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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男幼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教育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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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福建福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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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为了解福建省
!"#B

年首批免费男幼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男幼师的心理健康教育$采用
.S\TF"

症状自评量表'自编人口学资料和基本情况$调查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D"

名首批免费男幼师&结果显示%"

#

#心理健康

状况总体良好!"

!

#在敌对因子上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普通女幼师!"

%

#在焦虑因子上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其他专业男师范生!"

D

#

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喜欢程度高$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同度高!"

B

#在校自我感觉良好$选择就读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主要原因排

在前三位的是好就业'免学费和喜欢小孩$当前最大的困扰集中于技能课的学习$尤其是舞蹈'乐理和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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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

!"#%

年全国幼儿

园专任教师
#$$%DXC

人$其中男幼师
%%#FF

人$仅占

!a

&

*

#

+学前教育阶段男幼师的稀缺$早已成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政府'专家'家长关注的热点&

而相比之下$世界发达国家幼儿园教师男性一般占

$aT#"a

$如美国幼儿园男教师的比例占
#"a

$日

本占
Xa

$澳大利亚占
$a

&为解决幼儿园教师性别

比例失衡的现象$

!"#"

年江苏省在全国范围内招收

五年制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男生$开启免费男幼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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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养及教育探索之路$这在学前教育界开创了先河&

!"#%

年$广西也首次开展免费男幼师招收工作&

!"#B

年$福建省首次招收
#""

名免费男幼儿师范

生$开启了免费男幼师试点工作&到
!"#B

年底$关

于男幼师的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男幼

师-共检索到
DF

篇文章$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男幼师

的职业特点'培养模式'学习状况'存在问题'配备男

幼师重要性'男幼师缺乏的原因等方面$而关于男幼

师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研究很少&为了解免费男

幼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也给后续招收免费男幼师提

供一定的参考$特开展此课题研究&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B

年首批免费

男幼师
D"

人&参与测查
D"

人$有效问卷
D"

份$有

效率
#""a

&

#二$研究方法

#?

量表

采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症状自评量表
.S\TF"

进行调查&该量表由
F"

个项目组成$分别评定总均

分和
#"

个因子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

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

他等
#"

个因子&统计分析时$通常分析前
F

个因

子&每个项目按五级评分"无
e#

$轻度
e!

$中度
e

%

$偏重
eD

$严重
eB

#$得分越高$表明该因子的症状

水平越高$即得分越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

自编问卷

自编
#%

个基本信息的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入学

成绩'父母的态度'家庭经济'对,免费-的感受'对

,弱势群体-的看法'职业规划'专业喜欢度'学生干

部等$由被试自评&

#三$施测程序

采用集体施测方式$由心理学专业教师以统一

指导语指导被试填答问卷$问卷当场回收&

#四$统计学处理

运用统计软件
.I..#%?"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描述性分析和
+

检验统计方法$计量资料采

用
9

U

V

1

表示$

0

$

"?"B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福建省首批免费男幼师的心理问题检出率

参照有关标准$

.S\TF"

各因子中只要有一个因

子的得分大于等于
%

分$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以上

的心理健康问题&福建省首批免费男幼师的检出的

结果为$有三个因子即敌对
C?Ba

'强迫症
Ba

'人际

关系敏感
!?Ba

检出有中度以上心理健康问题$其

余六个因子的检出率均为零&

#二$免费男幼师与普通女幼师心理健康状况的

比较分析

表
#

!

免费男幼师与普通女幼师在
.S\TF"

各因子

上的得分差异比较#

9

U

V

1

$

因子名称
免费男幼师

"

*eD"

#

普通女幼师

"

*eBB$

#

+

值
0

值

躯体化
#?D#g"?D" #?%Fg"?%X "?!C" "?B#B

强迫症状
#?FBg"?BD #?F!g"?DB "?!FD "?!C$

人际关系敏感
#?C!g"?DF #?CFg"?DF A"?XXC "?$%F

抑郁
#?$"g"?DC #?$%g"?DC A"?F#$ "?$D!

焦虑
#?BCg"?DX #?$Dg"?DC #?!XF "?%DF

敌对
#?$Bg"?B$ #?B%g"?D# A%?!#X "?"#D

恐怖
#?%%g"?D! #?BXg"?DC "?BB% "?CXF

偏执
#?$#g"?D$ #?BCg"?DD "?%#% "?B"D

精神病性
#?B"g"?D" #?DXg"?%C A"?%$F "?!%X

!!

注%该校
!"#B

级普通女幼师在
.S\TF"

各因子上的得分来源于

该校
!"#B

级新生心理普查的结果&普通女幼师是指正常招生的女

幼儿师范生&

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比较免费男幼师与该校

!"#B

级普通女幼师在
.S\TF"

各因子上的得分$结

果见表
#

&显示只有在敌对因子上免费男幼师与普

通女幼师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

$

"?"B

#$结

果显示免费男幼师在敌对因子上的得分高于普通女

幼师$其余因子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

#

"?"B

#&

#三$免费男幼师与其他专业男师范生心理健康

状况的比较分析

表
!

!

免费男幼师与其他专业男师范生在
.S\TF"

各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比较#

9

U

V

1

$

因子名称
免费男幼师

"

*eD"

#

其他专业男师范生

"

*eDX

#

+

值
0

值

躯体化
#?D#g"?D" #?D%g"?%C A"?!D! "?BB#

强迫症状
#?FBg"?BD #?F$g"?D$ A"?#CB "?$#X

人际关系敏感
#?C!g"?DF #?CFg"?B! A"?$FB "?$C$

抑郁
#?$"g"?DC #?$"g"?DB A"?"$! "?C!!

焦虑
#?BCg"?DX #?BXg"?%X A"?"XX "?"%$

敌对
#?$Bg"?B$ #?C"g"?$% A"?D!F "?$$D

恐怖
#?%%g"?D! #?D%g"?DC A#?"#B "?F$B

偏执
#?$#g"?D$ #?CBg"?$# A#?#C! "?#F$

精神病性
#?B"g"?D" #?B%g"?D! A"?%X# "?C%D

!!

注%其他专业男师范生在
.S\TF"

各因子上的得分来源于该校

!"#B

级新生心理普查的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将免费男幼师与其他专

业男师范生在
.S\TF"

各因子上的得分进行比较$

"!#



!

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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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

&显示只有在焦虑因子上免费男幼师与

其他专业男师范生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

$

"?"B

#$结果显示免费男幼师在焦虑因子上的得分低

于其他专业男师范生$其余因子的得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0

#

"?"B

#&

#四$免费男幼师的职业认同感分析

对
D"

名免费男幼师开展了关于职业认同感的

调查$调查时由免费男幼师根据自己的实际感受进

行自评&共有客观题
D

题$第
#

题为,毕业后是否选

择从事幼儿教育这个职业-$结果为,比较不确定-的

占
!?Ba

$中等占
#Ba

$比较确定占
B"a

$非常确定

占
%!?Ba

$没有人选择非常不确定&第
!

题为,对

学前教育专业的喜欢程度-$结果为
!?Ba

比较不喜

欢$

D!?Ba

中等$

DC?Ba

比较喜欢$

C?Ba

非常喜欢$

没有人选择非常不喜欢&第
%

题为,如果给你一次

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你是否还会选择学前教育专

业-$结果为
#"a

可能不会$

%!?Ba

中等$

DC?Ba

可

能会$

#"a

一定会$没有人选择一定不会&第
D

题为

,父母对你将来从事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态度-$结

果
Ba

的父母反对$

%C?Ba

的中立$

BC?Ba

的支持&

另外$关于,选择就读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主要原因-

的调查$发现免费男幼师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主

要原因排在前两位的是好就业和免学费&从中可以

看出$

D"

名免费男幼师中
X!?Ba

以上的比较确定毕

业后从事幼儿教育这一职业!

FC?Ba

的表示中等程

度及其以上的喜欢学前教育专业!

F"a

以上的表示

中等程度及其以上的认同学前教育专业!而且其父

母
BC?Ba

的表示支持$只有
Ba

反对!除此之外免学

费这一政府的政策发挥很大的作用&可见$免费男

幼师的职业认同感很高$而且能得到父母很好的

支持&

#五$免费男幼师的在校情况分析

对
D"

名免费男幼师入学后三个月的情况做了

调查$共包括
B

个客观题和
#

个主观题&第
#

题为

对,入学成绩-的自评$结果为
#"a

自评为优良$

BBa

为中等$

%Ba

为差&第
!

题为对,家庭经济-的

自评$结果为
$Ba

自评中等$

%Ba

为贫穷$没有人自

评富裕&第
%

题关于,作为首批学前教育免费师范

男生$感受如何-$结果为
BBa

感觉一般$

D"a

比较

好$

Ba

非常好$没有人选择比较不好和非常不好&

第
D

题为,在学校$是否觉得自己是K弱势群体)-$结

果
DBa

从无$

%Ba

偶尔$

#C?Ba

中等$

!?Ba

偏重$没

有人选择严重&第
B

题为,是否有担任各级各类学

生干部-$结果为
$Ba

有担任学校各级各类学生干

部$

%Ba

没有担任&主观题,当前最大的困扰是什

么-$结果显示免费男幼师最突出的困扰集中于技能

课的学习$特别是舞蹈课'乐理课和钢琴课的学习$

除此之外还有英语课的学习$因此在入学后的第一

学期期末$男幼师最担心期末考试会挂科$长久的担

忧是不能考取教师资格证$从而影响就业&

三"讨论

#一$对免费男幼师的心理问题检出率的分析

本调查显示免费男幼师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平均

为
#?Ba

$极大程度的低于该校往年的心理健康问

题检出率&如该校
!"#D

级新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X?%a

&也极其显著的低于其他高校学生心理问题

的检出率$如集美大学
!"#"

级'

!"##

级'

!"#!

级本

科新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分别为
B?!a

'

$?Xa

'

B?

Ca

&

*

!

+说明首批免费男幼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这与笔者在对这批免费男幼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过程中感受到的现象一致&同时

在与这些男幼师的访谈中$也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

积极向上'主动乐观的良好精神风貌&

#二$对免费男幼师与普通女幼师心理健康状况

比较的分析

免费男幼师在敌对因子上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普

通女幼师$其他因子差异不显著&这与过去该校的

研究结果,男女生在所有因子上的心理健康水平差

异不显著-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该校以往在校

男生的比例少$通常为
Da

左右$而且这
Da

的男生

分布在不同班级$未形成一定的男生群体等有一定

关系$具体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另外$在笔者平日开

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男生相比于女生

有更强的攻击性$在处理平日的矛盾冲突时更倾向

于使用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该

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例如$国内

学者李亚红'蒋玉翠'丁吉红等人较早的研究都发现

男生敌对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学生*

%AB

+

&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男女生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上确实

表现出较大的性别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男

女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差异密切相关$男生在对人

对事方面通常较多表现出自信'强硬'易对抗'较有

攻击性'情绪较易暴躁等$所以在敌对方面通常男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女生&

#三$对免费男幼师与其他专业男师范生心理健

康状况比较的分析

免费男幼师在焦虑因子上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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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业男生$通过访谈了解到这批免费男幼师原

本入学成绩大部分中等以上$非常接纳,免学费-这

项政府资助的政策$不觉得在
FBa

都是女生的学校

是弱势群体$而且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主要原因

是将来好就业$这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免费男幼师对

将来就业的担忧&同时这批男幼师对职业的认同度

极高$对专业的喜欢度也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轻

了他们对学习'生活甚至就业的焦虑与担忧&

#四$对免费男幼师的职业认同感的分析

调查发现免费男幼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喜欢程

度高$对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度也高$还有很好

的父母的支持$同时发现免费男幼师在选择学前教

育专业之前已经对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教师这一职

业有一些了解$在得到父母的支持的基础上自己做

出选择的占
F"a

$

%%a

的男幼师还表示选择学前教

育专业的原因是喜欢孩子'喜欢当老师&总体上$他

们的职业定位很明确&

四"关于对男幼师进行教育教学与管理

的建议

#一$挖掘男幼师的优势*形成男女幼师的优势

互补

在幼儿教育上$男性具有的阳刚之气'勇敢果

断'积极向上等性别优势$男性擅长于运动$充满朝

气与活力$更加博学'善思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

人格的形成&

.+*M>3)

O

等在研究中发现$幼儿园中

的男教师和女教师在自发开展游戏活动方面存在着

不同&在组织幼儿游戏活动方面男教师相对于女教

师有更多的积极性&在游戏活动中男教师不像女教

师偏重于强调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他们把重点放在

幼儿的身体发展上&

*

$

+因此$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中$

要发挥男幼师爱好广泛$好奇心强$动手能力强等独

特优势$形成男女幼师的优势互补$减少,女性化-教

育环境对男幼师性别特质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针对本调查发现的男幼师相比女幼师在

敌对因子上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这一现象$对男幼

师的教育和管理要注意避免其产生敌对情绪$多加

强与男幼师的沟通交流$激发男幼师的积极性$让更

多的男幼师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中去&

#二$强化男幼师课程的挑战性*制定科学培养

方案

本调查显示男幼师最大的困扰是舞蹈'乐理和

钢琴这一现象$因此$幼师院校应提高认识$改革传

统的培养方式$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要考虑

男幼师的特点&在课程体系方面$适当增加实践教

学的比例$考虑到男生在音乐和舞蹈方面较为畏惧

的现象$可以给男幼师在音乐和舞蹈方面设置一个

底线$坚持,够用就好-的原则$而多设置倾向于实验

操作'运动'参与体验等方面的课程$突出男生的理

性思维'动手能力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大体育课程

的设置$比如引入军体拳'武术操等&除此之外$课

外活动中多加强实践学习$如开展社团巡演'男生专

场汇报'个人专场'篮球赛'足球赛等$激发男生的自

我效能感$使男生对专业发展产生乐观自信的效能

预期&课程组织形式上$尝试实行部分课程,分组教

学-或男生单独组班授课模式$对一些技能课$比如

舞蹈课$还可以考虑选聘专业男教师进行任教&在

课程安排上$发挥男生逻辑思维能力和运动能力较

强的优势$侧重男幼师在计算机'武术'幼儿体育教

学等课程上的教育$还可以增设跆拳道'棋类'轮滑'

游泳等特色课程$突出男幼师在幼儿课程教学上的

优势&

#三$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强化对幼儿教育的职

业认同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于
#FCC

年提出对自

我效能感的定义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

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自我效

能感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自我效能感强的学

生更倾向于选择适合自己能力水平又富有挑战性的

任务$会更有自信心&本调查显示这批男幼师总体

上职业目标明确$这一现象对于开展职业教育是非

常有利的&教师可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我评估$指

导他们设置出明确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引导学

生将选修课'技能课'考级考证等和自己的特长结合

起来$比如可以引导有钢琴特长的男幼师去参加钢

琴比赛和考级活动以及奥尔夫音乐考证等活动$而

对于不擅长舞蹈的男幼师则以,够用-为目标原则&

这样不仅能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也能感受到

过程的快乐&预期的结果实现会增强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从而促进学生迈向下一个目标$从而建立起长

效的激励机制&

还可以从内在动机和外部支持两个方面开展工

作$培养男幼师喜爱孩子的内在动机$树立牢固的专

业思想$让男幼师真正地喜欢上幼儿教育这个行业$

同时增强外部支持$如父母亲人'老师'同学朋友等

的支持$社会出台优惠政策给予扶持$学校可以建立

,男幼师联盟-$增进男幼师之间的感情交流$提高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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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程度&本调查显示男

幼师的职业认同感高$因此$需要侧重于对男幼师加

强在校的学业指导和规划$开展幼师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强化男幼师对幼儿教育职业的认同&

#四$做好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对男幼师的认

同度

调查中发现部分男幼师还是存在,怕被他人歧

视-的顾虑$要想改变这种思想氛围$正面的舆论宣

传很关键&可以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加强正

面宣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幼儿园男教师在幼儿教育

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改

变幼儿家长的育儿观念$提高社会各界对男幼师的

尊重'理解和支持程度$激发幼儿园男教师职业成就

感$建立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为男幼师营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从而提高幼师院校男生

报考率和幼儿园男教师的从业率$减少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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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碗筷就去玩别的游戏了&其实孩子很有创新玩法

的意识$且往碗底夹花生比往碗里夹花生更难'更有

挑战性$老师的制止遏制了孩子创新能力的发展&

小班的妮妮在画电话时$把电话边上画了很多的曲

线$使那个电话看起来不像电话$不知道像什么东

西&老师没有否定$问她时$她说%,我画的是电话响

了&-幸亏老师多问了一句$否则谁能想到孩子表现

的是什么0 如果老师直接评价的话$就扼杀了孩子

的想象力和创新表现的手法&

#七$在活动结束后看幼儿是否有物归原位的

意识

幼儿参与区域活动的过程从自主选择'拿取活

动材料到最后整理和将材料放归原位这是一个完整

的过程$要让幼儿形成良好的物归原位的意识&教

师要评价区域活动中孩子的活动状态和效果$就应

在整理和材料复位之后进行评价&

总之$在幼儿的区角活动中$孩子是活动的主

人$教师是观察者'思考者和支持者$教师在游戏活

动中要和幼儿互动$让孩子说出自己内心的体验'感

受和碰到的问题$要及时肯定和鼓励孩子思维'行为

的亮点$使孩子在自主活动中显现出来的优良的学

习品质受到保护和肯定$继续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

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帮助幼儿梳理生活经验$发

现孩子们对真实社会局部的'不全面的理解$适当地

给予引导$让幼儿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逐渐地适应社

会生活&当老师关注到以上问题时$说明老师已经

把活动的权利真正还给了孩子$注意到孩子学习品

质'良好的习惯的培养$让孩子尽快了解和适应社

会$为孩子的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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