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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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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对教师工作态度,工作投入,工作绩效(以及幼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从工作特征来看(过高

的工作要求降低了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充足的工作资源会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并且在高工作要求和职业幸福感

之间起调节作用*从个体特征来看(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性别,职称差异!人格特质,依恋类型,职业认同以及应付方式

等心理特征可以显著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减轻工作压力(丰富工作资源(塑造积极人格(增强职业认同(加强团队合

作可以有效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关键词!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提升策略

中图分类号!

D$#@

!!!!!!!!

文献标识码!

E

!!!!!

文章编号!

!"F@?%%"3

$

!"#$

%

"%?""F$?"@

GHI

获取!

0;;

J

)++

:11

5

:.1

<

=2

K

()*+,-=L+

+

L0

+

2+M41=,:

J

1

!!

!"#

)

#"=##FF@

+

K

=2::+=!"F@?%%"3=!"#$="%="!A

0(/65%(*#,6B,:*"+.,(!9+"1"*#"()*+,*%

-

#%.*"

9+%.:3""6A%,:3%+.

0

@":,*#"(,6K,

22

#(%..

/)7'$&'

$

O*'57:

>

&:67'1

3

J*

0

&'/)*

<

1%#'*97:;*6

<

(

J*

0

&'%#""$@

(

!)*'&

%

<=.*+,:*

)

G*4:L0((-;4,L04*:

0

9(L,;2(+,-0,

JJ

2+4::414*;:

S

*4,;2+.-)4+L4(+;042*,;;2;)M4

(

M49(;2(+,+M

J

4*.(*7,+L42+N(*[=

2̀;0*4

S

,*M(.;04L0,*,L;4*2:;2L:(.;04

J

*(.4::2(+

(

2+;4+:294M47,+M2:+4

S

,;294-

<

L(**4-,;4M;(;4,L04*:

0

9(L,;2(+,-0,

JJ

2+4::

(

N04*4,:,P)+M,+;*4:()*L4

(

N02L004-

J

:P,-,+L4;042+;4+:294M47,+M,+M9(L,;2(+,-0,

JJ

2+4::

(

2:

J

(:2;294-

<

L(++4L;4MN2;0

;4,L04*:

0

9(L,;2(+,-0,

JJ

2+4::=E:.,*,:2+M292M),-2:L(+L4*+4M

(

(+4

0

:9(L,;2(+,-0,

JJ

2+4::L,+P4

J

*4M2L;4MN2;0;04

L(+:2M4*,;2(+(.(+4

0

:

S

4+M4*

(

:4+2(*2;

<

(

,+M

J

:

<

L0(-(

S

2L,-;,2+;:2+L-)M2+

SJ

4*:(+,-2;

<

(

,;;,L074+;

(

L,*44*2M4+;2;

<

,+ML(

J

2+

S

:;*,;4

S

24:=G*4:L0((-;4,L04*:

0

:4+:4(.9(L,;2(+,-0,

JJ

2+4::N2--P427

J

*(94MP

<

:(74:;*,;4

S

24:

(

.(*41,7

J

-4

(

*4-4,:2+

S

;042*

N(*[2+

S

:;*4::

(

4+*2L02+

S

N(*[2+

S

*4:()*L4:

(

04-

J

2+

S

;(:0,

J

4

J

(:2;294,;;2;)M4,+M2+L*4,:2+

S

;042*L,*44*2M4+;2;

<

=

>%

7

'"+!.

)

G*4:L0((-;4,L04*

!

2+.-)4+;2,-.,L;(*:(.9(L,;2(+,-0,

JJ

2+4::

!

:;*,;4

S

24:

!!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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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幼儿教师在其幼教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职业理

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的体味(它指向对现实

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是衡量教师工作生活质量

的重要心理指标&

#

'

*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状态不

仅直接关系到幼儿教师工作态度,工作投入和工作

质量与绩效(也对幼儿成长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

影响&

!?&

'

*探索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

应对策略对于维护幼儿教师身心健康(激励幼儿教

师自主发展(构建积极健康的幼儿教师队伍(推动我

国学前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已从工作

特征,工作压力以及幼儿教师的自我调适等诸多角

度进行剖析&

A?@

'

(由于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因

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现有研究较为孤立不够全面

系统(因此也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本研

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人与环境互动论的

观点(从工作特征与个体特征等方面进行回顾与进

一步探究(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认识(促进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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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职业幸福感的提升*

一%工作特征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工作特征$

N(*[L0,*,L;4*

%是指与工作相关的

因素或属性(可从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两个方面进

行全面的评价与测量&

$

'

*其中(工作要求主要指工

作中物质,心理,社会或组织方面的要求(例如(工作

性质要求,技能要求,工作负荷,情感要求,体能要

求,工作自主性,工作挑战性等!工作资源则主要指

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物质,心理,社会或组织方面的资

源*例如(工作所得工资福利(工作中学习与发展的

机会(以及工作所获得的内部报酬$如满足,成就,荣

誉,自我实现%等*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在幼儿教

师的职业幸福感中发挥着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和

作用*

'一(高工作要求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不仅来自于幼儿教育工作及组织领导的相关要

求(也来自于幼儿教师自身对职业角色的期望或冲

突*工作要求的强制性会造成幼儿教师生理与心理

上的不同程度的紧张(个体只有遵照组织的工作要

求(付出努力(才能缓解紧张&

%

'

*因而(适当的工作

要求可以产生"有益的压力#(增强幼儿教师的工作

动力和活力(提高幼儿教师的工作卷入度(使幼儿教

师体验较高职业成就感和职业幸福感*但是(过多

的工作量,角色负荷,角色冲突和时间压力等工作要

求会形成较大的工作压力(损耗个体心理资源(引起

职业倦怠(降低职业幸福感&

T

'

*在现实工作中(幼儿

教师普遍有着较强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压力感*首

先(幼儿不同于中小学生(其自主生活能力尚没有得

到完全发展(从吃喝到睡觉(无一不需要幼儿教师的

关注和用心*同时(目前独生子女仍是接受幼儿教

育的主体(这些在家里备受宠爱的儿童在幼儿园稍

有不顺就很有可能引起家长的各种误会*幼儿教师

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孩子们在幼儿园

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必然造成幼儿教师长期承受

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繁琐的教育工作(间接地增加

了幼儿教师的工作量*此外(部分家长对幼儿园教

师这一职业的认识不足(有保姆带孩子职能的一种

替代或延伸的错误认识(对幼儿老师要求较多(长期

以往形成的压力冲突会使幼儿教师产生职业厌恶

感(这些因素增强了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使其职业

幸福感有所损减*

'二(工作资源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工作资源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正向增益和调节两个方面&

F

'

*首先(充足的工

作资源能够帮助幼儿教师顺利达成工作目标(激励

幼儿教师学习和成长(提升其专业化发展发展水平(

为幼儿教师带来积极的职业幸福感体验*工作资源

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积极增益效应主要源于两

个主要渠道*第一(工作资源作为一种外部动机$如

薪资报酬(奖赏荣誉等%会激励幼儿教师在实际工作

中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增加其工作投入行为(

促进幼儿教师有效完成工作任务并体验到工作的成

就感!第二(工作资源中的良好的工作氛围,合理的

工作报酬,公正感,安全感以及领导,同事与组织支

持感(能够直接地满足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胜

任需要,关系需要%(增强个体自主工作动机(引发积

极的工作结果(获得较高的职业价值感与幸福感*

其次(工作资源能够缓解或减轻较高工作要求对幼

儿教师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幼儿教师拥有较为充

足的工作资源时(高工作要求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负向冲击并不显著(而在幼儿教师工作资源较

为匮乏时(高工作要求显著的影响其工作倦怠和职

业幸福感(即工作资源在工作要求与幼儿教师职业

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着较为明显的调节作用(充

足的工作资源能够有效缓解工作要求对职业幸福感

的影响&

#"

'

*

二%个体特征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幼儿教师性别,职称等人口学特征以及人格特

质,依恋类型,职业认同以及应付方式等心理特征也

是影响其职业幸福感的重要个体因素*

'一(人口学特征与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性别,职称等社会人口学因素是影响幼儿教师

职业幸福感重要的潜在变量(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目前(多数研究发现女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显著地高

于男教师(男幼儿教师职业幸福缺失较为严重*这

一方面或许是由于我国幼儿教师性别比例失衡(女

性幼儿教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幼儿园以及教育管

理者对男性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怀较少!另一

方面或许来自男幼儿教师自身在职业发展所面临的

职业认同感低,社会支持缺失以及社会压力过大等

诸多因素的限制&

##

'

*在幼儿教师的职称结构与职

业幸福感的关系方面(一般来说职称即是对教师工

作能力,道德品质及各方面能力的肯定(高职称教师

已成为幼儿教育领域的佼佼者(知识经验和工作技

能娴熟且经验丰富(能有效应对各项工作挑战(并能

得到更多来自同事间的尊重以及幼儿家长的认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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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地位相对更高(因此也能比低职称教师体验

到更多的幸福感(初级和中级职称的幼儿教师相对

于高级职称教师职业幸福感较低*

'二(个体心理特征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

人格特质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人格特质作为最典型,最稳定的个体差异因素

一直被研究者视为预测个体职业幸福感的重要预测

变量*围绕人格特质类型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预测

的有效性(研究者依据不同的人格理论进行了大量

的探索*其中(大五人格理论是目前多数研究所采

用的主要理论范式*研究较为一致的发现(神经质

和外倾性与职业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

#!

'

*高外倾

性的个体其职业幸福感的体验水平显著高于一般个

体(而高神经质的个体则往往体验到较低的职业幸

福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格特质对职业幸福感

的影响已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人格特质

如何影响个体职业幸福感这一问题上(研究者提出

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格特质可以直接

影响职业幸福感(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格特质

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职业幸福感产生作用*

在人格特质对职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研究方

面(气质理论提出幸福感源自于先天性的生物学因

素(即人们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潜质(这种基因

潜质使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具有较高的积极或消极

情感&

#&

'

*例如(

U(:;,

和
L̂U*,4

发现外倾者可能

天生就比内倾者更加快乐(而神经质者天生就比情

绪稳定者更易于体验到消极情感&

#A

'

*在人格特质

对职业幸福感的间接效应研究方面(多数研究者认

为职业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客观因素主要是

通过主观加工而起作用的*例如(李中权等人提出

神经质和外倾性主要是通过对重新评价的情绪调节

策略的不同作用影响到其正负性情绪(并进一步间

接影响其职业幸福感*具体来说(神经质对重新评

价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有显著负性影响(增强了个

体负性情绪的体验和消极的职业幸福感(而外倾性

则对重新评价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有显著的正性影

响(增强了个体正性情绪的体验和积极的职业幸

福感&

#@

'

*

!=

依恋类型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依恋是指在个体在婴儿时期与其照料者交互作

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他人和自我的一种心理表

征*一般来说(个体生来就具有一种在向最初的照

顾者寻求和保持亲近的心理倾向(即使在成人阶段(

这个依恋仍然在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

'

*根据依恋理论(在高应激情的工作情

境中(幼儿和教师的依恋系统将是影响其工作情感

和行为反映的重要变量*其中(安全型依恋有助于

幼儿教师获得积极的社会支持(有效缓解工作压力

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体验较高的职业幸福感!而非安

全型依恋$矛盾型,轻视型,害怕型%依恋反映出幼儿

教师在工作中表现出不能很好地与他人合作沟通(

不善于处理应激事件(常会因为幼儿的一些琐事或

工作中的不顺心而感到困惑(在工作中常常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生怕幼儿会出现一点问题(不能很好地

调节自己(所以经常不能感受到幸福*

&=

职业认同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是幼儿教师社会生活中对其

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可和内在接纳&

#$

'

(是影响幼儿教

师职业幸福的重要源泉&

#%

'

*职业认同较高的幼儿

教师更容易促发教师产生内在的强大发展动力(助

推幼儿教师将其个人的全方面的资源都调动到幼儿

教育教学工作中来(感受工作中所带来的成就感,满

意感以及职业幸福感*反之(职业认同较低的幼儿

教师则往往在工作中产生各种不良情感体验和心理

社会问题(甚至产生行为偏差*调查发现(目前幼儿

教师工作责任大,时间长,强度高,要求多(但收入少

和地位低(造成社会对幼儿教师的期望角色与幼儿

教师的现实角色之间不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

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产生职业认同危

机和职业身份认同的困惑(显著影响其幸福感*

A=

应对方式与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应对方式是个体对付内外环境的要求而采用的

方法,手段或策略*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职业幸福感

呈正相关关系(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有

负相关&

#T

'

*在工作中采用"解决问题#,"求助#应对

方式的幼儿教师总体幸福感得分较高(而采用"自

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应对方式的幼儿教

师总体幸福感得分较低*成熟型应对方式有助于职

业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而不成熟型应对

方式有碍于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

发展*

三%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一(严控)师幼比例*&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幼儿

教师职业幸福感

高工作要求是弱化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减轻工作压力是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

必然举措*当前幼儿教师工作压力较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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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很大程度上在于"师幼比例#不合理(幼儿教师数量

严重偏少(多数幼儿教师承担了多重工作角色*因

此(严控"师幼比例#是减轻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提高

其职业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严格控制"师

幼比例#(既可以使幼儿教师真正有可能成为幼儿的

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也能够使幼儿教师有充沛

时间和精力(照顾到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降低幼儿安

全隐患(增强家长满意度(进而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幸

福感*

'二(改善工作条件&丰富工作资源&提高幼儿教

师职业幸福感

工作资源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有着正向增益

和间接缓冲的效应*因此(改善工作条件(丰富工作

资源是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措施*教育

行政部门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改善工作条

件(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

益(健全社会支持系统(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怀(使

幼儿教师能真正解除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

工作(获得积极的工作情感体验和职业幸福感*

'三(塑造积极人格&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幼儿教师在提升其职业幸福感中扮演着核心角

色(是提升职业幸福感的本体骨干力量主力军*幼

儿教师需要在有意识地在教育教学工作繁重的工作

中(积极主动地塑造和磨砺自身的人格品质(增强工

作的主动性以及对自身心理行为的调控能力(以有

效适应工作的需要*幼儿教师只有把自己的人格特

质的修炼与工作生活融为一体(才能发掘自己的工

作潜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到教书育人的乐趣(提

升职业幸福感*

'四(增强职业认同&积极应对&提高幼儿教师职

业幸福感

幼儿教师对其职业的认同程度是直接影响其职

业幸福感的因素*增强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以

积极的方法应对工作(也是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重要策略*幼儿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其工作的社

会使命和重大社会意义(幼儿园管理者也要积极引

导教师将个人的职业价值取向与幼儿园的发展目标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幼儿教师感到自己在幼儿园有

希望(有前途(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职业认同感(

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及内在动力增强(提高幼儿教

师职业幸福感*

'五(加强团队合作&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

幼儿教育工作特征的现实状态需要多人的紧密

配合(紧靠一个之力无法完成(加强团队合作(增进

团队沟通(既是有效应对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方式*幼儿教师需要自

觉融入团队工作之中(积极承担团队所分配的工作

任务(共同构筑温馨和谐的园所氛围!幼儿园管理者

要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讲求

实效(使其配合默契,心情愉悦(体验较高的职业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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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陈利平)重读教育经典)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是适应期(熟悉各种新的环境,新的工作程序!第二

个阶段(被各种负面的情绪和想法困惑(产生很多疑

问(甚至会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开始产生怀疑!"我适

不适合做幼师4#"我要不要坚持下来4#"我喜不喜欢

这个职业4#"这个职业是我的人生选择吗4#"幼儿教

师的工作原来是这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6#"究竟怎

么才能成为一名好的幼儿教师4#等*在个阶段(尤

其适合去开展读经典的活动(带着疑问去读书(是最

好的读书方式*

'二(各级各类幼教培训内容应该增加分享教育

经典的部分

经典是经得起几百年千锤百炼的,能使我们少

走很多弯路但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的间接经验*

当前(幼儿园老师的培训各种各样)-幼儿园指南.,

蒙氏,奥尔夫,

]2

S

0:L(

J

4

55其实(解读教育经典(

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个版块*

'三(加大农村幼儿教师阅读教育经典力度

中国的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很突出的问题(

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

对于仍然很薄弱的农村幼儿教育(基于资金缺乏,师

资薄弱,经济落后,人口不集中等现状(通过购买昂

贵的大型幼儿园设施,聘请优秀的幼师,参加各种培

训以及扩大园舍规模等途径提高幼师专业水平(都

是不太现实的做法*加大教育经典阅读力度不失为

一种促进教师发展的良好途径*

'四(发挥各种幼教思想的传播载体+++幼教期

刊作用

幼教期刊应与当前重视阅读的社会大背景相呼

应(大力倡导读教育经典(开辟教育经典研究专栏(

使经典作品不致于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被冷落(而能

真正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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