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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本科生实习适应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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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园教育实习是幼儿园师资培育过程的重要阶段$是职前教师获得实践性知识的重要环节&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

的幼儿园实习适应对准教师的社会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也奠定其未来的教育生涯基础&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对辽宁省学

前教育专业实习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实习生的身心适应)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生活适应等内容&调查发现$对实习生身

心适应状况关注不够$实习生实习期间的角色定位不清$双导师对实习生的指导质量不高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并完善'

7>A

>T

(的实习协同机制$加强对实习过程的有效指导与管理$明确实习生的角色定位与工作职责$通过多种途径以改善和提升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习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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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教育实习是职前幼儿教

师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幼教师资质量的重

要保障$又是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由学生角色向幼

儿教师角色转变$获得自身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加

强落实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教育实习工作已经成

为师范院校培养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师资培育制度

的重要课题&本科实习生刚进入幼教现场$尤其他

们可能面对与过去理论学习完全不同的实践场域$

再加上幼教组织文化与幼儿园教师文化等带来的情

境冲击$常常造成实习生的挫折与焦虑&诸多研究

都发现$本科实习生在教育现场的确有种种的适应

问题$而且很多问题与其自身的心理准备度$以及外

在的支持系统有关&过去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

实习适应状况虽然受到很多关注$但是大部分是由

实习教学负责部门单独处理学生的实习适应问题$

较少由其他单位来参与&鉴于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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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习是一个高等院校与幼教机构协同合作的过

程$而且实习所面对的对象是人$因此有必要在了解

当前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适应状况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与人性化的实习辅导策略$以促

进学生的良好实习适应&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实

习适应状况$并探寻有效促进教育实习的实施路径$

研究对辽宁省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研究除了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的自然情况"包

括实习幼儿园性质)规模)等级)班型#之外$问卷调

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习生的身心适应)工作适应)人

际适应)生活适应等方面&研究共发放问卷
##"

份$

回收有效问卷
ES

份$问卷有效率
SEZ

&研究收集

的数据主要采用
.F..#$<"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和

分析&

一"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适应的现状

实习适应是实习生与实习环境的互动关系$这

种'环境(是与实习生有关的各种外在事物$例如实

习生所在幼教机构的管理者)同事)家长)实习同伴

等有工作和生活接触的人)事)物&在这种互动过程

中$实习生常常产生身心)工作)人际)生活等多方面

的适应问题&

%一&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的身心适应

情绪适应是实习生镇定)稳健$行事考虑周全$

有耐心地处理冗长枯燥的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实

习生会因角色和环境的改变而出现正向"快乐#)负

向"疲惫)焦虑#)混合"充实#等身心状态&

图
#

!

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身心适应状况

调查发现$有
B!<B%Z

的实习生对实习感到充

实$

#S<#SZ

的实习生对实习保持积极快乐的身心状

态$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感到

疲惫"

!?<!BZ

#$甚至是焦虑"

?<?"Z

#&

%二&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的工作适应

实习工作适应是实习生对实习工作环境)实习

工作形态)实习工作成就感)工作压力的应变力及调

试能力&实习生处于'转型期震撼("

)̀+*91:1'*

./'KW

#的重要阶段$在彼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下$

经过与幼儿园园长与教师长时间的频繁接触$将对

实习生的教学工作能力)工作效率)教学信念)未来

的任教意愿)与同事相处的人际关系$以及自身专业

成长都有重要影响&

图
!

!

实习生对实习过程中组织教育教学能力的满意度

组织教育教学能力是理论与实践在幼儿园的有

机结合&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拥有较好的理论

基础$但缺乏在真实教育情境中实践操作的经验$结

果导致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对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

满意度不高&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Z

的实习生对

自身教育教学能力感到非常满意$

%BZ

的实习生比

较满意$而有近一半"

B%Z

#的实习生感到一般满意$

甚至是不满意 "

#"Z

#&

图
%

!

实习后实习生认为自身应提升的能力

实习结束后$通过实习生对教育实习的反思也

可以发现$实习生最想弥补的也是各类活动设计与

组织能力$占到总比中的
%BZ

!其次是与老师和幼

儿家长的沟通能力"

!@Z

#&这也说明$在实习过程

中$活动设计与组织和人际沟通是实习生比较欠

缺的&

%三&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的人际适应

实习生在实习情境中除了实习指导教师的指导

外$如果能够与幼儿园的其他教师群体展开良好的

互动$不仅可以获得与不同教师交流学习的机会$增

加和扩展实习生的教学实践性知识$避免陷于师徒

教学观点不一致的困境$在实习园所中得到支援与

协助&因此$实习生能够在实习园所有良好的人际

适应$有助于实习生建立对园所以及教师群体的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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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学前教育本科生实习适应状况调查

属感$进而促进自身角色的转变&

图
?

!

实习生对实习中人际关系的适应

调查中发现$实习生对于幼儿园中的人际关系

适应较为良好&有近
$"Z

的实习生对人际关系适

应满意程度较高$其中非常满意的占到
#?Z

$比较

满意的占到
B%Z

&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实习生对

人际关系适应满意程度一般"

!EZ

#$也有
?Z

的实

习生表示不满意&

图
B

!

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的人际沟通状况

从实习生人际沟通的具体情况看$实习生与幼

儿沟通状况最好$总体良好的状况达到近
E"Z

$没

有数据显示与幼儿沟通不良!其次是实习生与幼儿

园指导老师的沟通$总体良好的状况占到
S"Z

左

右$其中沟通非常好的占
!BZ

$沟通比较好的
BBZ

!

实习生与实习带队教师的沟通次之$总体良好情况

占到
$BZ

左右$其中沟通非常好的占到
!SZ

$比较

好的占
?@Z

!而实习生与幼儿园领导的沟通中
B"Z

的实习生反映沟通状况一般$沟通不好的也占到

#"Z

左右&

在幼儿园的人际沟通中$除了园内幼儿)教师)

园长$以及实习带队教师之外$幼儿家长也是人际沟

通的重要对象&然而$调查结果显示%

!!Z

的实习生

与幼儿家长不沟通$

?"Z

的实习生偶尔与幼儿家长

沟通&显然$在人际沟通方面$实习生与幼儿家长进

行沟通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

%四&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的生活适应

实习生的实习不仅是身份)环境的转变$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尽管从学校到幼儿园在环境上

有所变化$但实习生的生活适应相对于身心适应)工

作适应)人际适应相比$生活适应状况良好$整体满

意度达到
%SZ

&

图
@

!

实习生在实习适应各方面的满意度

二"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适应存在

的问题

%一&对实习生身心适应状况关注不够

实习生的实习适应是一个全方面的整体适应$

包含着工作)人际)日常生活$以及身心的适应&实

习期间$实习生的角色由学生转换为一名准教师$而

幼儿园教师经常早出晚归)工作时间长)保教任务琐

碎)责任繁重&在幼儿园的日常保教中$包括教学活

动的设计)组织和开展)班级环境的创设)幼儿生活

的照料$与幼儿家长的沟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每天工作期间$幼儿园教师还必须以声音和身体语

言长时间)高频率地与幼儿互动$与幼儿家长接触&

而且$幼儿园教师的作息时间不同于其他教育阶段$

从幼儿一进入班级教室到离园回家$所有的工作时

间都统整在一起没有分隔&教师要同时扮演教育者

和照料者的角色$一天中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给

幼儿园教师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压力+

#

,

&实习生和幼

儿园教师一样要遵守幼儿园的作息时间$在这种情

况下实习生要努力调节自我情绪状态$持续保持积

极有活力的身心状态&长久下来$对其体力也是一

大考验&

然而$实习生面对新的工作所表现出的身心不

适应常常会被忽视$调查的结果显示实习生身心适

应良好的比例最少&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时间被各种

刺激充斥着$他们的精力与体力被琐碎的事情消耗

着$密集性的情绪劳动不仅造成其身心的疲惫$也限

制了专业学习与发展&实习生的身心如果适应不良

便对实习生的实习效果)学习状态及准教师的职业

选择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

的身心适应不应被忽视&

%二&实习生实习期间的角色定位不清

在幼儿园实习情境中$实习生是学生$还是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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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老师6 在实习过程中$一个人能否将两种角色统

一起来6 扮演的角色不同会不自觉地满足周围人们

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在调查中发现$实习单位通常

会期待实习生能够像幼儿园中的正式员工一样扮演

幼儿教师的角色$并能够担当自身工作中应有的职

责$不断地正确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帮助

幼儿园提升价值&但事实上$实习生在幼儿园班级

教学情境中$并没有像幼儿园班级中的主班配班教

师一样具有全面广泛的教学自主权&例如$由于实

习生缺乏与幼儿家长沟通交流的经验以及对幼儿的

全面深入了解$实习生与幼儿家长沟通交流的机会

和内容总会被限制$这也就导致了实习生缺乏与幼

儿家长沟通交流的经验$而在实习中也少有锻炼的

机会&

不同的角色定位也会影响实习生的专业身份认

同$而专业身份的认同为实习生建构'如何成为自

己()'如何表现自我(和'如何理解自身的工作和社

会地位(的理想观念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

,

&实习生

在实习过程中以幼儿园正式员工的角色参与到园所

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然而由于实践能力的缺乏和经

验的不足$往往达不到园所的角色期望!与此同时$

实习生进入到幼儿园实习情境就不再是见习或观摩

情况中的学生角色$必须要将自己置身于具体的实

践情境和参与到保教活动之中$但一般而言$实习生

的工作强度与工作范围与幼儿园正式员工相比都存

在一定的差距$专业自主的受限以及薪资绩效的不

明确都造成角色转换过程中的阻碍&实习生在实习

中如何全面深入地成为幼儿教师$更好地表现为专

业的教师等等因此也都缺乏充分的信任与机会$角

色定位不清使得实习生在学生与教师的角色期待中

摇摆不定$角色认同也无所适从&

%三&双导师对实习生的指导质量不高

实习生的实习需要高校与幼儿园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与协同机制$以促进实习生在实习单位获得

实践知识与能力的生成&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提高实习生的实习效果$高校与一些优质的幼儿园

都建立了实习基地$并为每位实习生安排了理论指

导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然而$从实习生在实习过

程中的人际沟通来看$除了与幼儿家长缺乏沟通的

机会$实习生与带队教师的沟通也明显偏少&首先$

从带队教师的学科背景来看$有一部分教师具有专

业的学科背景和理论知识$能够对实习生进行深入

的指导$但是学前教育专业的理论指导教师有限$不

能惠及多数的实习生!还有部分年轻理论指导教师$

尽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但对于幼儿园教育实践缺

乏深入的体察与认识$进而对实习生的指导缺乏针

对性&从指导内容来看$多数的理论指导教师起到

的仅仅是后勤保障)带队管理的作用$很少真正走入

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现场$与实习生以及班级教师

一起学习研讨&

幼儿园中的实践指导教师在遴选)评价方面也

缺乏必要的机制&幼儿园的实践指导教师的专业素

养)专业能力与经验等直接影响到实习生的实习效

果&然而$在幼儿园中实践指导教师并没有规范的

选派制度$实践指导的内容也没有体系化的标准$多

数实践指导教师是根据自身的经验给予一定的指

导$缺乏发展性的指导&实习生在实习场所更多时

候是像影子一样贴身学习$实习的效果缺乏必要的

评价&所以$在实习指导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将实习

生的实习成绩放在首位$只重视终结性的评价$而忽

视实习适应过程的指导&

三"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适应的优

化策略

%一&明确实习生的角色定位与工作职责

对于实习生来说$角色和身份问题关系到他们

如何理解教育教学)理解幼儿园教师职业以及教师

专业角色$回答自己是否适合或愿意成为幼儿园教

师与成为怎样的幼儿园教师等一系列问题&实习过

程是实习生对自身身份概念与当下所处专业情境相

互'协商(的过程&实习生认为$在实习情境中最主

要因素是学生的回应)指导教师的行为以及学校)同

侪与自我期待&很多情况下$专业情境的期许与其

身份前概念并不相符$甚至相悖$这使得实习生在已

有角色认知与现实角色期待的协商中反复拷问和建

构自身的角色和身份+

%

,

&为此$实习工作前$实习单

位应对实习生作出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工作安排$促

进实习生对自身的角色认同&与此同时$从调整实

习生对自身角色认同的角度以满足实习单位的角色

期望出发$应适当延长实习时间并根据实习生的工

作状态和努力程度等方面对实习生实习期间进行量

化考核&突破传统的教育实习模式$也应适当增加

实习生实践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仅是时间的机会$也

包括行为的机会$就是实习单位和实践指导教师要

给予实习生以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

体验保教活动$参与班级管理$并在同班教师与班外

教师的交流互动中达到良好的实习适应&

%二&加强对实习过程的有效指导与管理

教育实习的实施$正是希望借由实习指导教师

对实习生适时提供支持$协助实习生从事幼儿园的

各项活动$能够从较为全面的保教工作中学习如何

设计及组织开展活动$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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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学前教育本科生实习适应状况调查

师&在这个过程中$实习单位是师资培育的一环$幼

儿园中的行政人员)实践指导教师甚至其他幼儿教

师都应对教育实习有清楚的认识和配合$提供准教

师一个理论和实践相互印证的实践环境$给实习生

适当的引导及心理上的支持)理解)鼓励&同时在实

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在提供实习生必要的支持之余$

更重要的是能自我揭露其在保育教育活动决定背后

的思路历程$借以引导实习生统整既有知识与经验$

并从中获取新的实践性知识$进而提高实习生在实

习过程的适应状况和实习效果&

%三&建立并完善#

7>A>T

$的实习协同机制

落实实习生的教育实习工作已成为师资培育制

度重要的课题$而建立实习基地$加强政府)高校)实

习基地之间的协同机制是巩固和完善实习制度的重

要举措&新制实习制度采取美国专业发展学校

"

I

)'-3991'*+,L383,'

I

63*:9K/'',

$简称
FG.

#的精

神$强调高校与中小学缔结特约实习学校$建立伙伴

关系$由高校实习指导教师)实习辅导教师与实习教

师三者共同努力$以培育实习教师+

?

,

&参照世界教

育先进国家的教师培育制度$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政

府)高校)幼儿园三位一体的教师培养机制与协同机

制$完善'双导师(的指导教师配备$明确实习过程中

高校理论指导教师)实习基地实践指导教师)以及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使高校)实习基地)教育主

管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为学生的实习提供持续稳定

的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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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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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米的斜坡上走上走下$如'小汽

车爬坡(&

%二&中班

#<

在高
!"

---

%"

厘米$宽
#B

---

!"

厘米的平

衡木上走$如$游戏'送雨伞(&

!<

原地转圈"

#>%

圈#$如$游戏'迷迷转(&

%<

闭目向前走
B

-

#"

步$如$游戏'找玩具()'投

球(&

%三&大班

#<

在有间隔物体上走$如$'踏石过小河(&

!<

在高
%"

-

?"

厘米)宽
#B

-

!"

厘米平衡木上

走并做动作$如$'学做体操运动员(&

%<

两臂侧平举闭目起踵转圈"

%

圈#$如%'我是

飞行员(&

?<

两臂侧平举"闭目#单脚站立
B

-

#"

秒钟$如$

'比比看谁站最久(&

B<

踩高跷)脚斗士或踢毽子+

!

,

&

六"对平衡动作考查并让学生组织平衡

游戏

在教学完毕和学生经过各种平衡动作练习后$

对平衡重点动作即在直径
B"

厘米的小圈里闭目旋

转
%

圈接着立刻走
?

米的窄道"宽
#B>!"

厘米#进

行考查$以检查学生的动作掌握情况$监测平衡能力

的发展状况$提高学生的平衡能力!在考查后进行动

作的纠正和点评$引起学生重视$促进学生课后

练习&

学生在学完所该学的平衡动作和游戏后$组织

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全班分为四个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根据所学动作创编一个幼儿平衡活动游

戏$每一组推荐两位学生在班上组织$教师给予评

分%一方面$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合作能力!

另一方面$提高学生对幼儿平衡游戏的创新创编能

力$提高学生的体育基本功$为将来的工作打好扎实

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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