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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陈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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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调查了２６０位幼儿教师的职业高原现状，考察教龄、学历、婚姻状况、学校类型、职业情感、社会压力、背景支持等

因素对其职业高原的影响，并就如何走出职业高原给教师个人及幼儿园管理者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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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师职业高原是指教师知觉到的在当前组织

中，职业生涯发展出现的诸如在向学校决策中心位

移、专业知识技能提高、职位升迁，职称晋升、荣誉获

得等方面的可能性很小或停滞状态［１］。“教书育人”

的职业特点要求教师的职业生涯应该是一个永无止

境，不断追求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职业高原对于

教师发展，就像毛毛虫嬗变为蝴蝶前需要经历的蛹

期：停滞其中，即成了茧中蛹；突破它，就羽化成蝶。

因而，职业高原成为教师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然而，我国已有教师职业高原研究中，对中小学

教师的研究较多，对幼儿教师的研究尚少，以“幼儿

教师”、“职业高原”为关键词，搜索维普期刊资源整

合服务平台，时间段为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范围为全部

期刊，只搜索到一篇文献研究文章［２］，尚缺乏相关实

证研究。幼儿教师的工作特点、组织环境与中小学

教师相比，有很大差别，其职业高原是否也有不同的

特点？文章深入实际，展开实证研究，了解幼儿教师

职业高原的具体情况与影响因素，可为教师个人突

破职业高原提供帮助，为幼儿园实施教师职业生涯

管理提供依据，有助于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提高幼教

师资的整体水平。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福建省龙岩、厦门、泉州地区

九所幼儿园教师，发放问卷２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６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８６％。统计问卷时发现，

接受本次调查的教师皆为女性，其中公立园教师

１３４人，民办园教师１２６人；２５岁以下教师４３人，２５

－３０岁８１人，３０－３５岁６７人，３５岁以上６９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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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龄以下教师１０３人，５－１５年教龄教师１０６人，

１５年教龄以上５１人；中专及以下学历教师１００人，

大学专科学历教师８５人，大学本科学历教师７５人；

未婚教师８２人，已婚教师１７８人。

（二）研究工具

（１）教师职业生涯高原量表
［１］。该量表包含层

级高原、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职级高原四个维度，

共２２个项目。采用李克特５点计分，要求被试从“１

完全不符合”、“２比较不符合”、“３不好确定”、“４比

较符合”、“５完全符合”中选一做答，其中选“１”得１

分，选“５”得５分，部分项目为反向计分。量表得分

越高，高原程度越高。本次调查全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α系数为０．７３０。

（２）幼儿教师职业生涯高原成因问卷。以善惠

康编制的《教师职业生涯高原现象形成原因量表》［３］

为蓝本，对之进行修订以符合幼儿教师实际情况。

该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共１７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５点计分。其中职业情感分量表七个项目，α系数为

０．８５，社会压力分量表五个项目，α系数为０．８６、背

景支持分量表五个项目，α系数为０．８９。

（三）数据处理

对幼儿园教师以各自园为单位集体施测，统一

指导语。采用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９．０对所获得的

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现状

为考察幼儿教师职业生涯高原的基本状况，我

们对教师职业生涯高原及其各因素上的平均数和标

准差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为５分，最低为１分，

中等临界值为３分。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教师职业高原及各因子的平均数和标准差（ｎ＝２６０）

教师职业

高原量表

层级

高原

中心化

高原

内容

高原

职级

高原

Ｍ ３．０１ ２．９９ ２．９５ ３．０９ ２．９８

ＳＤ ０．３２ ０．６０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４８

　　从表１可以看出，幼儿教师职业高原总均分略

高于临界值３，说明总体上看，幼儿教师的职业高原

程度中等。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总平均分大

于３的教师有１２６人，占总人数４８．５％，说明这部

分教师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中有一定程度的停滞感。

职业高原各因子中，内容高原得分最高，高于临界

值，其他因子得分均略低于临界值，说明幼儿教师在

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知觉到的停滞感最明显。

（二）幼儿教师职业高原影响因素

参考已有的教师职业高原研究结果，并考虑女

性占幼儿教师绝大多数这一事实，本调查主要考察

教龄、学历、婚姻状况、学校类型、职业情感、社会压

力、背景支持这些因素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影响，

具体数据见表２，表３。

１．教龄的影响

将被试分为５年教龄以下新教师组、５－１５年

教龄中年教师组与１５年教龄以上老教师组，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高原及各因子平

均分基本上随着教龄的增加而上升，除层级高原因

子外，三组教师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事后多重比

较发现，新教师与中年教师、新教师与老教师相互之

间的差异极其显著，但中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这说明工作５年后幼儿教师进入职业高

原期，并且随着教龄的增长，职业高原缓慢持续

上升。

２．学历的影响

将被试按学历分为本科、大专、中专及以下三

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除中心化高原外，不

同学历幼儿教师在职业高原及其他因子上得分有显

著差异，除内容高原略高于中专及以下学历教师外，

本科学历幼儿教师在职业高原及各因子上得分均低

于其他学历教师。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大专学历幼

儿教师的内容高原得分与其他学历教师之间差异极

其显著，中专及以下学历幼儿教师的层级高原、职级

高原得分与其他学历教师之间差异极其显著。这说

明学历不同的幼儿教师在受到组织接纳与参与组织

决策方面并没有差别，但在专业发展、职称、职位发

展方面有很大差异。具体来说，本科学历教师在职

业生涯发展中知觉到的停滞感最弱，大专学历教师

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停滞感较强，中专学历教师

在职位、职称晋升方面的停滞感最强。

３．婚姻状况的影响

ｔ检验结果表明，除层级高原因子外，已婚幼儿

教师职业高原及其他因子平均分高于未婚教师，且

两组差异极其显著，这说明除了职位晋升方面以外，

已婚的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及其各方面知觉到

的停滞感都显著强于未婚教师。

４．学校类型的影响

ｔ检验结果表明，公立园教师的内容高原得分

极其显著高于民办园教师，但在职业高原及其他因

子上，两组教师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公办园教师

在专业发展方面的停滞感强于民办园教师，但在其

他方面，两者差别不大。

５．职业情感的影响

将被试在职业情感变量上的得分按照高、低

２７％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考察职业情感高分、低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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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在教师职业生涯高原及各因子上的差异，结果

表明：不同职业情感组别教师在职业高原各因子上

差别显著，但在职业高原总均分上差别不显著。高

分组教师在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因子上得分显著

高于低分组教师，低分组教师在层级高原、职级高原

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高分组教师。这说明职业情感

投入多的教师知觉到中心化高原和内容高原高于投

入少的教师，职业情感投入少的教师知觉到层级高

原和职级高原高于投入多的教师。

６．社会压力的影响

将被试在社会压力变量上的得分按照高、低

２７％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考察职业情感高分、低

分组在教师职业生涯高原及各因子上的差异，结果

可知，不同社会压力组别教师在职业高原及各因子

上差别显著，社会压力大的教师在职业高原及各因

子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社会压力小的教师，这说明社

会压力大的教师职业高原程度高。

７．背景支持的影响

将被试在背景支持变量上的得分按照高、低

２７％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考察背景支持高分、低

分组在教师职业生涯高原及各因子上的差异，结果

可知除内容高原外，不同背景支持组别教师在职业

高原及各因子上差别显著，背景支持多的教师职业

高原及各因子得分比背景支持少的教师低。说明背

景支持多的教师职业高原程度较低。

表２　教师职业高原各影响因素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组别　　　　

中心化高原 内容高原 层级高原 职级高原 总体高原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教龄 ５年以下（ｎ＝１０３） ２．８２ ０．４６ ２．９２ ０．４９ ２．８９ ０．５７ ２．８４ ０．４７ ２．８６ ０．３４

５－１５年（ｎ＝１０３） ２．９８ ０．３６ ３．１８ ０．５３ ３．０６ ０．５６ ３．０８ ０．４８ ３．０８ ０．２７

１５年以上（ｎ＝５１） ３．１３ ０．３１ ３．２６ ０．４１ ３．０７ ０．７２ ３．０６ ０．４４ ３．１４ ０．３８

学历 本科（ｎ＝７５） ２．９０ ０．４０ ３．０４ ０．５１ ２．８３ ０．５９ ２．８６ ０．４９ ２．９２ ０．３４

专科（ｎ＝８５） ２．９９ ０．４３ ３．２８ ０．４９ ２．９０ ０．６０ ２．９０ ０．５２ ３．０６ ０．３３

中专及以下（ｎ＝１００） ２．９５ ０．３９ ２．９７ ０．４８ ３．２０ ０．５６ ３．０４ ０．４０ ３．０４ ０．２９

婚姻 已婚（ｎ＝１７８） ３．０３ ０．３８ ３．２０ ０．５０ ３．０４ ０．６０ ３．０５ ０．４７ ３．０９ ０．３１

未婚（ｎ＝８２） ２．７７ ０．４２ ２．８５ ０．４５ ２．９０ ０．６０ ２．８３ ０．４８ ２．８３ ０．２８

学校类型 公立园（ｎ＝１３４） ２．９８ ０．４０ ３．２０ ０．５１ ２．９３ ０．６０ ２．９５ ０．５０ ３．０３ ０．３４

民办园（ｎ＝１２６） ２．９１ ０．４１ ２．９７ ０．４９ ３．０６ ０．５９ ３．０２ ０．４６ ２．９８ ０．３０

职业情感 高分组（ｎ＝６８） ３．０３ ０．４０ ３．２３ ０．４２ ２．８５ ０．５７ ２．８３ ０．４９ ３．０２ ０．３０

低分组（ｎ＝６１） ２．８４ ０．３８ ２．９９ ０．３９ ３．２２ ０．６４ ３．０９ ０．４９ ３．０１ ０．３１

社会压力 高分组（ｎ＝５１） ３．０１ ０．３１ ３．１８ ０．４５ ３．２０ ０．８１ ３．１１ ０．６１ ３．１２ ０．２９

低分组（ｎ＝８０） ２．８６ ０．４５ ２．９８ ０．６０ ２．８３ ０．５１ ２．８６ ０．４２ ２．９０ ０．３６

背景支持 高分组（ｎ＝４３） ２．８０ ０．４９ ２．９７ ０．５９ ２．８７ ０．５１ ２．８８ ０．４６ ２．８９ ０．３７

低分组（ｎ＝５６） ３．０８ ０．３４ ３．０５ ０．４１ ３．３０ ０．７２ ３．２０ ０．５７ ３．１３ ０．３２

表３　教师职业高原各影响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中心化高原 内容高原 层级高原 职级高原 总体高原

ｔ／Ｆ ｐ ｔ／Ｆ ｐ ｔ／Ｆ ｐ ｔ／Ｆ ｐ ｔ／Ｆ ｐ

教龄 １１．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６２ ０．０７５ ７．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３７ ０．０００

学历 ０．８６ ０．４２７ ９．５０ ０．０００ ９．９０ ０．０００ ９．０６ ０．０００ ３．６１ ０．０２８

婚姻 ４．９ ０．０００ 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９６ ３．５ ０．０００ ６．４ ０．０００

学校类型 １．３１ ０．１９１ ３．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４ ０．０８２ －１．２４ ０．２１６ １．３０４ ０．１９３

职业情感 ２．６７ ０．００９ ３．３３ ０．００１ －３．４０ ０．００１ －３．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２７ ０．８９５

社会压力 ２．１４ ０．０３３ ２．１１ ０．０３７ ３．２１ ０．００２ ２．７８ ０．００６ ３．２５ ０．０００

背景支持 －３．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８４ ０．４０３ －３．２９ ０．００１ －３．００ ０．００３ －３．５３ ０．００１

（三）各变量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综合影响

为研究各变量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综合影

响，在诸多变量中找出更具有预测力的自变量，将教

龄、学历、婚姻状况、学校类型变量处理成虚拟变量

后，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教龄、学历、婚

姻状况、学校类型、职业情感、社会压力、背景支持等

变量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及其各维度的回归效应，

结果见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中心化高原为因变量时，

已婚＆未婚、背景支持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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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量，其中已婚＆未婚对中心化高原形成影响最

大，可解释８．５％变异量；以内容高原为因变量时，

已婚＆未婚、本科＆中专、公立＆民办、１５年以上

＆５年以下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２１％自变量，其中

已婚 ＆ 未婚对内容高原形成影响最大，可解释

１０％的变异量；以层级高原为因变量时，职业情感、

社会压力、大专 ＆ 中专、本科 ＆ 中专进入回归方

程，共解释１８％变异量，其中职业情感对层级高原

形成影响最大，可解释６％的变异量；职级高原为因

变量时，１５年以上 ＆５年以下、职业情感、社会压

力、背景支持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１５％变异量，１５

年以上＆５年以下对职级高原形成影响最大，可解

释６％变异量；总体高原为自变量时，已婚＆未婚、社

会压力１５年以上＆５年以下背景支持本科 ＆中专

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２２％自变量，其中已婚＆未婚

对职业高原形成影响最大，可解释１４％的变异量。

表４　教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七因素对职业

　高原及其各维度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 β ｔ

中心化高原 已婚＆未婚 ０．２５ ０．２８ ４．７４

背景支持 －０．０３－０．１２－２．０６

调整Ｒ２ ０．０９

Ｆ １４．３０

内容高原 已婚＆未婚 ０．２１ ０．１９ ２．６８

本科＆中专 ０．２８ ０．２６ ４．５５

公立＆民办 ０．１７ ０．１６ ２．８０

１５年以上＆５年以下 ０．１９ ０．１８ ２．５３

调整Ｒ２ ０．２０

Ｆ １７．２２

层级高原 职业情感 ０．１２ ０．２８ ４．８９

社会压力 ０．１１ ０．２３ ３．８６

大专＆中专 －０．３３－０．２５－３．８３

本科＆中专 －０．２１－０．１６－２．４５

调整Ｒ２ ０．１７

Ｆ １３．９６

职级高原 １５年以上＆５年以下 ０．２１ ０．２１ ３．３９

职业情感 ０．０９ ０．２４ ４．１１

社会压力 ０．０５ ０．１４ ２．２５

背景支持 －０．０３－０．１３－２．２１

调整Ｒ２ ０．１４

Ｆ １１．４３

总体高原 已婚＆未婚 ０．１４ ０．２１ ２．８５

社会压力 ０．０３ ０．１３ ２．１１

１５年以上＆５年以下 ０．１３ ０．１９ ２．６３

背景支持 －０．０３－０．１４－２．４９

本科＆中专 ０．０９ ０．１３ ２．３８

调整Ｒ２ ０．２０

Ｆ １４．０９

四、小结与讨论

（一）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现状

本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幼儿教师职业高原

程度中等，有４８．５％的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高

原，教师在内容高原得分最高，在中心化高原得分最

低，这与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高原研究结果并不完

全一致。有关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高原

中各因子中得分最高的是层级高原，最低的是内容

高原［４］。这说明：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涯发展上遇到

的主要阻碍与中小学教师不同，不是来自组织管理，

而是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

（二）幼儿教师职业高原影响因素

本调查发现，前人研究发现的学历、职业情感、

社会压力、背景支持等影响中小学教师职业高原的

因素同样也是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影响因素，但具

体影响效果却不同。例如，前人研究发现小学教师

学历越高，职业高原程度越低［５］，但幼儿教师群体中

虽然本科学历教师职业高原程度相对较轻，但大专

学历教师的内容高原突出，中专学历教师的层级、职

级高原突出。高学历教师自身素质和专业素质比较

高，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设置的目标恰当，容易体验到

职业上的成就感，更容易受到领导的重视和重用，在

职称评定上也有优势。因此，本科学历教师职业高

原程度最轻，中专学历幼儿教师层级、职业高原突出

的现象很好理解。而大专学历幼儿教师内容高原突

出，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了。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大专

院校，大多是由办学经验较为丰富的中专学校转型

升级而成，课程设置是在保留原来技能训练的基础

上增加了一些理论知识课程，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与本科生相比，有技能特别是艺术技能上的优势，与

中专生相比，又掌握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因此，能较

快适应幼儿园教学。然而，大专学历幼儿教师内容

高原体验强烈，这说明“专科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

养如果仅仅定位于适应和上手现实的幼教实践，是

有局限的”［６］。大专学历教师能较快熟练组织开展

教学活动，却不一定会将零散经验转化为实践知识，

上升为个人的教育理论，缺乏专业自主发展能力，导

致了大专学历教师内容高原突出。

调查结果显示：除层级高原因子外，已婚幼儿教

师职业高原及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未婚教师，且两

组差异极其显著。幼儿教师队伍中，女性占绝大多

数，她们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还受生育期影响，同

时，传统社会观念与心理预期等也会制约她们的职

业生涯发展。有研究者调查过幼儿教师的择业原

因，发现“职业稳定、受人尊重、准入门槛不高、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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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幼儿教师选择从事幼儿教育职业的主要原

因，还有的女教师选择从事幼儿教育职业是因为

“９０％成功男士的妻子是小学或幼儿园教师”，希望

将来的家庭生活能从职业中受益。［７］从择业原因可

以看出，幼儿教师普遍对职业的心理预期不高，比较

受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公立园教师的内容高原得分显著高于民办园教

师，但在职业高原及其他因子上，公立园教师得分虽

然略低于民办园教师，但是两者差异并不显著。许

多公立园教师是通过招考录用的，素质好，起点高，

而且与民办园相比，公立园工作稳定，待遇好，业务

指导支持多，公立园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理应优于

民办园。但是调查结果却并非这样，这可能是因为

在幼儿园管理上，公立园与民办园的组织结构、管理

制度、组织文化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公立园教师对

自身专业成长期望较高，对专业发展的停滞知觉更

敏感造成的。

职业情感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影响是复杂

的。职业情感积极的教师，注重组织中人与人的情

感关系及在工作中的自我成长，对组织的接纳认可、

对个人的专业发展比较敏感，更容易知觉到中心化

高原和内容高原；而职业情感淡薄的教师，其工作的

动机主要来自外部，对于工作带来的名利比较看重，

则更容易知觉到层级高原和职级高原。

社会压力大的教师职业高原程度高。这说明外

部压力过大，会削弱教师成长的动力，使教师发展陷

入停滞不前。本调查结果还显示背景支持多的教师

在内容高原无显著差异，但在职业高原及其他因子

上有显著差异。由于本研究考察的背景支持指来自

教师家庭及个人的支持力，故我们推测家庭及个人

的支持力能有效缓解教师在组织中的发展困境，但

对于专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够的，教师专业发展恐怕

更需要组织及专业群体的支持。

（三）各变量对幼儿教师职业高原的综合影响

本研究从人口统计学和组织管理方面，综合考

察幼儿教师职业高原及各维度的形成因素，从回归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中心化高原方面，进入回归方

程的因素是已婚 ＆未婚、背景支持，这反映出对于

幼儿教师，家庭的支持与否直接影响其对组织工作

的投入程度，而教师在组织中的发言权、决策参与权

取决于其对组织工作的投入程度；在内容高原方面，

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都是外在客观因素，这说明幼

儿教师拥有的可支撑其专业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

是导致其内容高原的重要因素；在层级高原方面，职

业情感、社会压力、大专 ＆中专、本科 ＆中专进入

回归方程，这表明幼儿教师对工作的情感投入、抗压

能力以及学历高低是影响其在组织中获得晋升的重

要因素；职称是教师专业技术水平的外在标准，职级

高原方面，１５年以上老教师比５年以下教师更显著

知觉到职称上的停滞状态，且这一变量成为形成职

级高原的首要因素，这反映当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下

１５年教龄以上幼儿教师职称晋升空间狭小。

职业高原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困境表现，是诸多

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当前幼

儿教师专业发展停滞不前的情况突出，支持其发展

的外在资源有限是形成职业高原的重要因素。

（四）对策建议

根据本调查结果，建议教师个人在入职初期就

应增强职业生涯规划的主体意识，把握职业生涯发

展的阶段特点，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和操作步

骤，科学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若遭遇职业高原时应

正确认知自己面临的职业高原类型，分析其影响因

素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教

师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都应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形

成专业发展生态网络，提高反思与批判能力，相信自

己，相信实践，在工作中寻找快乐，在小事中体验

成就。

对幼儿园管理者而言，应为教师创设一个民主

和谐的组织环境，建立以“改善”为目的的教师评价

体系，将压力环境转化为支持环境；在教研科研活动

中重视教师的实践知识，培养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意

识与能力，并设立多种类型的专业成长项目，通过群

体成长带动幼儿教师专业自主成长；为有特殊需要

的教师制定工作———家庭平衡计划，提供职业咨询

服务，有针对性地帮助教师消除职业发展阻碍，让教

师在平凡的工作中也能体验到幸福感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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