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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幼儿教师政策发展的新图景
———基于《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评估计划》的分析

周 润 姿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410128)

摘要:幼儿教师是影响各国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为进一步提高幼儿教师培养质量、缓解

幼儿教师供需矛盾严峻态势、推动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了《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

评估计划》。该计划从幼儿教师人才培养和人才留用两个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幼儿教师“引得进、育得

专、教得好”等关键问题,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幼儿教师“留得住、做得久”等核心问题。为此,围绕该计划澳大

利亚教育部门针对幼儿教师进行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出台多种激励举措,简化教师注册流程;开发多种类型

课程,进行全阶段培训;实施在线微认证,拓宽职业路径;增加财政投入,改善职业环境;推出心理健康项目,

建立学习社群。这一系列政策体现出供需平衡、双向提升、协同融合、共融互促、相互融通等特点,有助于促

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提升幼儿教育质量。该计划虽然施行仅1年时间,其成效还有待检验,但对我国建设

幼儿教育师资队伍、解决幼儿教师“引、育、留”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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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个体进

步、增加劳动供给、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途径,也是国际社会热切关注的重要议

题[1]。众多研究表明,幼儿教育作为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促进个体进步和国家

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因此,
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改革方面要给予高度关注。
教师作为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体,具
有保育和教育的双重职能,直接影响幼儿的健

康成长,理应受到重视[3]。近年来,我国大力推

行“幼师国培项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等政策,以缓解幼儿教师资源区域分配不均等

问题。我国建设教育强国,要加快实现教育现

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对我国学前教

育基础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短期内高

素质幼儿教师的供给难以补齐学前教育师资

的巨大缺口,也难以满足学前教育普惠的发展

需求[4]。
澳大利亚也面临幼儿教师供需不平衡、专

业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澳大利亚向来高度

重视幼儿教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教育计划,
为建设高质量幼儿教师队伍和推动幼儿教育

稳步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在多番调研、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于2022年9月5日正式推出《塑造我们的未

来:实 施 和 评 估 计 划》(ShapingOurFuture.
ImplementationandEvaluationPlan,简称《未
来计划》)[5]。该计划旨在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

到幼儿教育领域从教,解决幼儿教师数量紧缺

和质量不均等问题,确保实现幼儿高质量学习

与发展的目标,满足社会大众对高质量幼儿教

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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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探究《未来计划》出台

的现实动因、政策部署、主要特点及实施影响,
为解决我国幼儿教师“引、育、留”等难题提供

借鉴,为助力优质师资赋能幼儿教育高质量发

展提供动能。

  一、 澳大利亚推出《未来计划》的现实

动因

  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转型

升级,大众对幼儿教育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澳大利亚幼儿教师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不高等

问题日益凸显,由此造成了幼儿失学危机、幼
儿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6]。
《未来计划》是澳大利亚在推进教育优质公平

发展过程中,为补齐幼儿教育发展短板而采取

的重大举措。因此,《未来计划》是在满足填补

幼儿教师空缺岗位的外部需求、激发幼儿教育

质量提升的内驱力以及应对幼儿教师离职潮

持续的严峻态势等多重动因共同作用背景下

出台的。
(一)供需矛盾日趋激化,亟须填补教师空

缺岗位

幼儿早期教育对儿童的心智、情感与认知

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7]。随着澳大利亚的新

生儿以及女性劳动者数量日益增多,幼儿教育

在学生存量、教师资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

暴露出来,采取措施缓解教师供需矛盾成为推

动幼儿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
幼儿教育服务的购买主体是家庭。20世

纪7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

场,导致家庭对幼儿托育的需求剧增[8]。与此

同时,家庭经济可支付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家

长对幼儿教育愈加重视,都对幼儿教育的数量

和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这也导致幼教机构供需

矛盾凸显。为此,2012年1月1日,澳大利亚

《学前教育及儿童保育国家质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FrameworkforEarlyChildEducation
andCare,简称《国家质量框架》)正式实施。澳

大利亚幼教机构数量在2013至2016年间大幅

增加,由472个(截至2013年4月1日)增加至

1100个(截至2016年7月1日),增幅高达

133.05%[9]。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幼教机构

不足的问题,但在短期内骤增的机构缺乏专业

的幼教师资力量,由普通工作人员代替幼儿教

师上岗的现象层出不穷,幼儿教育质量陷入了

大幅下滑的局面。据统计,2021年参加学前班

的4~5岁儿童人数为339015人,与2020年

相比增加了1.3%,适龄儿童数量呈现明显增

长趋势[10]。尽管幼教劳动力在5年内增长了

近20%,但批准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幼儿教师

注册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降幅达25%以上,执
教教师的缺口愈来愈大[9]。此外,有资质的幼

儿教师候选人不足,导致与职位相符的劳动力

空缺现象严重,部分服务机构不得不聘用一些

不符合资质的工作者[11],这使得幼儿教育质量

不尽如人意。当前,澳大利亚幼儿教育正面临

着已有人口和新增人口教育需求叠加的双重

压力,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极大阻碍了幼儿

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上述外部需求刺激下,澳
大利亚幼儿教师的培养与选聘改革势在必行。

(二)“去专业化”现象凸显,亟须提升幼儿

教育质量

幼儿教育“市场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幼

儿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12]。幼儿教育“市
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其中主要

是幼儿教师“去专业化”现象盛行,严重制约着

幼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自1991年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满足家

庭对幼儿教育的需要,开始对营利性幼教机构

提供财政资助,导致营利性幼教机构大量兴

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非营利性幼教机

构的生存空间。1991—1996年,营利性幼教机

构提供的学位数从36700个增加至122462
个,增幅达234%[13]。2004—2005年,幼儿教

育服务体系中有71%的服务是由营利性幼教

机构提供的[14]。然而,营利性幼教机构本质上

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存在雇佣非专业幼儿

教师、缩短课程时间、降低幼儿学习材料成本

等诸多问题[15],同时,还采取以“保教”工作者

取代“教师”称谓、降低对教师的资格要求和减

少相关培训等方式“去专业化”,致使幼儿教育

质量严重下滑[16]。澳大利亚历经20多年的幼

儿教育“市场化”改革,以营利为目的的幼教服

务发展趋势难以逆转。在此现实背景下,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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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主张成为该计划施行的

内在动因。
(三)幼儿教师离职潮持续,亟须政府采取

措施积极应对

有研究表明,工作量、工资待遇以及岗位

晋升等问题,不仅关乎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和职业认同感,还是影响幼儿教师去留、决定

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性因素[17]。然而,目前澳

大利亚幼儿教师因不满工作待遇而选择离职

的现象屡见不鲜。幼儿教师大量流失不仅会

增加教师培养成本,还会影响师资队伍的稳

定,甚至造成幼儿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因此,
幼儿教师离职潮持续,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有

力措施,由此推动了《未来计划》的出台。

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幼儿教师因不满薪

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曾多次发起罢工行动。联

合工人工会(UnitedWorkersUnion)表示,超
负荷的工作量、恶劣的工作环境、较低的工资

收入以及职业生涯发展受阻等因素,导致幼儿

教师正以“创纪录的数量”离开幼教行业[18]。

2022年9月,幼儿教师在澳大利亚各地抗议游

行,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幼儿教师

离职率的升高不仅加大了幼儿教育行业的劳

动力缺口,还使幼儿教育陷入教师招聘困难与

教师流失严重的双重困境。由此可见,如何留

住现有幼儿教师并促进其流动已经成为澳大

利亚幼儿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这也直

接推动了《未来计划》的施行。

二、 澳大利亚《未来计划》的政策部署

为从根本上缓解澳大利亚幼儿教师的供

需矛盾,《未来计划》重点从5个方面进行政策

部署,致力于为幼儿教师提供必要的保障性和

激励性支持,以提高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和激

发其从教意愿及工作热情。该计划为澳大利

亚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

重要指导。
(一)出台多种激励举措,简化教师注册流

程:破解幼儿教师数量不足困境

据统计,澳大利亚有83%的3~5岁儿童

需要接受学校教育[19]。据此可以判断,幼儿教

师供需失衡的局面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为此,该计划旨在通过“内培外引”的方式,优
化幼儿教师的生源结构、提高学历水平,从源

头上改善澳大利亚幼儿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
基于此,《未来计划》制定了多项措施以提高劳

动者从事幼儿教师行业的意愿。首先,设立各

类专项奖、助学金,激发更多学生报考幼教专

业的意愿,从而为培养优质幼教师资提供后备

力量,避免出现“青黄不接”现象。例如: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每年为5000名新生提供每人1
万美元的助学金,以吸引更多学生报考幼教专

业;为在偏远地区的幼教实习生提供2000美

元的助学金,吸引毕业生到偏远地区服务,以
扭转幼儿教育师资分配区域失衡的现状;等
等。此外,各州政府也相继设立了专项奖学

金,如维多利亚州政府设立“幼儿奖学金”,为
学生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奖学金以鼓励其成

为合格的幼儿教师等。其次,简化幼儿教师注

册申请流程,尤其是已在海外接受过培训的幼

儿教师,对其资格申请、审批流程和移民程序

等实行简化办理,缩短审核时间,提高办理效

率,以此鼓励归国人才进入幼教行业。最后,
鼓励临时注册幼儿教师进阶为完全注册教师,
政府为临时注册幼儿教师提供帮扶,为其匹配

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全方位指导,并向维多利

亚州教学协会推荐申请者为完全注册教师,以
此实现提质增效的目的。

(二)开发多种类型课程,进行全阶段培

训:助推幼儿教师专业技能提升

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良好职业素

养且专业的幼儿教师队伍[7]。专业化是幼儿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系统化的幼儿教师

专业培训计划是培养高质量幼儿教师的重要

保障[20]。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相继出台促进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首先,为幼儿

教师提供一系列免费的职业培训学习项目,以
提升初任(一般指入职5年以内)幼儿教师的教

学适应力、信心和能力。例如,实施为期两年

的“早 期 职 业 教 师 发 展 计 划”(EarlyCareer
TeacherDevelopmentProgram),为学生开设

早期职业指导,帮助毕业生达到《全国教师专

业标准框架》(NationalProfessionalStandards
forTeachers)所规定的幼儿教师职业阶段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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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次,创新多种类型的在职岗位培训课

程。一是开发新的国家认证课程,帮助幼儿教

师掌握护理服务专业技能。二是开发在线培

训课程,提升教师教育水平。例如,澳大利亚

儿童教育和护理质量管理局(ACECQA)免费

提供一套电子学习模块,包括“国家质量框架

入门”培训内容,旨在帮助幼儿教师了解国家

质量框架的具体标准,明晰个人职业发展路

径。三是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保障当地工作人

员能够免费参加短期课程培训并获得一系列

资格证书(包括III证书、IV证书和文凭级别的

资 格 证 书 等)。最 后,扩 大 初 任 教 师 教 育

(IITE)项目覆盖范围,帮助当地幼儿教师在实

习期间提高核心技能,使其成为专业且优秀的

幼儿教师。
(三)实施在线微认证,拓宽职业路径:助

力幼儿教师岗位胜任力提升

合理的收入、丰富的资源、有力的支持,以
及专业发展机会都是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幼教

行业的关键[21]。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充足的发

展资源是提升幼儿教师岗位胜任力的关键要

素。因此,重视幼儿教师职业发展是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22]。首先,研发幼儿教

师在线微证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领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等合作,研发了一系列

在线微证书,还在2022年3月发布了国家微证

书框架,并成立专家顾问小组进行专业审查。
昆士兰大学也开发了一系列在线微证书,以帮

助幼儿教师在当前和新兴需求领域(如创伤知

情实践、全纳教育、幼儿语音教学、孤独症等领

域)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提升岗位胜任信心。
这些微证书既可作为本专业岗位学习的凭证,
也可作为申请研究生资格的相应学分。这一

做法不仅使幼儿教师能够参加在线学习项目

以提升各项专业技能,还能为提升学历奠定基

础。其次,关注幼儿教师领导力培养。研究表

明,幼儿教育质量与幼教机构中幼儿教育者的

领导力有显著关联[23]。为培养幼儿教师领导

力,该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开发“从
头开始”(FromtheGroundup)项目,以加强各

地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领导能力;二是发布“国
家教师认证计划”(NationalTeacherCertifica-

tionProgram),以支持幼儿教师完成领导者认

证;三是推动“未来领导者计划”(FutureLead-
ersProgram)实施,每年支持100名具有领导

潜力的教师,为其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培

训计划;四是实施“新网站领袖计划”(NewSite
LeaderProgram),为职业经验不足的幼儿教育

领域的领导者提供为期12个月的岗位培训和指

导,以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岗位。这些举措为全

面提升幼儿教师岗位胜任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增加财政投入,改善职业环境:提高

幼儿教师薪酬福利待遇

低薪酬并非导致教师离职的唯一因素,但
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将有助于激发教师工作

积极性,从而减少师资流失[24]。充足而稳定的

教育财政经费资助是幼儿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的必要物质保障,直接促进幼儿教师队伍的稳

定和教育质量提升[2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经合组织)将幼儿教师工资水平和工作

条件作为撬动儿童发展结果的两个重要杠杆。
然而,澳大利亚幼儿教育阶段经费投入却远低

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26]。据统计,澳大

利亚同龄的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在拥有相同

的职业资格前提下,幼儿教师的薪资明显低于

小学教师,仅相当于小学教师薪资的75%,而
工作时长和负荷却远超小学教师[27]。上述因

素是导致澳大利亚幼儿教师离职率日益增高

的根本所在。更好的薪资待遇是吸引优秀人

才从事幼儿教师工作以及留住有资质教师的

重要因素[28]。因此,只有逐步提高幼儿教师薪

酬待遇水平,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幼儿教师

日益严重的离职倾向。首先,各州政府大幅增

加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例如:澳大利亚首都领

地政府建立了幼师专业学习基金,以支持幼儿

教师的专业学习与发展;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

布了2.811亿美元的4年投资计划,为幼儿教

育行业提供财政支持,以帮助幼儿教师拓展职

业发展路径;昆士兰州政府承诺从2022年起在

未来5年内投入3850万美元用以支持幼教行

业,符合资助资格的偏远地区的社区幼儿园和

日托幼儿园会获得政府在为幼儿教师提供住

宿援助、搬迁费用等方面的长期资金支持,从
而确保幼儿教师队伍的稳定;等等。其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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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幼儿教师奖励力度。例如,大幅增加“幼儿

教师奖学金”(EarlyChildhoodTeacherSchol-
arships)的金额和名额等。最后,提高幼儿教

师福利待遇。例如,给予幼儿教师子女入园福

利,并减免一定的保育费用,以此留住合格且有经

验的幼儿教师和管理人员。
(五)推行心理健康项目,建立学习社群:

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幼儿的身心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幼儿教育质量[29]。许

多幼儿教师对其担任的角色、肩负的责任以及

日常的要求都深感压力,进而产生职业倦怠,
导致职业幸福感降低[9]53。同时,在森林火灾、
洪水和COVID-19等突发情况的冲击下,幼儿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9]54。因此,《未
来计划》推出了一系列项目,以打造积极、包容

的学习社群,致力于促进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

发展,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首先,继续

提供“做你自己”(BeYou)项目,让每位幼教工

作者都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其次,政府

从2023年7月开始为该项目提供专项资金,以
支持免费在线工具和资源的开发,其中包括专

业学习、咨询顾问等模块,进一步增强幼儿教

师职业归属感。最后,各州政府积极响应《未
来计划》倡议并迅速采取帮扶措施。例如:新
南威尔士州为受洪水影响的幼教工作者和幼

教机构提供免费服务,包括与幼儿教师、儿童、
家庭进行面对面的咨询;维多利亚州实施了一

套新的健康福利项目,主要包括为幼儿教师提

供免费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以及在线研讨会等

支持;等等。此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将继

续审查和评估一系列福利支持项目的可行性,
特别是对尚未获得幼儿教师资格的职工实行

的援助计划,为提升其职业幸福感助力。

  三、 澳大利亚实施《未来计划》的主要

特点

  为缓解幼儿教育劳动力资源紧缺问题、提
升幼儿教师核心专业技能,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在激发幼儿教师从教意愿的同时,还在努力解

决幼儿教师“引得进、育得专、教得好”等关键

问题以及“留得住、做得久”等核心问题,体现

出动态平衡、双向提升、协同融合、共融互促、
相互融通等特点。

(一)“引得进”:以激励举措实现资源供给

与刚性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引得进”是《未来计划》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由于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不同地区幼

儿教师需求差异较大,为妥善解决幼儿教师供

需矛盾,实现供需平衡,该计划采取了多项激

励措施。一是以设立专项奖助学金、降低幼教

专业就读学费等形式,提高幼教专业就读率,
解决幼教专业入学人数持续下滑、幼教毕业生

不足而导致的专业幼儿教师紧缺等问题。二

是支持非幼教专业出身的工作者通过培训达

到幼师专业标准,进而申请成为幼儿注册教

师,实现从业余工作者到合格幼儿教师的身份

转换,以此增加幼儿教师的数量,解决幼儿教

师供应不足问题。三是加大幼儿教师招聘力

度,简化海外教师申请流程,多渠道提高幼儿教

师引进率,吸引国内外优秀人士加入幼教行业。
(二)“育得专”:以全阶段培训助推专业技

能和职业道德双向提升

“育得专”是《未来计划》实现幼儿教师高

质量发展目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未来计

划》在“如何培养专业幼儿教师”这一问题上实

现了突破,解决了“谁来培训”“培训什么”和
“如何培训”这3个核心问题。教师是教育事业

的核心和灵魂,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

响教育质量的优劣[30]。一方面,该计划将幼儿

教师专业发展列为幼儿教师的刚性需求,充分

结合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开放灵活的培训学习

平台,为幼儿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提供支

持,形成双轮驱动的培训模式;另一方面,该计

划为幼儿教师提供职前、职后以及专业发展培

训,以提高幼儿教师核心专业技能和职业道

德。通过培养优质师资推动幼儿教育高质量

发展,这不仅使幼儿教师拥有更充足的发展动

力与更适宜的职业发展环境,还有助于建设高

质量的幼儿教师队伍。
(三)“教得好”:以全方位认证提高岗位胜

任力与领导力

“教得好”是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指

向与重要诉求。《未来计划》高度重视“怎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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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胜任岗位”这一问题。一方面,实施

各类微证书在线认证制度,从资格证书方面提

高幼儿教师岗位胜任认可度;另一方面,实施

领导力培养项目,全面提升幼儿教师以领导力

为核心的岗位胜任力。澳大利亚将教师专业

成长分为初任教师、胜任教师、卓越教师、领导

者教师4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标准涉及专业知

识、专业实践和专业参与3个领域[31]。专业技

能是幼儿教师从初任教师晋升为领导者教师

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岗位胜任力是幼儿教师

拓宽职业发展途径的必备能力,也是保障幼儿

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充分发挥《未
来计划》的政策效益,采取全方位认证,助力幼

儿教师提升岗位胜任力和领导力,并使二者相

互促进协同发展,体现了该计划以“教得好”为
关键点的特点。

(四)“留得住”:以提高待遇和提升体验促

进内、外部动力共融

“留得住”是《未来计划》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针对幼儿教师职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以

及新问题、新状况,政府要适时进行制度变革

与创新,从而为从事幼儿教育的教师提供良好

的制度环境。积极稳定的外在激励措施,是幼

儿教师安心从教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障。该

计划的外在激励措施主要体现为制度激励、物
质激励、精神激励3个方面。在制度激励方面,
该计划全面实施幼儿教师资格注册制度并帮

助有意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者进行资格注册。
在物质激励方面,加大财政经费投入,注重提

高幼儿教师工作体验和薪酬待遇,为幼儿教师

提供搬迁支持、为其子女提供幼儿园学位名额

等福利,有效保障幼儿教师的生活物质条件。
在精神激励方面,该计划推出心理健康项目,
建立学习社群,保障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提高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以此提高幼儿教师的工

作热情,激发幼儿教师内部动力。
(五)“做得久”:以拓宽职业发展途径增强

幸福感与归属感

《未来计划》旨在真正留住幼儿教师,促进

幼儿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做得久”是解决幼

儿教育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一方面,该计划

注重为幼儿教师提供系统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幼儿教师职业宽度,提高幼儿教师职业成

就感;另一方面,该计划还为幼儿教师提供员

工援助计划,以提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感及职

业幸福感。良好的工作体验和系统的职业发

展路径是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的重

要来源之一。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是幼儿教

师乐于投身幼儿教育事业的重要内生动力,稳
定的物质保障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则是幼儿教

师扎根幼儿教育事业的关键外部因素。增强

幸福感与归属感是实现幼儿教师“做得久”、建
设幼儿教师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四、 澳大利亚《未来计划》的实施影响

《未来计划》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此前颁

布的一系列有关幼儿教育政策的基础上呈现

出一些新的突破。这些突破既是对幼儿教育

师资短缺问题的有力回应,同时也为提升幼儿

教师质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并在实施过程中产

生重要影响。
(一)“增量”兼具“提质”成为推动幼儿教

师政策改革的新导向

《未来计划》实施以来,澳大利亚幼儿教师

政策呈现“增量”兼具“提质”的新导向。一方

面,联邦政府高度重视,实施多项激励措施,采
取大幅降低幼教专业学费和增加奖学金等方

式吸引学生就读,培养幼教师资后备力量,从
源头上增加幼儿教师数量。另一方面,联邦政

府明确了幼儿教师的专业标准,《未来计划》在
开发电子学习模块和研制在线微证书的基础

上,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扩大幼儿教师职业培训

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因

此,培养幼教专业学生和扩大在线培训规模成

为未来澳大利亚提升幼儿教师队伍质量和确

保幼儿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同

时,疫情期间幼儿教师的流动受阻,职业培训

被迫采取线上学习方式,这为在线职业培训发

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发展在线微证书和在线

职业培训是变挑战为机遇、实现幼儿教师培训

方式从以传统的线下面授为主向以线上学习

为主转型的重要措施,以此实现幼儿教师量与

质的双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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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证”叠加“评估”成为助推幼儿教

师质量提升的新抓手

专业标准认证是以建立卓越教育体系为

目标来提升教师质量的。《未来计划》强调采

用“认证”叠加“评估”的方式保障幼儿教师的

质量。一方面,相关部门成立专门认证机构,
严格按照《澳大利亚初任教师教育项目认证:
标准和程序》的详细规定对幼儿教师进行严格

审核,定期认证幼儿教师的任职资格以及各项

辅助领域的电子微证书。另一方面,制订详细

的评估计划、成立专业评估机构以及建立跨部

门工作组,定期审核、评估幼儿教师专业标准,
为打造高质量的幼儿教师职业发展体系提供

循证依据。因此,加强幼儿教师职业资格认证

与评估的融合,成为保障幼儿教育师资队伍质

量的新抓手,从而进一步提升幼儿教师专业认

可度,推动幼儿教师高质量发展。
(三)“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成为推动幼

儿教师职业发展的新机遇

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是决定幼儿教育质

量和儿童成就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在幼儿教育培训行业人力资源竞争方面通

过“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方式来吸引和留住

幼儿教师。其中:所谓“内循环”是指,由幼教

专业在校生和幼教专业毕业生共同构成的幼

儿教师队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视通过幼教

专业对接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幼教行业

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所谓“外循环”是指,由非

幼教毕业生通过专业认证,成为合格的幼儿教

师,将幼儿教育对接国内产业,辅以配套的资

格申请和移民政策,增强幼儿教育对国际人才

的吸引力,通过国际人才的加盟促进国内幼儿

教育事业的创新,并提高幼儿教育事业的竞争

力。《未来计划》明确提出要为幼儿教师提高

专业技能和拓宽职业发展途径提供各项支持。
“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成为了推进幼儿教师

职业发展的新机遇。幼儿教师可以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路径,将
职业发展与自身需求相结合,从而形成可持续

发展的稳定态势。
(四)“师资赋能”协同“经费支持”成为促

进幼儿教育发展的新跳板

良好的经济激励是吸引优秀人才和建设

高质量幼儿教师队伍的关键[32]。研究表明,幼
儿教师学历及专业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投

入就越高,若能及时有效地匹配相应薪资待

遇,更好地满足教师物质需求,进而提高教师

工作满意度,幼儿教师受外部薪资竞争机制影

响而流失的可能性就会减小[33]。《未来计划》
力图通过加大经费投入以及实施政策倾斜等

措施,打造高质量可持续的幼儿教师队伍。一

方面,该计划为不符合幼儿教师从业标准但从

教意愿较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的幼儿教

师从业资格培训和经济资助,以增加专业幼儿

教师数量,缓解幼儿教育师资紧缺困境;另一

方面,该计划也为幼儿教师队伍中的不合格教

师参加从业资格在职培训或继续教育给予补

贴资助,达到师资赋能的效果,以此推动幼儿

教育师资高质量发展。质言之,《未来计划》在
推动幼儿教师专业技能与职业发展、增加薪酬

福利与增进健康福祉等方面,大幅度增加了经

费投入,以此吸引更多新生力量加入幼儿教育

师资队伍,同时也进一步吸引更多幼儿教师向

合格、优秀教师转变。“师资赋能”协同“经费

支持”双管齐下,是幼儿教师“补短育专、提质

增效”的重要推动力,成为促进幼儿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新跳板。

五、 结语

幼儿教师供需矛盾是阻碍各国幼儿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普遍问题。《未来计划》描绘了

澳大利亚“补短育专、提质增效”幼儿教师改革

新图景。该计划实施仅有1年,尚无法从施行

全过程评估其得失,但从其政策部署与体现出

的特点来看,该计划在幼儿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解决幼儿教师 “引得进、育得专、教得好、留
得住、做得久”等问题上仍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吸引有教育情怀与奉献精神的教育

工作者加入幼教行业,以建设高质量的幼儿教

育师资队伍。教师只有具备教育情怀与奉献

的精神,才会真正扎根此行业,并把幼儿教育

作为毕生事业。因此,在应对幼儿教师“引得

进”的问题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取了多项

激励措施,吸引真正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的工作

者加入,以促进幼儿教师队伍稳定可持续发

展,为有效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起到了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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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次,加强幼儿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及职后

教育,为幼儿教师专业成长与职业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成就感。成就感

作为幼儿教师“育得专”和“教得好”的前提条

件,是增强幼儿教师对幼儿教育事业归属感的

基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优化培训资源

配置与解决培训机会不均衡等问题,提升了幼

儿教师岗位胜任力,使幼儿教师获得更高的职

业成就感。再次,改善幼儿教师福利待遇和工

作环境、提升教师教学体验,建设高质量可持

续幼儿教师队伍。“留得住”幼儿教师是幼儿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归属感作为

教师“留得住”的情感纽带,是提升幼儿教师成

就感的基础。幼儿教师高流失率严重阻碍了

幼儿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从不同方面提升

幼儿教师的获得感,是助力幼儿教师“留得住”
与“教得好”的有效手段。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通过全国宣传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认可度、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关注援助计划实施进度等措

施,提高了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和幸

福感,为幼儿教师安心从教免去了后顾之忧。
最后,政府持续高度重视幼儿教育事业,全力

支持幼儿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幼儿教育事业

大有可为,教师作为掌握新知识的群体,有能

力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融入儿童成长、社会进

步和经济发展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

通力合作,共同创造政策条件,助力幼儿教师

专业发展,通过展示幼儿教师的正面形象,提
高幼儿教师的社会认可度,最终实现幼儿教育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一

系列举措也为他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

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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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VisionontheReformofPreschoolTeachersPolicyinAustralia:
AMulti-dimensionalReflectiononShapingOurFuture:ImplementationandEvaluationPlan

ZHOURunzi
(CollegeofEducation,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410128,China)

Abstract:Preschoolteachersarethecoreelementsaffec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preschool
educationinvariouscountries.Tofurtherimprovethequalityofpreschoolteachertraining,alleviate
thecontradictionbetweensupplyanddemandofpreschoolteachers,andpromotethehigh-qualityde-
velopment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theAustralianGovernmentlaunchedtheShapingOurFu-
ture:ImplementationandEvaluationPlan.Thestatus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theearly
childhoodworkforceinAustraliacanbeassessedfromtwoperspectives:thecultivationandretention
ofearlychildhoodteachingtalent.Theseaspectsaddressthecriticalissuesofattractingcapableindi-
vidualstobecomeearlychildhoodteachers,fosteringtheirexpertise,andensuringeffectiveteaching.
Tothisend,theAustralianMinistryofEducationhasimplementedthefollowingpolicymeasuresun-
derthisplan:introducingvariousincentives,streamliningtheteacherregistrationprocess;developing
multipletypesofcoursesforcomprehensivetraining;implementingonlinemicro-credentialstobroad-
encareerpathways;increasingfinancialinvestmenttostabilizetheprofessionalenvironment;launch-
ingmentalhealthprogramsandcreatinglearningcommunities.Thesepolicymeasuresreflectcharac-
teristicssuchassupply-demandbalance,mutualimprovement,collaborativeintegration,mutualpro-
motion,andmutualcommunication,whichhelpensuretheprofessionalgrowthofearlychildhood
teachersandenhancethequality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Althoughthisplanhasonlybeenimple-
mentedforoneyearanditseffectivenessisyettobetested,itisstillinspiringfortheconstructionof
theearlychildhoodeducationworkforceinourcountryandaddressingissuesrelatedtoattracting,cul-
tivating,andretainingearlychildhoodteachers.
Keywords:Australia;preschoolteachers;earlychildhoodeducation;reforminitiatives;faculty;teach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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