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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学前教育管理

河南省幼儿园园长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孟亭含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幼儿教育系(河南开封
!

A%@"""

%

摘
!

要!为了解幼儿园园长的心理健康状况(对
##$

名来自河南省
#T

个地市的幼儿园园长进行了主观幸福感的问卷调查(结

果表明)幼儿园园长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中等偏上!年龄,婚姻状况,收入,任职年限,任教园所性质,级别,规模,地理位置主效

应显著*

关键词!幼儿园园长!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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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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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

估&

#

'

(它由三个维度构成)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和

负向情感&

!X&

'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

的认知评价!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是指个体生活中

的情感体验及平衡*作为幼儿园的最高决策者,管

理者,经营者(幼儿园园长的心理健康状态会直接影

响幼儿园的运行(更关系到教师和幼儿的心理状态*

对于幼儿园园长的已有研究多见于对其能力,素养

的探讨(鲜见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本研究从

三个维度来考查幼儿园园长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探

讨其发展特点(以期拓宽园长心理健康研究的思路

和视角(更为如何提高园长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

依据*

一%研究方法和工具

'一(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河南省
#T

个地市及下辖县区(

主要以河南省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班
!"#@

年

第二期的学员为主*性别结构)男性
#!

人(女性

#"A

人!年龄结构)

!"

!

!@

岁者
#$

人(

!$

!

&"

岁者
T

人(

&#

!

&@

岁者
A"

人(

&$

!

A"

岁者
AA

人(

A"

!

A@

岁者
T

人!婚姻状况结构)已婚者
#"A

人(未婚者
#!

人!学历结构)最高学历为本科者
@!

人(专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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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

人(中专或高中者
T

人!任职年限结构)

#

!

@

年者
F!

人(

@

!

#"

年者
!A

人!月薪结构)

#""#

!

#@""

元者

#!

人(

#@"#

!

!"""

元者
!T

人(

!""#

!

!@""

元者
&!

人(

!@"#

!

&"""

元者
!A

人(

&""#

!

&@""

元者
T

人(

&@"#

!

A"""

元者
A

人(

A"""

元以上者
T

人!园所性

质结构)来自示范园者
A"

人(一级园者
&!

人(二级

园者
T

人(其他级别者
&$

人!园所性质结构)来自公

办园者
$"

人(民办园者
@$

人!园所规模结构)园所

规模
&

个班以下者
A

人!

A

!

$

个班者
#$

人(

%

!

#!

个班者
@!

人(

#&

!

#$

个班者
!"

人(

#$

个班以上者

!A

人!园所地理位置结构)来自农村园所者
A"

人(

城市
%$

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用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

统计学资料的收集!第二部分是主观幸福感量表$包

括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三个维度的考

查%*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最高学历,任职年限,经济收入(以及所在园所

的级别,性质,规模,地理位置等*生活满意度

$

/̀ V/

%的调查采用由
H24+4*

,

R77(+:

和
V,*:4+

等人于
#FT@

年编制的量表&

!

'

(共包含
@

项题目(采

用
%

点评定法(从"强烈反对#到"非常赞成#分别评

定为
#

!

%

分(分值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正

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状况的调查由
_,77,++

和

I-4;;

于
#FT&

年编制的情感量表
!

&

A

'中
!"

个项目组

成(采用
@

点评定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

评定为
#

!

@

分*

'三(数据收集及统计方法

集体施测(指导被试一次性填答并当场收回(有

效问卷
##$

份(数据录入
/G//#%="

进行处理和

分析*

二%结果

'一(幼儿园园长主观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遵循许多学者的观点&

!

'

(本研究采用三个维度

得分之和来表示总体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其中负向

情感得分以负分录入*描述统计分析表明)$

#

%生活

满意度均值$

^fA=!TF

%略高于理论中值$

A

%!$

!

%正

向情感均值$

^f&=$%@

%略高于理论中值$

&

%!$

&

%负

向情感均值$

^f ?!=A#"

%略高于理论中值$

?&

%!

$

A

%总体主观幸福感均值$

^f@=@&!

%高于理论中值

$

A

%*由此可见(河南省幼儿园园长幸福满意度中等

偏上*

'二(幼儿园园长特征变量在幸福感上的差异

统计

#=

性别

以婚姻状况为自变量(分别以总体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负向情感为因变量(进行独

立样本
O

检验(结果表明)$

#

%正向情感得分在
"="@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Of!=&!"

&

%(且男性$

^f

A="&&

%略高于女性$

^f&=$A@

%!$

!

%生活满意度,负

向情感和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均值均为男性高于女性*

表
#

!

不同性别园长主观幸福感水平差异比较

性别
6

均值 标准差
O

显著性

$双侧%

生活

满意度

男
#! A=@&& #=@!T

女
#"A A=!$# #=!@&

"=$F@ "=ATT

正向

情感

男
#! A="&& "=@T"

女
#"A &=$&A "=&TT

!=&!"

&

"="&T

负向

情感

男
#! ?!=&&& "=!#A

女
#"A ?!=A#F "=@%@

#="!@ "=&#&

总体主观

幸福感

男
#! $=!&" !=##%

女
#"A @=A@" #=%"@

#=A$@ "=#A$

!!

注)

&J#

"="@

!

&&J#

"="#

!

&&&J#

"=""#

(以下同*

!=

年龄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因素在生活

满意度,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和总体主观幸福感主效应

均显著$

I

生活满意度
f##=#!#

&&&

(

I

正向情感
fA=TT&

&&

(

I

负向情感
fT=$%&

&&&

(

I

总体主观幸福感
f#!="!&

&&&

%!遂采

用均值多重比较$

V/Ĥ WH

%考查不同年龄段之间

的差异$见表
#

%(结果显示)$

#

%生活满意度最低为

!"

!

!@

岁组$

^f!=T@

%(且与
!$

!

&"

岁组,

&#

!

&@

岁组,

&$

!

A"

岁组差异显著(最高为
!@

!

&"

岁组

$

^fA=T""

%!$

!

%正向情感最低为
!@

!

&"

岁组$

^

f&=#@"

%(且与
&#

!

&@

岁组,

&$

!

A"

岁组差异显

著(最高为
&@

!

A"

岁组$

^f&=T""

%!$

&

%负向情感

最低为
A"

!

A@

岁组$

^f ?&=!""

%(且与
!"

!

!@

岁组,

!$

!

&"

岁组差异显著(最高为
&@

!

A"

岁组

$

^f?!=!!%

%!$

A

%总体主观幸福感最低为
A"

!

A@

岁组$

^f!=T@"

%(且与
&"

!

&@

岁组,

&$

!

A"

岁组

差异显著(最高为
&@

!

A"

岁组$

^f$=!#"

%!统计均

值结合曲线图显示$见图
#

%(幸福感随年龄增长大

致呈倒
8

型*

&=

婚姻状况

独立样本
O

检验结果显示)$

#

%在婚否因素影

响下(生活满意度$

Of@=#!A

&&&

%(负向情感$

'

O

'

f

!=&AA

&

%和总体主观幸福感$

Of$=!A!

&&&

%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均值均为已婚高于未婚!$

!

%正向情感

不存在显著差异$

Of="%F

(

J

f=F&T

$

"="@

%(均值

大致相同$

^

已婚
f&=$%%

(

^

未婚
f&=$$%

%

=

A=

最高学历

本研究将园长最高学历划分为本科,专科,中专

或高中三组*经
W+4X̀ ,

<

E6W>E

检验分析(结

$!#



!

总
&!

卷 孟亭含)河南省幼儿园园长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果显示)$

#

%正向情感主效应显著(

If#"=%%A

&&&

(

其他均不显著!$

!

%经均值比较(生活满意度得分为

中专或高中
$

本科
$

专科!正向情感得分为专科
$

中专或高中
$

本科
$

!负向情感得分为专科
$

中专

或高中
$

本科
$

!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中专或高中

$

专科
$

本科(从均值来看心理状态最为消极的为

本科园长*

表
!

!

不同年龄园长情感承诺%

规范承诺及总承诺的均值多重比较

$

a

%

年龄段

$

'

%

年龄段

$

a?'

%

均值差
显著性

生活

满意度

# ! ?#=F@"

&

"=A%$

&

?#=%@"

&

"=&!@

A ?#=%T$

&

"=&!#

正向

情感

! &

?"=@@"

&

"=#@@

A ?"=$@"

&

"=#@A

负向

情感

@ &

"=TF"

&

"=#TF

A "=F%&

&

"=#TT

总体主观

幸福感

@ &

?!=&%@

&

"=@%F

A ?!=$@F

&

"=@%A

!!

注)

#

,

!

,

&

,

A

,

@

分别代表年龄为
!"

!

!@

岁,

!$

!

&"

岁,

&#

!

&@

岁,

&$

!

A"

岁和
A"

!

A@

岁(下同*

图
#

!

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维度的年龄曲线图

@=

任职年限

以幼儿园园长任职年限$

#

!

@

年和
@

!

#"

年%

为重要因素进行独立样本
O

检验(发现生活满意度

$

If!=$$%

&

%,正向情感$

If&=!@@

&&

%,负向情感

$

If&=A$#

&&

%和总体主观幸福感$

IfA=$@$

&&&

%均

在
"="@

,

"="#

,

"=""#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得分

均随任职年限的增长而下降*

$=

园所级别

依照样本统计将园所级别分为示范园,一级园,

二级园(其他园四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

%园所级别在生活满意度$

If@=@!!

&&

%,负向

情感$

If#"=@FT

&&&

%和总体主观幸福感$

If

T=F&%

&&&

%均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正向情感不存在

在显著性差异!$

!

%依照描述统计的得分均值(生活

满意度,正向情感,负向情感,总体主观幸福感由高

到低的均为其他园,示范园,二级园和一级园!$

&

%总

体主观幸福感随园所级别的下降呈两头高中间低的

趋势(示范园组和其他园组园长持有较高的幸福感*

%=

园所性质

本研究将园所性质分为公办和民办(进行园长

幸福感在园所性质上的独立样本
O

检验(结果表

明)$

#

%生活满意度$

Of!="%#

&

%,正向情感$

Of

&=F&!A

&&&

%,总体主观幸福感$

Of!=@A@

&

%得分在

园所性质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均值均为公办园

高于民办园!$

!

%负向情感不存在显著性相关(但均

值显示公办园园长心理状态更为积极*

T=

园所规模

本研究将园所规模划分为
&

个班以下,

A

!

$

个

班,

%

!

#!

个班,

#&

!

#$

个班和
#$

个班以上四组(单

因素方差分析和描述统计结果显示)$

#

%园所规模在

生活满意度 $

IfA=#""

&&

%,正向情感 $

If

A=&"#

&&

%,负向情感$

IfA=!"$

&&

%和总体主观幸福

感$

IfA=@!$

&&

%得分上主效应显著!$

!

%总体主观

幸福感均值为
#$

个班组
$

%

!

#!

个班组
$

A

!

$

个

班组
$

#&

!

#$

个班组
$

&

个班以下组*

F=

园所地点

本研究将园所地点分为农村和城市(独立方差

O

检验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

'

O

'

f&=&%%

&&

%,负

向情感$

'

O

'

fA=$!#

&&&

%,总体主观幸福感$

'

O

'

f

A=FTF

&&&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均值显示城市园长

幸福感高于农村园长*

#"=

经济收入

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描述统计$见图
!

%(结

果显示)$

#

%月收入在生活满意度$

If#!=$$T

&&&

%,

负向情感$

If!=!F$

&

%和总体主观幸福感$

If

$=@#$

&&&

%主效应显著!$

!

%随月收入的提高幸福感

得分并非呈直线上升(其中月薪为
&""#

!

&@""

元的

幸福感最低(并于其他组差异显著!

A"""

元以上幸

福感最高(但与其他组差异不显著*

图
!

!

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维度上的月薪曲线图

注)

#

,

!

,

&

,

A

,

@

,

$

,

%

分别代表月薪为
#""#

!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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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

A"""

元和
A"""

以上*

三%分析与讨论

'一(主观幸福感的一般状况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幼儿园园长主观幸

福感属中等偏上水平(心理健康状况较为积极*这

与陈姝娟等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

'

*

'二(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从园长年龄和任职年限来考查其主观幸

福感的发展特点*

从园长的年龄阶段来看(幸福感从
!"

!

!@

岁段

开始逐渐上升(直到
&@

!

A"

岁段达到顶峰(随即下

降(直至
A"?A@

岁段降至最低点*这不难理解)$

#

%

本研究中
!"

!

!@

岁的园长多来自民办新园(且有相

当一部分是投资者!作为刚入行的从业者(决策的关

键,运营的困难,关系的维护等等(甚或对学前教育

专业的不熟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举办幼儿园当

做盈利的手段(而忘记了幼儿园教育的普惠性和公

益性%(包括其自身也许尚未成家立业(家庭结构不

够稳定等都成为其情感体验指数较低的原因!而随

着年岁的增大(心理状态的调整(幸福指数也在不断

攀升(直至步入中年
&"

!

A"

岁段(生理,心理状态都

较为稳定(工作精力旺盛,工作态度积极(家庭,孩子

学业压力都较小(所以这个阶段园长的情绪状态最

佳!到了
A"

!

A@

岁段(工作基本定型,挑战性减小,

健康状况也似乎不如从前(经济负担较重(并且上有

老下有小(所以这年龄段的园长会体验到更多的负

向情绪*$

!

%因为样本量有限(本研究只是对
!"

!

A@

岁的园长幸福感水平进行考查(但是年龄在
A@

!

@"

岁(或
@"

岁以上的园长(他们的幸福感会呈现什

么样的水平4

A@

岁之后(人们生活态度务实(人生

经验较为丰富(对己对人的要求和期望实际兼具理

性(那么园长的幸福感水平会否再次上扬呢4

从园长的任职年限来看(幸福感水平则随任职

年限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这与某些研究者的研究结

果相同*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或许如下)$

#

%积极情

感与目标的出现和维持相关(也与靠近目标及实现

目标有关!而任职年限越长(园长对其工作职责,业

务越熟悉(由此导致自身专业化发展,管理能力的提

升而缺乏目标感!缺少目标和与目标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指向目标的活动便会产生负性情感*$

!

%囿于

样本量(本研究在任职年限因素上只分了任职年限

小于
@

年和任职年限在
$

到
#"

年两个水平(或许这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计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提高园长的积极情绪体验(

助其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其业务能力的提升和

专业知识的更新是必要途径*但是园长业务水平的

提升不只通过寥寥数次专家讲座就能解决的(像"影

子园长#,体验式培训等方法更能帮助园长获得更为

真切,直观的经验(而国家教育部,财政部联合推行

的"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对于园长教育理念的

更新(专业化发展(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园所保教质

量的提升(绝对是利好消息*而事实证明(在"国培

计划#的影响下(经由教育资源的共享(还有助于幼

儿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主观幸福感在个体因素的差异统计

园长的学历层次在主观幸福感水平上主效应不

显著(但从均值来看(幸福感水平得分从高到低为)

中专或高中
$

专科
$

本科*这个结果并不意指选择

园长时应多关注中专或高中毕业的园长(而是提示

我们如何提高园长的学历层次(并且如何关注高学

历园长的成长与发展*换言之(一方面(目前任职年

限较长的园长的第一学历大多为中专(他们专业技

能较为扎实,实践能力强(但是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欠缺(反思性不足!另一方面(因我国教师教

育自
!"

世纪
F"

年代起由"三级#向"二级#过渡(加

之高校本科,硕博扩招(更多高学历的"学院派#人士

进入幼儿园从事管理工作(他们专业理论知识较为

广博,思路开阔,思辨性强,乐于并易于接受先进学

前教育理念(但是专业技能较为欠缺*这些园长幸

福感不高的原因一是在自身(二是在社会*学历高

的园长或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傲(不屑悬置理论上

的先见与一般教师沟通(探讨适合本地区幼儿园发

展的途径和方法(很多教师反映高学历园长想法怪

诞,不接地气!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对园长有着误

解(认为园长就是幼儿教师的教师(她应该弹,跳,

唱,画,讲(样样出彩(但是园长之于教师应该有似于

"导演#之于"演员#("导演#不必有精湛的"演技#(但

他应是灵魂人物(决策着办园的价值取向,"演员#的

分配,组织内部的各方融合以及园所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这都需要"导演#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基础*

日常经验认为(经济收入应与幸福感水平呈正

相关*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水平在月薪

较低的范围内(随经济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是(月

薪
A"""

元以上的园长(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负向情

感则呈下降趋势*这印证了
]

3

U

3林德葛兰和
G

3布里奇曼提出的金钱心理学中的观点(收入仅在

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

满足后(经济因素的影响就降低了*物质基础达到

了一定水平时(精神层面的诉求便会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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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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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侯洁琼(但
!

菲(索长清)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相关问题述评

种渠道开展学前教育(规范教育体制(为学前教育义

务化打好基础!三是幼儿园应严格遵守教育法律(优

化管理和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笔者认为(如果

目前条件还不能顺利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

系(大力发展价格低廉但有质量保证的普惠性幼儿

园和开展免费一年学前教育试点工作应该是推动学

前教育义务化历史进程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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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水平在园所级别,性质,地理位置等

因素的影响下都呈显著性差异(幸福感得分依照园

所级别的升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公办园园

长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民办园园长(城市园长幸福

感水平也高于农村园长*原因在于)$

#

%示范园社会

关注度高(政府及社会支持较多(因而示范园园长不

必过多担心招生,师资,运营等问题!同时(新办园处

于初创阶段(园长工作热情高涨(常会以苦为乐*

$

!

%公办园园长和城市园长能获得相对多的社会支

持(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能享受到相对优秀的教育

资源(自身提升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较多!公办园园长

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享有正常的职称评定,评

优评先!城市园长工作环境相对好(社会生活较丰富

多彩(依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他们在生理上,安

全上,爱和归属感等低级需要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满足(这样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

现%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换言之(目标的存在即

为幸福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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