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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与发展

安徽省某幼儿师范学校学前教育

专业认同状况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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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安徽省某幼儿师范学校的专业认同水平进行了初步调查$主要发现#幼师生专业认同度为'一

般认同("其中专业了解+专业情感+专业投入+专业培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的认同均处在一般水平!性别+年级+志愿填报方

式等因素影响着其专业认同水平$主要对策建议是#幼儿师范学校应开展多途径的教育活动"学生应主动参与专业活动"社

会应营造良好氛围"以共同提高幼儿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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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是学生对专业所涉及到的知识+技能+

价值观等的动态认可过程"此过程包括了解+接受+

喜爱自己正在学习的专业"对自己专业有清楚的认

识和规划"并将其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的目标等$

,

#

-

!"#!

年"教育部颁布出台了.幼儿园教师专业

标准%试行&/文件"在专业理念与师德维度中明确提

出了对幼儿教师的基本要求#'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已有研究表

明"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普遍偏低"尤其存在流动

性大+毕业生不入行+师资缺口大等情况$

,

!AB

-幼儿

教师职前专业认同水平"成为培养院校及用人单位

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幼师学生对专业认同的程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度"影响其对专业的情感态度及学习动机"及就业选

择倾向+工作态度"并对其能否成为满足标准的幼儿

教师产生影响$本研究拟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考查

幼师生专业认同水平"剖析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提

出相应可行化的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安徽省某幼儿师范

学校内通过随机整群抽样得出
BD"

余名被试"发放

自编问卷.幼师生专业认同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
BB"

份$

%二&问卷设计

在学生访谈及文献查阅的基础上"自编并修订

问卷"共有
&"

个项目"包括专业了解+专业情感+专

业投入+专业培养认同和专业发展认同五个维度"检

验结果显示问卷信+效度良好%

id"?FDB

"

[T]d

"?FDC

&$问卷采用李克特%

_2W4*;

&五点量表设计

%见表
#

&"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分为
#

分%非常不符

合&到
D

分%非常符合&五个等级"分数越高者"代表

其对专业的认同度越高$

,

D

-

表
#

!

认同水平与均分分值对照表

认同 一般认同 比较不认同 不认同

74,+

#

B B

)

74,+

#

& &

)

74,+

#

! 74,+

$

!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专业认同的总体状况分析

如表
!

所示"幼师生的专业认同均值为
&?DCF

"

属于'一般认同("总体上处于中等稍偏上的状态"从

中位数和众数也可看出认同水平属于上述状态$

表
!

!

幼师生专业认同的总体状况

专业认同总体
T4,+ T4M2, T(M4 /;M?H492,;2(+

&?DCF &?CC$ &?%" "?CB#

%二&专业认同子维度状况分析

#?

专业了解

专业了解维度"通过分析学生对专业在学校地

位+社会影响+所需知识技能等项目的了解"考查其

对从专业的认知程度$在此维度"被试均分为
&?BB

"

幼师生专业了解程度不高"

D&?%Ĉ

的被试属于一般

了解$

!?

专业情感

专业情感维度"考查学生对本专业所具有的稳

定的态度和体验$有强烈专业情感的学生"能够从

内心产生对所学专业的需求意识和深刻理解"因而

热爱和认同专业$此维度均分为
&?CD

"在子维度中

分数最高"

B&?#%̂

的被试对专业情感认同度高$

&?

专业投入

专业投入维度"衡量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对专业

学习的重视及真正投入到专业学习中的程度$在此

维度上"被试均分为
&?CD

"

D#?#B̂

的被试专业投入

认同度一般$

B?

专业培养

专业培养维度"主要衡量学生对专业培养方式

的认同程度$此维度均分为
&?DD

"专业培养方式认

同度一般"

D"?C%̂

的被试表示一般认同专业培养$

D?

专业发展

专业发展维度"考查在专业培养过程中学生树

立的专业发展目标及职业选择倾向$此维度均分为

&?!#

"相比其他维度得分较低"仅有
F?$$̂

的被试

表示对专业发展非常认同$

此各子维度认同状况见表
&

$

表
&

!

幼师生专业认同子维度状况

专业

了解

专业

情感

专业

投入

专业

培养

专业

发展

T4,+ &?BB &?CD &?CD &?DD &?!#

/;M?H492,;2(+ "?$!B "?%B" "?$"# "?$!F "?DB&

认同%

^

&

!$?F$ B&?#% &$?!$ &B?DD F?$$

一般认同%

^

&

D&?%C B"?BD D#?#B D"?C% CB?&!

比较不认同%

^

&

#B?"F #!?!$ %?CB #!?"D !B?DD

不认同%

^

&

B?"F B?"F !?FD !?$& #?&C

%三&不同群组特征专业认同程度的差异性分析

根据教育经验及相关研究分析"不同性别+年

级+成绩状况等因素可能对专业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依据被试的人口学变量等因素对学生专业认同情况

进行检查分析"考察不同特征群组的专业认同度是

否有显著差异$

,

C

-

#?

性别

已有研究表明"性别是导致对专业认同存在差

异的重要因素$

,

$A%

-对被试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

果如表
B

所示"专业认同存在显著差异%

J$

"?"D

&"

男学生专业认同度偏低$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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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

以年级为自变量"专业认同为因变量"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考查不同年级的学生专业认同状况是否

存在差异"结果见表
D

$

表
B

!

性别对专业认同的影响的差异分析

方差方程的
Y-494+

检验 均值方程的
;

检验

I \2

>

? \2

>

?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总分
假设方差相等

!?"B# "?#DB

"?"!B

%

"?BC#$% "?!"B!"

假设方差不相等
"?""D "?BC#$% "?#!$%C

!!

%

%J$

"?"D

"

%%

J$

"?"#

"

%%%

J$

"?""#

"下同&

表
D

!

年级对专业认同的影响的差异分析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FD̂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一年级
&?DCC! "?C"%$B "?"D"!# &?BC$" &?CCDB

二年级
&?B#&# "?$%D"" "?"%"F$ &?!D!& &?D$&F

三年级
&?C$#! "?DC$B& "?"C"BF &?DD#" &?$F#B

!!

不同年级间的专业认同差异显著%

J$

"?"#

&$

两两配对
;

检验发现"二+三年级的被试专业认同度

差异显著%

J$

"?"#

&"其他年级间差异不显著$一+

三年级专业认同度较高"二年级的被试专业认同感

最低$

&?

志愿选择与录取方式

以专业认同的总分及子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对

幼师生的录取方式%高考招生"初中'

&h!

(及自主招

生&及志愿来源%自主选择+家长或他人意愿+专业调

剂&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由表
CA$

可见"录取方式与

志愿来源在专业认同总分上存在交互作用%

Id&?

F&B

"

G

$

"?"#

&$

对录取方式与志愿来源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由

表
$

可以看出"对于初中'

&h!

(转高的学生来说"不

同志愿方式在专业认同和各维度得分都存在显著差

异!对于高招学生来说"不同志愿来源在专业认同总

分及了解+情感+投入+培养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

异!对于自主招生的学生来说"不同志愿来源在专业

认同总分和了解+情感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三种不同录取方式的学生来说"在志愿来源因

素上"无论在专业认同总分还是各维度得分"自主选

择专业均大于父母意愿及专业调剂$对于自主选择

专业和父母意愿这两种志愿来源的幼师生"录取方

式在专业认同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不具有显著差

异!对于专业调剂的幼师生"专业认同的总分以及专

业情感+投入+培养和发展四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
C

!

不同录取方式与志愿来源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I

值&

项目 认同总分 专业了解 专业情感 专业投入 专业培养 专业发展

录取方式%志愿来源
#&?F&B

%%

#?CBF

B?DB#

%%

D?#!F

%%%

!?!!% #?BDF

表
$

!

不同录取方式与志愿来源的简单效应分析%

I

值&

因素 认同总分 专业了解 专业情感 专业投入 专业培养 专业发展

录取方式

初转高
!"?D$F

%%%

#"?%&$

%%%

!#?#C$

%%%

!"?#%$

%%%

##?C&&

%%%

B?&!!

%

高招
#C?"F#

%%%

#!?&FD

%%%

#B?&DC

%%%

#"?B"$

%%%

##?%DF

%%%

!?CDC

自招
B?$D&

%%

&?#$!

%

&?FC%

%

#?F$$ &?$#C

%

"?D&B

志愿来源

自主选择
"?!"$ "?DB& #?B"& "?CD% "?#D$ #?CB&

父母意愿
"?B&" "?BFD #?D%B "?DB$ "?#!! #?B&B

专业调剂
%?C%C

%%%

"?#"& #"?C"&

%%%

##?BF$

%%%

B?D""

%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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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状况

以成绩状况为自变量"考查不同成绩状况的被

试专业认同度的总体情况"结果见表
%

$

在专业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成绩状况与

专业认同度呈正比$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在专业

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成绩状况较好与中等学

生组专业认同度差异不显著"而成绩状况较好+中等

组分别与较差组差异显著%

G

$

"?"#

&$

表
%

!

不同成绩状况对专业认同影响的多重比较

变量
#?

成绩较好
!?

成绩中等
&?

成绩较差
I

事后比较

专业认同总分
&?C%&c"?CC$ &?D%#c"?C"! &?"DFc"?$&& ##?CB$

%%%

#

)

&

"

!

)

&

专业了解
&?DD$c"?CD" &?B&Fc"?$&" &?#&&c"?%#!

B?"&C

%%

#

)

&

"

!

)

&

专业情感
&?$"Dc"?%C$ &?CFBc"?$F& &?"C$c#?"#% %?#!%

%%%

#

)

&

"

!

)

&

专业投入
&?%#!c"?CFB &?CCc"?CDC &?"&&c"?%BC

#D?!DB

%%%

#

)

&

"

!

)

&

专业培养
&?CFFc"?$$D &?DB!c"?C%C &?"$&c"?%!# %?$%B

%%%

#

)

&

"

!

)

&

专业发展
&?!BFc"?C&% &?!#Fc"?BFF &?""$c"?C##

!?B"$

%

#

)

&

"

!

)

&

三$结论和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幼师生专业认同度一般"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专业情感+投入较之其他维度认同度

较高"但仍属于一般水平!专业发展认同度较低$幼

师生的性别+志愿来源+录取方式+年级+成绩等因

素"影响着自身专业认同度$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结

合幼师教育实际状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学校积极开展专业认同教育活动

#?

开展全过程专业认同活动

学校在招生宣传上"可以强调突出专业知识和

内容"让学生在入学前就能够初步认识专业+了解专

业发展前景"从而转变学生的志愿方式"让学生自己

主动来了解+喜爱+选择幼师专业$

,

F

-在入学初"学校

应帮助新生了解专业学习需要的知识+技能"在校的

实践活动"并介绍合理的专业学习策略"提高专业认

同$调查表明中年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较低"因

此需要教师在日常教育中关注学生学习专业后的体

验"及时进行引导$尤其需要关注成绩落后学生"发

现影响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专业投入

度$毕业入职前"学校还应通过顶岗实习+提供就业

信息+生涯指导等活动来提高学生职前的专业认同$

!?

开展专业讲座及交流活动

为提高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学校可经常邀

请专家+优秀一线幼儿教师开展讲座"从系统上+直

观上去扩展学生的专业视角$也可以通过开展学生

进园听课+研讨等交流方式"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

技能"增强学生的专业投入$特别是针对男幼师生

专业认同较低的状况"可以通过男幼师+幼教行业自

主创业者开展讲座或交流的形式"让男生了解专业

未来发展和职业状况"加强男生对专业的认识与

认同$

&?

优化专业课程

学校应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优化课程结

构$优化和专业性向相关的理论课程设置的方式"

为了提升其交流沟通能力"可以设置若干'微课程("

如.幼儿教师语言艺术/+.家园沟通合作/等$

,

#"

-以

丰富的课程设置吸引学生的专业投入"促进课业成

绩的提高"还应积极开设有吸引力和专业性的选修

课程"让学生有选择课程的自主权$课程设置应体

现专业要求"提高实践教学的比例"培养和发展学生

的专业能力$

此外"在课程设置上还需考虑到男性的优势和

特点"让男幼师生体验到男性性别角色在幼师专业

成长中的重要性"例如增加
/RYT

教育体系中需要

的自然科学+工程机械等应用等课程"发挥男幼师生

的逻辑思维优势"以在未来职业中学以致用$

B?

将专业认同教育融入实践活动

学校应重视幼师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创设完

善的实践教学条件"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及稳定的校

外实习基地$

,

##

-每一学年"学校都应安排不同时长+

类型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将课程与校内+外实践活

动建立关联"并将专业认同教育融入实践活动中去$

在学生实践期间"学校应安排指导教师"给予专业指

导和建议"让学生了解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给予及

时指导"解决学生遇到的专业疑惑!及时总结"了解

学生的专业成长需求"以促进学生专业发展$

学校从多角度+多层次的加强专业认同的培养

活动"在形成良好的专业教育氛围"以此熏陶幼师

学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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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主动进行专业认同活动

从学生层面来说"应依照自身情况"主动了解专

业知识+积极参与各种专业活动$

#?

树立清晰的专业发展目标

[(*0(+4+

%

!"#C

&近期研究表明"具有清晰的职

业认同感和良好的职业目标反思能力的教师"更能

认同职业发展中的各种机遇$

,

#!

-幼师生在校期间"

应主动对专业开展深入的了解+建立专业情感"并在

学习期间理解专业培养方向"不断增强自己的专业

投入"从而建立清晰明确的专业目标$在专业目标

的实现上+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也应与教师+高年级

的同学主动交流+寻求支持"合理解决专业成长疑

惑"提高反思能力"主动提高专业认同$

!?

主动参与专业课外活动

_2MM4--

%

!"#B

&的研究表明"相对课堂学习来说"

课外活动经验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更加强烈,

#&

-

$幼

师生应积极参与学校专业学习的系列活动"如教学

技能大赛+读书活动等"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多样性

的专业成长$

&?

重视专业见习与实习活动

幼师生应重视实践活动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在

见+实习中不断发现自己在专业发展中需要的知识+

技能"在校学习期间加强专业投入$全身心投入实

习工作中"通过间接了解+直观体验+深化升华来提

高自己去专业的认同度$同时"应积极主动与一线

幼儿教师交流"主动了解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从政策角度来说"保障幼师生职业前景的良好

发展是促进学生专业认同的重要措施$

_

1

.

>

*4+

%

!"#D

&近期研究表明"当政策要求增加学前教育教

师编制时"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有效提高$

,

#B

-研究表

明"幼师生专业发展认同度较低"对未来是否从事幼

师职业无法确定$前期访谈结果显示"学生对幼师

职业待遇+编制的担忧是主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从相关政府机构到地方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均应加强协调配合"将国家针对学前

教育的政策落到实处$如增加幼儿园教师编制+加

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合理确定生师比"切实维护幼

师工资晋档+职称评聘和社会保障等权益"让幼师生

充分感受到未来职业受到政府支撑和社会重视"以

提高自身专业发展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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