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３２卷　第４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四川省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０６２４）

作者简介：李伟，男，四川宜宾人，宜宾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教师教育研究；王芳，女，四川宜宾

人，宜宾市翠屏区凉姜乡中心幼儿园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幼儿教育。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西部农村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现状、根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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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川省民办幼儿教师为调查样本，从学历与专业结构、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及专业培训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主要

分析了影响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政府、幼儿园和幼儿教师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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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教育部２０１４年教育统计数据及其国家统

计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实施情况统计报告数据交叉校验表明：我国幼

儿园总数一共为２０．９９万所。民办幼儿园总数为

１３．９３万所，占幼儿园总数的６６．３６％。其中农村民

办幼儿园８．７１万所，占民办幼儿园总数的６２．５３％。

幼儿园专任教师人数为２０８．０３万人，其中民办幼儿

园专任教师人数为１３０．６人，占专任教师总人数的

６２．７８％
［１］。按照心理学的划分，幼儿教育主要指的

是对３～６岁年龄阶段的幼儿所实施的教育，这个阶

段是学前教育或说早期教育的后半阶段，先与０～３

岁的婴儿教育衔接，后与小学教育衔接，是一个人教

育与发展的重要而特殊的阶段。［２］学前教育阶段是

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奠基时期。正如陈鹤琴先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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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幼稚期（自生至７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

期，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

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

的人格就不容易建造了。”［３］学前教育阶段是儿童身

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期，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将导致不

可逆的发展。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的主要基础就是

在五岁前奠定的。教育者对五岁前儿童所做的一

切，占整个教育过程的百分之九十。而以后就是继

续教育人、造就人的过程。［４］同时，现代教育学、心理

学研究证明：学前教育阶段，是一个人智力发育最快

的时期，如果１８岁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正常智力为

１００％的话，则６岁之前的幼儿智力已经达到７０％。

而仅仅只有３０％是进入小学之后才达到的。当代

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幼儿是大脑生理发展的最快时

期，一个成年人脑重约为１４００克，在７岁之前则达

到了１２８０克，占所有成年人脑重量的近９２％。而

大脑的发育是人的思维、智力发育的基础和关键。［５］

大脑在早期受到的刺激越多、越丰富，则发育就越

早、越快、越有效果。在这一时期，幼儿的个性品质

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这时孩子的可塑性强，自我

评价尚在萌芽中，他们对自己的评价绝大多数时候

来自于外界的老师、家长的评价。家长、老师说什么

他们就认为是什么。所以，这个时期对孩子施以正

确的教育影响，善加引导，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对

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相反若在这个时期形成不好

的个性品质或行为习惯，以后就很难纠正。［６］正因为

如此，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将直接影响着下一代

的教育基础是否夯实，也将决定着我国学前教育的

整体质量能否有效提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教

师教育改革的一种强劲的思想浪潮，并极大地推动

了许多国家教师教育新概念和新制度的建立。现在

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和提高教师

社会地位的成功策略。［７］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的颁布和实施，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要求也愈

发严格，同时从规范管理以及为幼儿提供更好的成

长学习条件看，幼儿教师专业化已刻不容缓。本研

究以关注民办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切入点，抽取

四川省民办幼儿园的部分教师作为调查对象，探索

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寻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丰富民办幼儿

教师研究的相关理论。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宜宾市

民办幼儿园中抽取了１００名幼儿教师作为调查对

象。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

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师专业素养、专业培训与需求三

个部分。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后，作为分析量化的补

充。通过当面发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问卷１００

份，收回９２份，其中有效问卷为８７份，有效率

为８７％。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１．学历与专业结构。从第一学历来看，依次为

高中（５２．１２％）、幼师（４１．３５％）、专科（６．４５％）、本

科（０．０８％）。从所学专业来看，非幼儿教育专业者

占６３．８０％，而学前教育专业者占３６．２０％。从职称

情况来看，民办幼儿园中仅有１３．１５％的教师有职

称。从教师资格证来看，６８．５５％的幼儿教师没有教

师资格证书。在现有教师资格证书中，仅有１６．

５０％是幼儿教师资格证。可见，从接受调查的民办

幼儿教师群体来看，其专业结构情况很不乐观。

２．专业态度。专业态度是教师专业活动和行为

的动力系统，涉及教师的职业理想，对教师专业的热

爱程度，工作的积极性和专业动机能否继续等问

题。［８］从选择从事幼教工作的原因来看，认为收入稳

定占２９．４０％，认为受人尊敬仅占４．７０％，把幼教作

为暂时工作有２１．２０％，认为幼儿教师并不是自己

的理想工作的人占５５．３０％。在职业满意度方面，

觉得“满意”的有４３．５０％，持“一般”和“不满意”的

占５６．４０％，这说明民办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普遍

偏低。从对幼儿教师职业感到不满的原因来看，工

资低（５３．１０％）、工作强度大（３２．７０％）、社会地位偏

低（１４．２０％），其中工资低、工作强度大是主要原因，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

３．专业知识。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有明确规

定：“幼儿教师必须接受大学专科以上的教育，必须

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学前教育的特点是保教结

合，因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幼儿教师必须具有最基

本的幼儿教育学、幼儿教育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了解

并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寻求适合她们的教

育教学方法等。从调查的情况来看，４４．１０％的教师

基本上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与幼儿进行较好的交

流，５５．３０％的教师认为能够及时处理幼儿突发状

况，６３．５０％的教师认为自己所学专业技能还需不断

补充和完善，２．４０％的教师觉得所学的幼儿知识在

执教过程中根本用不上。另外，从课堂教学情况来

看，主要的教学内容有教授识字和数字、唱歌跳舞、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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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活动、看电视和参考园内资料书教学等，按比例

从高到低依次为，游戏活动（３６．８０％）、教授识字和

数字（２４．５０％）、唱歌跳舞（２３．１０％），而在民办幼儿

园中，在体现幼儿教师核心素养的幼儿舞蹈、幼儿琴

法、曲乐弹唱等方面的技能，有６１．７８％的民办幼儿

园教师基本不会。由此可见，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知识无论是面还是点都非常薄弱，亟待强化和

提高。

４．专业培训。从近五年参加的培训和学习情况

来看，培训的主要方式是假期集中培训，比例为

８２．０５％。培训内容依次是幼教理论知识３９．４０％、

课程改革３１．３０％、科研培训２８．６０％、实践技能培

训２１．２％。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单项是，接受调

查的幼儿教师表示无人参加过国家、省、市、县各级

培训机构的脱产培训。从这一点分析，幼儿教师亟

待加强的技能培训严重滞后，民办幼儿园教师没有

享受到与公办幼儿园教师一样的培训待遇。

三、影响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

因素

（一）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国家财政的

投入。就世界范围来看，欧盟委员会保育协作组织

（ＥＣＮＣ）在１９９６年建议，欧洲各国应该至少把ＧＤＰ

的１％投入到早期教育和保育事业。数据显示，西

方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公共经费在教育经费中所占

的比例均超过６－８％，高者甚至达到１５％。与之相

比，我国的学前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所占比例

长期在１．２％－１．４％的超低水平徘徊。
［９］

如果说，与发达国家不能同日而语的话，那么将

我国与亚洲国家进行比较，再一次可以看出中国学

前教育事业投入的严重不足。根据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０６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学前教育占ＧＤＰ的比例分别

为：日本０．１％、韩国０．１６％、香港０．１２％、泰国０．

４５％。中国连续４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追加后，也仅仅

投入０．０５６％，占国家教育经费的１．２０％，不但低于

上述国家和地区，连老挝０．０８９％和马来西亚０．

０６％都不如。
［１０］早在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就要求，地方

各级政府应该多种渠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但

是直到２０１４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经费执行情况

公报中，仍然不见学前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

也没有生均公用经费的所有信息，这表明：我国各级

政府还没有把学期教育事业费纳入预算，没有建立

起该项经费的拨款制度。

（二）民办幼儿园自身办学理念偏差

民办幼儿园是社会力量办学机构，与公立幼儿

园比较，其规划与发展没有制度保障，往往由幼儿园

创办者或者管理者说了算，少约束而多随意。第一，

由于民办园得不到国家资金投入的支持，为保障生

存，有高达８８．９３％的民办园的办学理念有偏差，大

多把盈利作为首要目的，广招生源，恶性竞争；不顾

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盲目迎合一些家长的意愿。第

二，通过问卷和深度访谈整理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办

幼儿园有近８１．７６％园长对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存

在一个认识的误区，狭隘地认为只要可以带孩子就

能够担任幼儿教师的工作，片面地认为唱歌跳舞、弹

琴绘画就是专业化。两项数据基本一致，说明了在

生存高压力之下，除少数高端幼儿园外，多数民办幼

儿园尚且没有时间、精力思考办学理念的问题。

（三）教师专业培训与进修机会少

在这个信息化社会，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方法、

教育目的等不断在更新。要跟上时代的要求，在职

教师参加国家、省市的各级各类培训，就成为了提升

在职教师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法》明确规定：“接

受继续教育，是教师的权力同时也是教师的义务。”

作为民办教育机构来说，为了其自身利益和长远发

展，按理说应该设立专项经费以支持教师的专业培

训与进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民办幼儿教师群

体的流动性比较频繁，民办幼儿园创办者大多不愿

意为人做嫁衣。因此，民办幼儿教师极少有机会去

参加专业培训与进修。

（四）教师职业倦怠

教师是一种典型的助人职业，也是职业倦怠的

高发群体。教师的专业态度主要表现在事业心、责

任心和爱心上，这是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与

其他中小学教师比较而言，民办幼儿教师在专业态

度方面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据调查，大部分民办

园都没有达到“两教一保”的师资配备标准，普遍是

一个班只配备一名或两名教师，这无疑增加了教师

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民办幼儿教师的工作强度

大、经济待遇差、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导致一些民办

幼儿教师的职业满意度低，她们对工作缺乏热情和

内部动力，更加容易形成职业倦怠。［１１］

四、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

１．加强民办园立法监督

近年来，为了规范民办幼儿教育的办学机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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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民

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如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幼儿教育改革与

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０４］１４号）。这些

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上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对民

办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必将具有积极作用。但最根

本的是各级人大应该尽快启动对民办幼儿教育的专

项立法，从法律上明确和保障民办幼儿教育的法律

地位，明晰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明

确民办园的办园主体、幼儿园的审核和审批程序、办

园经费的投入、幼儿园管理体制，从而为依法治理、

为理顺民办园管理新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２．加大民办园财政投入

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国家财政的

投入。目前，我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非常有限，

截止２０１４年，占ＧＤＰ仅０．０５６％的学前教育经费

在国家教育经费总量中仅仅占到１．２０％，有限的经

费都用于公办园的投入。这种制度性的缺失，导致

绝大多数民办园为追求经济利益违规扩大办园规

模，增加幼儿园班级数量和招生人数，导致班级规模

过大，教师负担进一步加重。经费的投入已经成为

制约民办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１２］

３．依法落实待遇

教育主管部门应协调机构编制、发展改革、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依法落实民办幼

儿教师的待遇。首先，应对最低工资作出相关硬性

规定。因为工资待遇问题是长期制约和困扰民办幼

儿教师队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民办幼儿园教师

流动性太强是影响其专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次，

完善职称评定机制，让民办幼儿教师与公办幼儿教

师享有同等的评职机会和待遇。职称评审机制的建

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民办幼儿教师寻求专业

发展的动力。

４．实施教育培训%

制度

为有效提升民办幼儿教师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

性，就必须要改变以往那种“大水漫灌”式的各级各

类幼儿教师培训。参照国外的“教育
%

”做法，国家

层面应该实施“教育培训
%

”计划，将培训经费以培

训
%

的形式发给民办幼儿教师，自主选择何时、到何

地参加培训，增强培训的“精准性”，缺什么培训什

么，而不像以往那样被动的参与培训，效果甚微。

（二）幼儿园层面

１．健全管理体制

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民办幼儿园的管理体制。由于幼儿教育的特殊

性，“既缺乏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和政府责任属性，也

缺乏高中教育选拔功能带来的强烈的民众需求特

性”［１３］因此，要促进民办幼儿园良性循环，就必须健

全管理体制。对民办园的管理体制要照顾和体现民

办园与公办园不同的特殊性，保持民办园的积极性。

一是政府管理者的职能主要是在理顺公办与民办园

差异、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法规、审批、督导，保证公

民办园在教师职称评审、待遇、权利义务方面的公平

与对等；二是民办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把握办园的

方向、理念、管理、经营、教育、保育等职能；三是社会

履行保障和监督职能。三者既理顺关系、统筹分工、

齐抓共管，也要紧密配合，努力提升民办幼儿园园长

的管理水平，将民办园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提高民办园的教学

质量。［１４］

２．加强民主管理

幼儿园园长要努力实行民主参与式的管理风

格，给幼儿教师创设一种敢想、敢做、敢于创新的工

作氛围，帮助教师形成自信和开放的心态，与教师之

间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对

话。民主管理更容易加强幼儿教师对幼儿园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从而不断地促进其专业发展。和谐、愉

快的工作环境是每一位教师的心灵渴求，它对于置

身其中的幼儿教师具有净化灵魂，提升人格、纯洁思

想、健康情感的功能和作用。［１５］

（三）民办幼儿教师个人层面

１．树立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从调查情况来看，民办幼儿教师的专业认同度

普遍偏低。一方面，由于工资待遇和编制等问题，多

数民办幼儿教师并未对自己的工作持有充分的认

可。另一方面，社会大众认为幼儿教师只需陪孩子

玩耍，每天唱歌跳舞，看好孩子，并没有把幼儿教师

当成是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在

她们心中，幼儿教师只是一个“保姆”。而实践证明：

任何一个职业地位的提升，内在的素养提升与专业

化才是根本。一个理想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是内设

的，即应该来自于幼儿教师对自身职业的深刻认知、

认同基础上，自己用信念来激发自己内在动力，从而

在教育工作实践中主动关注自身发展，做自身专业

发展的主人。只有当幼儿教师有了自我专业发展意

识，才能明确自身需要及今后发展方向，进而有意识

地寻找学习机会并主动学习。在提高幼儿教师专业

发展自主意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幼儿教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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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意识和自我评价能力，引导幼儿教师在实践

中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１６］教育

教学过程的总结与自身努力程度的反思是提高民办

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总结每堂课

的优点与不足，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弱势，不断在实践

中总结思考，在反思中进步，从而最终走上专业自主

发展之路。

２．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幼儿教育的需求必

然要与时俱进，幼儿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终身学习

的重要性。可以说，终身学习是每一个人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新的教育精神是个人成为他自己文

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自学，尤其是在帮助下的

自学，在任何教育体系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

值。”［１７］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要想育人，自己必

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师专业化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职前教育始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能满足日益发展变化的现代教育，必须不断丰富

专业知识，更新教育理念，坚持与时俱进，民办幼儿

教师要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更加有效地发展

和完善自己。

３．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观念是任何革新的先导，幼儿教师只有从思想

上认识到专业发展的重要性，才会引发其积极的行

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自我价值观念，

明确自己的定位，增强教书育人的满足感和快乐感，

努力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要善于

自我调节，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维持足够的学习

动力。

总之，我国民办幼儿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精准分工与协作，

方能形成民办园发展的合力。基于此，启动民办幼

儿园教育立法、理顺与完善民办园的管理机制体制、

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落实对民办园的财政投入、

落实民办园教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才能促使民

办园的健康、有序、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使民办

园的教师在专业化道路上与公办园教师一道齐头并

进、比翼齐飞，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幼儿园的基本

需求而做出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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