticalandinnovativepathoftrainingoutstandingtalentsthrough
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curriculumandteaching.
Keywords:excellenttalents;pre-schooleducation;reconstructionofcurriculumsystem;practicalin-
novation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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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InfluenceofPsychologicalResilienceupon
theProfessionalAdaptationofKindergartenTransferTeachers

LUChang-e1,2,LUOShengquan2
(1.SchoolofEducation,HuainanNormalUniversity,Huainan232038,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totalof210kindergartentransferteacherswerequestionedwiththeQuestionnaireof
TransferTeachersProfessionalAdaptationandthescaleofPsychologicalResiliencetostudyonthe
status,characteristicsandrelationshipofprofessionaladaptationandpsychologicalresilience;There-
sultssuggestthatthekindergartentransferteachersscoredhigherinoccupationaladaptationandpro-
fessionalrelationship,professionalpsychology,professionalskillsthantheirtheoreticalmedians,pro-
fessionalenvironmentscoredlowerthantheirtheoreticalmedians;Therewasasignificantdifference
intheirages,teachingexperience,but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academicdegreesandthelocationof
thekindergartenhe/sheisworkingfor;Thetransferteachersscoredhigherinpsychologicalresili-
ence;Therewasa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irages,academicdegrees,teachingexperience,butno
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locationofthekindergartenhe/sheisworkingfor;Therelativeanalysis
showedthatexceptfortheprofessionalskillsandprofessionalenvironmentwhicharenotsignificantly
relatedwithoptimisminpsychologicalresilience,thereweresignificantlypositivecorrelationsbe-
tweentheiroccupationaladaptationandpsychologicalresilience,andpsychologicalresiliencehassig-
nificantpredictivepowerforthevocationaladaptationofkindergartenteachers.Basedontheresearch
results,thefollowingSuggestionsareproposed:1.Cultivatethepositiveandoptimisticpsychological
qualitytoenhancetheadaptabilityofthenewworkingenvironment;2.Enhancetheperceivedself-effi-
cacyoftransferredteacherstoimprovetheirjobhappinessindex;3.Establishahierarchicalandclassi-
fiedtrainingsystemtocontinuouslyimprovetheeducationalabilityoftransferredteachers.
Keywords:preschooleducation;kindergartenteachers;occupationaladaptation;psychological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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