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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与发展

国内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述评

梁进龙１，２，崔新玲２，孙钰华１

（１．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７；２．张家口学院，河北张家口　０７５０００）

摘　要：国内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现状、影响因素、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其它

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界定不同；样本单一、缺乏比较性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研

究缺乏系统性。未来研究需要探究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部机制；进一步扩大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对象；采用多种研究方

法相结合，使用高级的统计方法；拓展研究路径，从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与此同时，学前教育研究领域要重视幼儿教师

职业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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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教师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

其职业认同水平直接影响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只有幼儿教师建立了内在的职业认同，才会有

发自内心的精神满足，感受到职业带来的幸福与生

命价值，真正的实现其专业发展。近年来，我国学

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这一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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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

对国内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文献进行归类梳理，总结

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找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

未来研究的趋向，期待未来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

一、研究概况

（一）各年文献数量发表情况

本研究的资料样本来源于中国学术资源总库

（ＣＮＫＩ），以篇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幼儿教师

专业认同”的方式进行搜索 （搜索日期：２０１７／３／

１１），共检索到７７篇文章，对非学术性的文章进行剔

除，最后共整理出有效文献７０篇，本研究以这７０篇

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文章数量在各年份上分布的特

征来看，国内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起步于２００５

和２００６年 （每年发表文章各１篇），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

年为研究的高峰期（分别为１３篇和１４篇）。从整体

上来看，国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起步较晚，并

且每年发表文章数量较少，只有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

发表数量突破两位数。

图１　各年文献数量统计图

（二）文献资料的来源情况

表１　文献资料来源分类统计表

文献资料来源

（类型）
教育类 心理类

期刊

论文

学位

论文

数量 ６６ ４ ５４ １６

百分比 ９４．３ ３．７ ７７．１ ２２．９

从表１可知，关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文献资

料来源主要分布在教育学领域，占总文献资料的

９４．３％。期刊论文有５４篇，占总文献资料的

７７．１％，学位论文１６篇，其中只有一篇博士论文，其

余均为硕士学位论文，看来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期刊

论文形式来呈现。对期刊论文来源进一步分析，发

现核心期刊载文共１２篇（具体见表２），占期刊论文

的１７．１％，看来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质量有待进

一步提高。

表２　文献资料在核心期刊发表情况

期刊名称 数量

学前教育研究 ３

心理发展与教育 １

心理与行为研究 １

教育学术月刊 １

教育探索 ２

教育发展研究 １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１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

（三）有关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经典文献介绍

文章的“引用量”是评价文章写作水平和学术价

值的重要指标之一，“下载量”体现了学者对该研究

的关注程度，也会有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引用量的趋

势。因此，本研究列出该领域“引用量”和“下载量”

相对比较高的文章（“引用量”大于４０，共８篇；“下

载量”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０，共１１篇）具体见表３和

表４。

表３　引用量超过４０次的文献资料列表

论文题目 作者 转载量

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结构要素与关键主

题研究
秦奕 ８０

幼儿教师专业认同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

的个案研究
翟艳 ７０

兰州市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专业发展

研究
王静 ６０

从幼儿教师专业认同看影响教师专业发

展的因素
翟艳 ５６

当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存在的问题、原因

分析及其提高策略
谭日辉 ５５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及其相关研究 丁洁 ４９

男幼儿教师专业认同的个案叙事研究 史晓波 ４７

幼儿教师职业角色认同的研究 孙瑞权 ４１

（四）研究类型及研究方法分析

从表５－６可知，实证研究文献占总文献的７７．

１％，可见实证研究在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中占绝

对的优势。从运用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以问卷法

为主，其次运用文献法、问卷法与访谈想结合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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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表４　下载量超过２０００次的文献资料列表

论文题目 作者 转载量

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结构要素与关键主

题研究
秦奕 ４４２３

幼儿教师专业认同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

的个案研究
翟艳 ３８１３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及其相关研究 丁洁 ３６５３

兰州市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专业发展

研究
王静 ３０９２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心理资本和职业认同

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王钢，

张大均，

刘先强

２８７６

男幼儿教师专业认同的个案叙事研究 史晓波 ２６１５

幼儿教师职业角色认同的研究 孙瑞权 ２５６１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李佳丽 ２５２０

从幼儿教师专业认同看影响教师专业发

展的因素
翟艳 ２４１９

当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存在的问题、原因

分析及其提高策略
谭日辉 ２４１５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 李莉娜 ２０２０

表５　研究类型分布

研究类型 理论研究 实证研究

数量 １６ ５４

百分比 ２２．９ ７７．１

表６　研究方法分布情况

研究

方法

文献

分析
问卷法 访谈法

问卷法＋

访谈法

叙事

研究

数量 ２０ ３５ ２ ９ ４

百分比 ２８．６ ５０．０ ２．９ １２．９ ５．７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

国内学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涵和概念的探

讨，基本遵循一致的解释路径，即“认同”→“职业认

同”→“教师职业认同”→“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这

是从哲学到心理学的解释过程。哲学中最早探讨

“认同”的概念，根据词源学的资料，“认同”一词在历

史上的意义较完整地保留在其衍生的释义词组“ｔｈｅ

ｓａｍｅ”之中，它最初来自拉丁词ｉｄｅｍ。当它转变为

英语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时，常用来表示某些事物是相同的、

一致的，或者就是它本身。对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认

同”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二

人提出的，詹姆斯曾经用“性格”一词来表示认同。

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个体与另一个个体或团体在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人们把认同概念以欧洲学者和

北美学者加以区分，欧洲学者以米德和埃里克森为

代表，米勒认为认同的核心是自我的延伸，是将自我

视为群体的一个部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Ｅｒｉｋ

ｓｏｎ）指出，一个成熟的心理认同的渐进发展是以其

所属群体为条件的，群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体的成长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只要回答“我是谁”或 “我们

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区分出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两

个不同的水平。北美学者认为一般的认同方式是角

色认同，也就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结构中位置的

知觉意识。

目前，虽然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教

师职业认同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的研究，但教师职

业认同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共识的概念。

教师职业认同一方面被看做是个人的概念，教师如

何构建他们的自我形象并描述作为教师的能力；另

一方面它与职业角色或任务特征相关（Ｂｅｉｊａａｒｄ，

Ｍｅｉｊｅｒ，＆ Ｖｅｒｌｏｏｐ，２００４；Ｄａｙ，Ｋｉｎｇｔｏｎ，Ｓｔｏｂａｒｔ，

＆Ｓａｍｍｏｎｓ，２００６）
［１－２］。教师职业认同认为是社

会的、社会心理的以及个人的建构，包括认识和情感

的维度（ＡｒｊａＶｉｒｔａ，２０１５）
［３］。幼儿教师职业认同

概念的界定基本遵循了教师职业认同概念界定的方

式，大多只是把研究对象限定为幼儿教师，例如秦奕

认为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是指，教师基于自身经验

对其自身专业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加以自主性的理解与解决，从而形成有目的的、主动

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接纳的生活态度的过程［４］；谭日

辉认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指其主观上接纳认同自己

的幼儿教师职业，进而主动投身于所热爱的幼儿教

育事业的一种精神状态［５］。

（二）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

由于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概念的不同界定，在

研究中对其结构存在不同的观点。纵观国内学者对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的研究，研究者对职业认同

的结构维度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三维度、四维度、

六维度和七维度，具体内容见表７。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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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结构维度研究列表

维度数 代表学者 维度分类

三个

维度

孙瑞权（２００７） 角色认知、角色情感、角色行为

丁洁（２００９）
职业自知性、职业动力性、职业获

益性

四个

维度
王彩凤（２００９）

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业情感和

职业意志

六个

维度

秦奕（２００８）
目标确信、情感归属、投入意愿、胜

任效能、持续承诺和人际支持

梁玉华，

苏静（２０１１）

教师职业价值观、职业情感、职业

主动性、职业效能感、职业承诺、职

业期望

高晓敏（２０１１）
职业认识、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

业价值、职业期望、职业技能

七个

维度
王静（２００７）

职业认识、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

业技能、职业期望、职业意义、工作

动机

（三）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现状

１．总体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孙瑞权对内蒙古部分地区任教的１５１名幼儿园

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角色认同处于中

等偏上的认同水平［６］。王静选取兰州市１７３名幼儿

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兰州市幼儿教师职

业认同水平较高［１１］。丁洁选取连云港市区各种性

质的幼儿园的２７０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结

果显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整体水平较高［７］。梁玉

华、苏静从河北省某县４所不同层次幼儿园中选取

幼儿教师７３名为调查对象，测查结果显示，幼儿教

师对本职业的认同水平较高，同时幼儿教师在职业

认同各维度上的水平存在细微差异［９］。高晓敏、刘

岗对山西运城地区２８２名幼儿教师调查，结果发现

运城地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总体较高［１２］。胡

芳芳、桑青松选取芜湖、苏州部分幼儿园的在职幼儿

教师１９２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

的职业认同得分处于中等水平［１３］。侯春娜、刘志

军、张绍波选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和齐齐哈

尔市所幼儿园的２３７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调查

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幼儿教师的总体职业认同呈现

出了较高的水平［１４］。翟艳选取天津市内六区１７０

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幼儿教

师的专业认同水平总体上较高［１５］。董凌云对青岛

市１８８名幼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青岛市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较高［１６］。但有学者研究得出

与此不同的结果，谭日辉的研究中指出，幼儿教师，

特别是年轻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比较低，对自身扮演

的角色不满意［５］。李莉娜选取广州市１６０名幼儿教

师进行调查显示，当前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总体水

平不高［１７］。

２．男性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陈霖对男幼儿教师在困境中的专业身份认同的

研究中显示，男幼儿教师专业身份边缘化；男幼儿教

师专业化程度低；男幼儿教师社会认同度低［１８］。李

慧丽对男性幼儿教师职业角色认同研究发现，部分

男性幼儿教师角色认知失当、角色情感失衡、角色行

动失稳［１９］。但有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果，李威选

取广东三市９９名男性幼儿教师，对其职业认同状况

施测，结果发现，男性幼师职业认同度比较高，但在

职业追求、职业情感、职业成长、职业能力、人际支持

五个维度上存在不均衡［２０］。

３．编制外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文雅选取重庆辖区内和成都辖区内的２６９名幼

儿教师，其中５４名为在编幼儿教师，２１５名为编制

外幼儿教师，通过调查发现，幼儿教师的总体水平偏

高，其中，编制内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最高，编

制外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略低于编制内幼儿教师，

但他们之间总体性职业认同水平上没有显著性

差异［２１］。

４．转岗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徐微，汪家宝对湖北省两个城市的１０９名幼儿

园转岗教师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转岗幼儿教师的职

业认同整体水平较高，但在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在各

维度上不均衡［２２］，但蔡辰梅采用个别访谈和集体访

谈对２０名参加转岗幼儿教师培训的教师研究发

现，面对转岗这一职业生活中的关键事件，农村转岗

幼儿教师往往会面临职业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价

值认同危机、专业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２３］。

５．农村、新入职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状

魏敏选取鞍山市、济南市、菏泽三所城市的１１２

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入职

幼儿教师的职业角色认同普遍偏低［２４］。

赵菲菲选取安徽皖北１７０名农村幼儿教师为调

查对象，结果发现皖北农村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较高，

并且在职业自知性、职业动力感和职业获益感三个

维度上得分都较高，超出平均临界值［２５］。

（四）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１．个体特征因素

性别。性别是群体分类过程中经常采用的分类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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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大多关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中，都会

探讨在性别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魏敏调查发

现女幼儿教师的角色认同要高于男幼儿教师的角色

认同［２４］。

年龄及教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和教龄的幼儿

教师在职业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在３０岁以下

教师职业认同水平较高（丁洁，２００９；王静，２００７；翟

艳，２０１３；董凌云，２０１４），教师职业认同在年龄上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出现一个小高峰的趋势（李莉

娜，２０１１）
［１７］。教龄在１１－１５年的幼儿教师职业认

同水平较高［７］，但有人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果（赵

菲菲，２０１５）
［２５］。

学历水平。有研究者发现本科及以上学历幼儿

园老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显著优于大专学历幼儿老

师［１３］。但有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即“中专高

职高中”学历水平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分别高于其

他水平的幼儿教师［１６］。又有研究者发现中专以下、

中专、大专、本科这些学历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

显著高于硕士学历的幼儿教师［１７］。还有研究者发

现，中专或高中学历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最高，本

科学历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最低［１２］，“中职”的幼

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高于“初中”、“本科”、“其他”学

历的教师［１１］。

不同职称。有研究发现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在

职业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丁洁，２００９；王静，２００７），

幼教二级职称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最高，幼教一

级职称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最低（高晓敏，刘岗，

２０１１）。

不同择业动机。有研究发现“自我价值实现的

需要”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显著高于选择“是为

了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多数受别人的影响”、

“不清楚”以及“迫不得已的选择”的幼儿教师（丁洁，

２００９；李莉娜，２０１１）。

行政职务。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在是否担任

行政职务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担任行政职务的幼儿

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水平明显要高于不担任行政职

务的教师（丁洁，２００９；王彩凤，２００９；高晓敏，刘岗，

２０１１）。

个人特质。个人特质是影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

的重要因素。个人特质是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重要

来源，在专业实践中充分展现其个人的特质［２６］。幼

儿教师人格类型对其职业认同有一定程度的

影响。［８］

２．个体传记因素

幼儿教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之前的经验影响着

职业认同［２７－２８］。幼儿教师在职前学生时期的生活

经验、学习及培训经验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重要因

素（史晓波，２００８；翟艳，２００６；闫静，２０１１）。实证研

究中发现接受幼教专业学习背景的幼儿教师其职业

认同显著高于非幼教专业教师［２４］。

重要他人同样也是影响教师职业认同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因素。重要他人包括父母、亲人、朋友、教

师及与之接触的周围其他人员。有研究者对幼儿老

师的叙事研究中发现，家庭成员、周围的他人对教师

职业认同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史晓波，２００８；张心

雪，２０１５）。幼儿教师的专业认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

也受到个人生活史、人际互动的影响［３０］。

教师的自我角色定位以及教师的个人反思也是

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张心雪对三位幼儿

教师的叙事研究中，发现幼儿教师的自我角色定位

以及个人反思对于职业认同感的提升都有重要

影响［２９］。

３．环境因素

家庭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对人有着深刻的影

响，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在婚姻状况上存在

显著的差异，未婚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要高于

结婚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７］。

工作环境。不同性质幼儿园影响着幼儿教师的

职业认同，有研究发现公办幼儿园的教师职业认同

要高于私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丁洁，２００９；高

晓敏，刘岗，２０１１；胡芳芳，桑青松，２０１３；魏敏，

２０１４）。但有研究者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民办幼儿

园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要高于公办幼儿园的教师

（王静，２００７；董凌云，２０１４；李莉娜，２０１１）。工作所

处地域也影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魏敏，２０１４），市区

幼儿园的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要高于农村幼儿园教

师的职业认同［２４］。但有人发现农村地区幼儿教师

的职业认同显著高于市区幼儿教师的职业水平［１２］。

社会环境。社会因素有社会的地位、经济地位、

社会声望、社会期望、社会他人、国家政策等。研究

发现工资水平是影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丁洁，２００９；王静，２００７；李莉娜，２０１１）。

（五）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其它变量之间的关系

１．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

离职倾向的关系

丁洁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教师

离职倾向关系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教师

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

教师离职倾向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幼儿教师职业认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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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教师工作满意度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幼儿教师

离职倾向，而教师职业认同对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

程度较大；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在教师工作满意度与

教师离职倾向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７］。

高晓敏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社会支持与离职

倾向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社

会支持与离职倾向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职业认同

和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幼儿教师职业认

同和社会支持对离职倾向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

影响，社会支持对离职倾向的间接影响是通过职业

认同得以实现的［１０］。

胡芳芳，桑青松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

意度、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

的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和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职业情感、职业认知、职业需要和主观支持对工作满

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职业情感对工作满意

度的预测力最佳；主观支持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情感

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１３］。

李欧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离职

倾向的关系研究发现，职业认同各因子与工作满意

度显著正相关；角色价值观、职业倾向与离职意向显

著负相关；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工作

满意度在角色价值观、职业行为倾向与离职意向的

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３１］。

２．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压力、应对方式、心

理资本、幸福感的关系

王钢，张大均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压力、

应对方式、心理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消

极应对部分中介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负向影响，

但积极应对部分职业认同仅有直接正向作用而无中

介作用；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

应对的影响［３２］。

王钢，张大均，刘先强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职

业压力、心理资本、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

现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是风险性因素，降低其职业幸

福感。心理资本是保护性因素，提高其职业幸福感，

且心理资本的保护作用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幼儿

教师职业认同在职业压力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

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３３］。

罗小漫，何浩，邵明星对４００名幼儿教师进行问

卷调查发现职业认同与职业压力呈负相关，回归分

析发现职业压力能负向预测职业认同［３４］。

３．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核心自我

评价的关系

胡芳芳，仇云霞，桑青松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

工作满意度、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研究发现，幼儿教

师职业认同、核心自我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

显著相关；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核心自我评价对工作

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在职业认知、

职业需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职业情感对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３５］。

４．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职业倦怠和生活满意的

关系

张鑫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职业倦怠和生活满

意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认同、职业倦怠

与生活满意度各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可以预测其生活满意度程度，

职业认同起调解作用［３６］。

以上研究从整体来看，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

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积

极应对方式、心理资本、幸福感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职业认同与职业压力、消极应对方式、职业倦

怠、离职倾向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

虽然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研究在国内取得初步成

果，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界定不同

目前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界定没有形成

一个统一的概念。大多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涵的

界定，都是套用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只是在其前加

以限定为幼儿教师，虽然这种界定方式有可取之处，

但细想，幼儿教师从事的教学及保育工作，幼儿教育

对象的特殊性及主要以游戏为主的教学，这与中小

学教师的教学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界定幼儿教师

职业认同时，需要考虑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工作

的共性，也需要考虑其工作的特殊性。

（二）从研究样本来看，样本单一、缺乏比较性

研究

从国内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来看，研

究者只选取某一地区的男性、女性、农村等少数群体

为研究对象，这种单一群体的被试研究，其研究结论

的推广受到了很大局限，只能局限在特定的地域内，

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甚至有部分研究，被试在

年龄及教龄等维度上，样本人数分布少，缺乏统计的

科学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取样，可以选取多个地域

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性研究，扩大研究结论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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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找出研究的共同点，同时发现研究的差异性。

（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方法单一

国内教育学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主要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法及叙事研究的方法，主要探究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主要处

于科学研究的描述和解释阶段。心理学对该课题的

研究主要采用量表测验的方法，主要揭示幼儿教师

职业认同与其它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

析及其模型的建构，具有初步的预测功效。纵观目

前关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实证研究多于理

论研究，主要运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其优点在于

能够快速、大样本的取样，进行量化分析。但是，幼

儿教师职业认同涉及到对这一群体的态度，态度又

有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被试者在问卷作答过程中

可能不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会致使研究

的信效度降低，直接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因

此，未来研究中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与定性

研究相结合。例如，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结合深度访

谈或实验的方法，将被试者的真实想法揭示出来，这

样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果可以相互验证，同时可以弥

补研究方法的缺陷，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可信性，提高

研究的推广效度。

（四）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现有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职业认同的现状、问题、影响职业认同的因素、职业

认同与其它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幼儿教师职

业认同的形成机制、层次结构、构成要素、发展变化、

促进教师职业认同的有效措施及职业认同与心理健

康等关系方面缺乏系统研究。

四、未来研究展望

（一）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部机制的研究成为

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目前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涵没有一个统一的

界定，未来研究需要加大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内涵

及理论的研究，确定职业认同的构成部分，探明幼儿

教师职业认同发展的过程及特点，揭示高、低职业认

同幼儿教师其信息加工的特点等。

（二）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想结合，使用高级的统

计方法

国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质性研究主要采用

访谈、叙事研究的方法，而量化研究大多采取了问卷

调查的方法，对数据分析主要运用了频数统计，也有

少量的研究运用了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等方法。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

究也比较少，即使相结合的研究也就是问卷调查与

访谈的结合，将来研究应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

做到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还有将来量化研究中尽

量选取多个与之相关的变量，采用高级统计方法，比

如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从而

提高统计推断的有效性。

（三）拓展研究路径，从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

研究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场域不断建构

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场景的变化而改变。影响幼

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除了个体方面的之外还有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是由于影响幼儿教

师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相互作

用，因此认识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应该从多学科的视

角，例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同时可借鉴其它

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全面

深入的研究幼儿教师职业认同。

（四）进一步扩大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对象是农

村幼儿教师、转岗幼儿教师、编制外幼儿教师、新入

职幼儿教师等，而对偏远山区教师、特岗教师、支教

老师、代课老师和民族教师关注较少，所以未来研究

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对不同群体幼儿教师职业认

同全面的得以了解。

此外，学前教育研究领域要把幼儿教师职业认

同研究重视起来。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幼

儿教师，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直接关系到学前教

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

应成为学前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我国幼儿

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提供良好、有效的建议与对策。

研究发现，教育学类期刊关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

发文量明显多于心理学类期刊，但教育学类核心期

刊发文表较少，将来教育类核心期刊要把幼儿教师

职业认同的研究重视起来，为高质量的幼儿教师职

业认同研究提供一个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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