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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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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幼儿教师学习自主性量表)对广州市
!#!

名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现状进行调查%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E

事后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F#

岁以上的幼儿教师在监督学习过程*选择学习方法及利用学

习环境资源方面均表现为最佳状态%而
!B

岁以下的幼儿教师则处于最低水平'教龄在
##A!"

年段及
!#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

在自主学习方法上的得分均要显著高于教龄为
#A%

年和
FAC

年的幼儿教师'此外%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在学历*职称*所处

幼儿园性质与等级变量上均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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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要

+注重自身专业发展%勤于学习%不断进取%不断提高

自身专业素质',教师学习是一种内在的*主动的专

业知识获得与专业能力成长的活动%即只有充分发

挥了教师自主性的学习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习%这

种自主学习与受到+外力,强迫的+形式主义,的学习

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自主学习研究的著名学者齐

莫曼"

D1663)6+*

#认为%如果个体在+选择参与*选

择方法*控制时限*控制学习结果*控制物质环境*控

制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均能由自己做出选择或控制%

则其学习就是充分自主的!反之%如果个体在这六个

方面均不能由自己选择或控制%则其学习就无所谓

自主'

.

#

/从本质上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自主学习

的结果%教师专业发展不可能离开教师的自觉努



!

总
%%

卷 严佳晨&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力'

.

!

/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也有赖于其持续的自主

学习%了解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对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将广州市主城区

#"

所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

卷
!FJ

份%剔除无效问卷及有明显倾向的问卷%剩余

有效问卷为
!#!

份%有效率为
JB?BY

'被试的基本

情况见表
#

'

表
#

!

被试基本情况表

不同群体 人数 有效百分比"

Y

#

性别
男

女

$

!"B

%?%

IC?$

年龄

!B

岁以下

!CA%"

岁

%#AF"

岁

F#

岁以上

$%

BB

BB

%"

%F?F

!B?I

!B?I

#%?J

教龄

#A%

年

FAC

年

$A#"

年

##A!"

年

!#

年以上

CC

%C

%C

B#

!%

%#?#

#$?"

#$?"

!F?#

#"?J

学历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I

B#?F

%"?$

职称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I?%

!#?!

C?#

B%?%

职位

主班老师

副班老师

专科老师

#"%

I%

#C

FJ?C

F%?I

$?B

园所等级

省一级

市一级

市"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C?%

#F?C

%"?!

#J?I

园所性质
公办园

民办园

#"!

##"

FJ?#

B#?I

合计
!#! #""?"

#二$研究工具

幼儿教师自主学习量表'该量表主要参照庞维

国编制的+中小学生学习自主性量表,和齐莫曼提出

的自主学习研究框架的分析维度%再结合幼儿园教

师学习的特点综合编制而成'量表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教师基本资料填写%包括性别*年龄*教

龄*学历*职称*职位*幼儿园性质*幼儿园等级'第

二部分是幼儿教师学习自主性量表%包括学习动机*

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环境

七大维度'题目采用
B

级计分制%从+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合,到+完全符合,%

依次记
#AB

分'其中
C

*

$

题为反向题%数据统计时

采用反向计分'经过检验%量表
T)'*>+=/

!

一致性

信度系数为
"?I#B

%

]X<

值为
"?J$J

%信度*效度良

好%可用于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三$施测与数据处理

以各园为单位对幼儿教师进行集体施测%所得

数据均采用
.L..#C?"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

样本
:

检验及
[.E

事后检验'

二"研究结果

#一$不同背景因素下幼儿教师学习自主性差异

检验

我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从性别*年龄*

教龄*学历*职称*职位*幼儿园等级*幼儿园性质八

个方面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差异情况进行了比较

分析'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在学历"

L\"?

""%

#*职称"

L\"?""F

#*幼儿园等级"

L\"?"""

#及

性质"

L\"?""!

#变量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在年

龄"

L\"?"#%

#*教龄"

L\"?"F$

#变量上存在显著差

异%而不同性别*不同职位的幼儿园教师的自主学习

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据以上结果%本调查主要考

察教师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园所等级及园所性质

对其自主学习的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

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结果*学习环境所产生的不

同影响'

#二$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我们将幼儿教师的年龄划分成
F

个阶段%分别

是
!B

岁以下*

!CA%"

岁*

%#AF"

岁*

F#

岁以上%并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园

教师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年

龄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在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

环境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学习过程方面%

M\

%?JC%

%

L\"?"#"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

F#

岁

以上的幼儿教师得分显著高于
!B

岁以下的幼儿教

师'在学习方法方面%

M\C?#JF

%

L\"?"""

%

[.E

事

后多重检验发现%位于年龄段
!CA%"

岁*

%#AF"

岁

及
F#

岁以上的幼儿教师得分均要显著高于
!B

岁以

下的幼儿教师%其中%

F#

岁以上的教师的得分要显

著高于
!CA%"

岁的幼儿教师'在学习环境方面%

M

\%?%#B

%

L\"?"!#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

F#

岁以上的幼儿教师的学习环境得分要显著高于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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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幼儿教师'

#三$不同教龄的幼儿园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将幼儿教师的教龄划分成
B

个阶段%分别是
#

A%

年*

FAC

年*

$A#"

年*

#"A!"

年*

!"

年以上%并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

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教龄的

幼儿教师在学习方法得分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M\F?%JB

%

L\"?""!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

教龄为
##A!"

年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教

龄为
#A%

年*

FAC

年的幼儿教师%教龄为
!#

年以

上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教龄为
#A%

年*

F

AC

年的幼儿教师'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在学习环

境的得分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M\!?CI#

%

L\"?"%!

%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教龄为
!#

年以上的幼

儿教师得分要显著高于教龄为
#A%

年和
FAC

年的

幼儿教师'不同教龄的幼儿教师在自主学习的其他

因子得分上并无显著差异'

#四$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将幼儿教师的学历划分为中专-中师*大专*本

科及以上三个层次%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不

同学历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

果见表
!

'

表
!

!

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学历
5 X3+* .:P?P381+:1'* M .1

S

? [.E

多重比较

学习动机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C?FF$F

!C?IJ#$

!$?#!%#

!?!$F%I

!

%

!C"$"

!?JCIC"

"?IB# "?%JJ

学习内容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F!#

!#?#J%B

!#?BB%J

!?!B$FF

!?"FCB!

!?#!JI"

%?IJ$

$

"?"!"

本科及以上
#

中专-中师

大专
#

中专-中师

学习时间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B

##?"$%F

#"?JC#B

#?BF"BJ

#?BJB!$

#?B"I##

"?JIJ "?F"I

学习过程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J?%CJF

!I?B!!I

!I?I"$$

%?#%#BF

%?!#C#$

%?FJ"JB

!?$#B "?"CI

学习方法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I?!#"B

!I?BIC%

%"?FI%!

!?JC$JJ

%?#BI$"

%?C"#$B

!?%"J "?#"!

学习结果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B!C%

##?#BC"

#"?I"$$

#?J!C$J

#?$$B!#

!?"FF!!

#?CF% "?#IC

学习环境

中专-中师

大专

本科及以上

%J

#"I

CB

#$?B!C%

!"?"J!C

!#?J#BF

B?#B"%$

%?B"F%#

!?%B$$J

#$?%BB

$$

"?"""

本科及以上
#

中专-中师

大专
#

中专-中师

本科及以上
#

大专

!!

从表
!

中可看出&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自主学

习在学习内容与学习环境上有显著的差异%在学习

内容方面%

M\%?IJ$

%

L\"?"!"

%

[.E

事后多重检验

发现%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幼儿教师与大专学历

的幼儿教师的学习内容得分要显著高于中专或中师

学历的幼儿教师'在学习环境方面%

M\#$?%BB

%

L

\"?"""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发现%本科及本科以

上学历的幼儿教师和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的学习环

境得分要显著高于中专或中师学历的幼儿教师%而

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幼儿教师的学习环境得分要

显著高于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

#五$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职称的幼儿教

师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见表
%

'

从表
%

可知%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

在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环

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动机方面%

M\%?$#C

%

L

\"?"#!

%经
[.E

多重事后检验发现%高级职称与一

级职称的幼儿教师学习动机得分要显著高于二级职

称的幼儿教师%二级职称的幼儿教师学习动机得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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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著高于待评级的幼儿教师得分'在学习内容方

面%

M\!?CJ$

%

L\"?"FJ

%经
[.E

多重事后检验发

现%其中高级职称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二

级与待评级的幼儿教师得分'在学习过程维度%

M

\F?!B"

%

L\"?""C

%其中高级职称的幼儿教师的得

分要显著高于一级*二级与待评级的幼儿园教师得

分'在学习方法方面%

M\C?C"J

%

L\"?"""

%其中高

级职称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一级*二级与

待评级的幼儿教师得分'在学习环境方面%

M\B?

CI!

%

L\"?""#

%经
[.E

多重事后检验发现%其中高

级职称与一级职称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待

评级幼儿教师'

表
%

!

不同职称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职称
5 X3+* .:P?P381+:1'* M .1

S

? [.E

多重比较

学习动机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C%F#

!$?#%%%

!B?#B%J

!C?$ICB

!?!#"JF

!?FFB$J

%?B%#I#

!?%%"BF

%?$#C

$

"?"#!

高级
#

二级

一级
#

二级

二级
#

待评级

学习内容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J"B

!#?F"""

!"?!%"J

!"?I!"F

!?"#JJ#

!?#FCJJ

!?#CC#$

!?#%"%!

!?CJ$

$

"?"FJ

高级
#

二级

高级
#

待评级

学习时间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JB%$

#"?JFFF

##?FC#B

#"?IBBJ

#?F!F#"

#?%#%FI

#?C#%!B

#?CJ#$J

"?BJ$ "?C!F

学习过程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I$BC

!I?B###

!J?CI%!

!J?I!I!

%?#B"%"

%?%%FBB

!?IJ!JC

%?!BC"J

F?!B"

$$

"?""C

高级
#

一级

高级
#

二级

高级
#

待评级

学习方法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CJ!I

!I?JCC$

!I?%JFC

!I?#F#C

!?I"!"C

!?JCB#B

%?B!FCF

%?!I$%$

C?C"J

$$

"?"""

高级
#

一级

高级
#

二级

高级
#

待评级

学习结果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FF

##?!!!!

##?!%"J

#"?J#F!

#?I"%$J

#?J!"!"

#?FJ"CF

#?I%FF#

"?C!% "?C"#

学习环境

高级

一级

二级

待评级

F#

FB

#%

##%

!#?I$FB

!"?$BBC

#I?CI!%

#I?%"I$

!?!JBCI

!?CJIC$

!?I!CFB

F?F$!!I

B?CI!

$$

"?""#

高级
#

待评级

一级
#

待评级

!!

#六$不同园所等级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

分析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不同等级的幼

儿园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

见表
F

'

从表
F

中可看出%不同等级的幼儿园的幼儿教

师自主学习除在学习时间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外%在

其他的自主学习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在学习动机

方面%

M\%?!$"

%

L\"?"!!

%经
[.E

事后多重检验

发现%市一级园与县-区一级园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

显著高于待评级园的幼儿教师得分'在学习内容方

面%

M\%?$F%

%

L\"?"#!

%其中省一级园与市一级园

的幼儿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待评级园的幼儿教师

得分'在学习过程维度上%

M\F?!$#

%

L\"?""C

%经

[.E

多重比较发现%省一级园*市一级园与县-区一

级园的幼儿教师的得分均要显著高于待评级的幼儿

园教师得分'在学习方法上%

M\%?#B#

%

L\"?"!C

%

经
[.E

多重比较发现%省一级园与市一级园的幼儿

教师得分均要显著高于待评级的教师得分%市一级

园的教师得分要显著高于县-区一级园的教师得分'

在学习结果方面%

M\F?#F!

%

L\"?""$

%经
[.E

多

重比较发现%其中市一级园的幼儿教师得分要显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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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省一级园及待评级园的幼儿教师%县-区一级园

的幼儿教师得分要显著高于待评级园的幼儿教师'

在学习环境方面%

M\BF?BBI

%

L\"?"""

%经
[.E

多

重比较发现%省一级园*市一级园及县-区一级园的

幼儿教师得分均要高于待评级园的幼儿教师得分'

表
F

!

不同等级的幼儿园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园所等级
5 X3+* .:P?P381+:1'* M .1

S

? [.E

多重比较

学习动机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C?I"I#

!$?J%J$

!$?"C!B

!C?"B""

!?!CC%B

!?%#"J"

!?BFF"C

!?C###!

%?!$"

$

"?"!!

市一级
#

待评级

县-区一级
#

待评级

学习内容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B"CB

!#?C#!I

!#?"FCI

!"?!B""

!?"J#%I

#?IC"I#

!?#C%F"

!?#%%%$

%?$F%

$

"?"#!

省一级
#

待评级

市一级
#

待评级

学习时间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I%B#

#"?J"CB

##?"C!B

#"?J$B"

#?#JF$B

#?BBJ#I

#?JB"B$

#?CI$F$

"?!%" "?J$C

学习过程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I?$!$%

%"?B#C#

!I?B"""

!$?I!B"

%?!%JJI

%?B"##B

!?I$C#"

%?F!!%#

F?!$#

$$

"?""C

市一级
#

待评级

省一级
#

待评级

县-区一级
#

待评级

学习方法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F$

%"?$F#I

!I?!J#!

!J?I"""

%?"#IF!

%?##IFJ

%?FB$"J

%?%"%FC

%?#B#

$

"?"!C

市一级
#

县-区一级

省一级
#

待评级

市一级
#

待评级

学习结果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JB$#

##?J"CB

##?#"IF

#"?%"""

#?CC$I!

#?I$%FJ

#?I%CF%

#?J$"#F

F?#F!

$$

"?""$

市一级
#

省一级

市一级
#

待评级

县-区一级
#

待评级

学习环境

省一级

市一级

县-区一级

待评级

$$

%#

CF

F"

!#?B#IB

!#?J%J$

!"?ICJJ

#F

%

I!B"

!?"%CBJ

!?B#$JI

!?$"$J%

F?FFBC#

BF?BBI

$$

"?"""

市一级
#

待评级

省一级
#

待评级

县-区一级
#

待评级

!!

#七$不同性质的幼儿园的幼儿教师自主学习差

异分析

将幼儿园园所性质按公办*民办两大维度进行

划分%并采用独立
U

检验法%比较了不同园所性质

的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在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见

表
B

'

从表
B

可知%不同园所性质的幼儿教师在学习

内容*学习过程*学习方法与学习环境的得分上均有

显著差异'公办园教师的学习内容得分"

X\

!#?C"$J

#显著高于民办园教师得分"

X\!"?$#J!

#!

公办园教师的学习过程得分"

X\%"?""""

#显著高

于民办园教师得分"

X\!J?I"I#

#!公办园教师的学

习方法得分"

X\%"?FJ"F

#要显著高于民办园教师

得分"

X\!I?#$!$

#!公办园教师的学习环境得分

"

XA!#?%I!!

#也要显著高于民办园教师得分"

X\

#I?""I#

#'

表
B

!

不同园所性质的幼儿园教师自主学习差异分析

园所性质
5 X3+*.:P?P381+:1'* :

值

学习动机
公办园

民办园

#"!

##"

!$?#%$%

!C?$%CF

!?%!"I$

!?BJC$C

#?#JF

学习内容
公办园

民办园

#"!

##"

!#?C"$J

!"?$#J!

!?"J%!"

!?##!#F

%?"JB

$$

学习时间
公办园

民办园

#"!

##"

#"?JJ!F

##?""""

#?%!!!$

#?$FB!F

A?BBC

学习过程
公办园

民办园

#"!

##"

%"?""""

!J?I"I#

%?!C$""

%?!J"BI

!?F!F

$

学习方法
公办园

民办园

#"!

##"

%"?FJ"F

!I?#$!$

%?#CFBC

%?!C#JF

!?IBI

$$

学习结果
公办园

民办园

#"!

##"

##?"#IC

#"?I#J!

#?JIJ%#

#?JC!JJ

?%I!

学习环境
公办园

民办园

#"!

##"

!#?%I!!

#I?""I#

!?#C$"$

F?C!FF!

F?J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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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严佳晨&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三"小结与讨论

从以上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状

况在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幼儿园等级及幼儿园性

质这些变量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原因分析

如下&

#一$年龄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影响分析

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在学习过程*

学习方法和学习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F#

岁以

上的幼儿教师对学习过程的监控*学习方法的运用

及所处的学习环境都处于最佳状态%

!B

岁以下的幼

儿教师则在以上因子得分上均处于最低水平'这与

人们常认为的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的

说法并不一致'

!B

岁以下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中大多处于从依

赖到独立的过渡期%在职业的初期%他们常把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用在克服学校所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落

差问题方面%在学习过程中更易被其他因素干扰%还

需要适应职前+系统化*组织化,的学习方式至职后

+自主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的改变'

F#

岁以上的

幼儿教师进入了职业的平淡期%拥有着最佳的职业

忠诚度和责任感%在工作中能持续地追求专业的更

大发展%能更有目的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更

好地监督自主学习的过程以及能使自己处于更为优

越的学习环境中并将其合理地利用之'

#二$教龄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影响分析

从研究结果分析看出%教龄在
!#

年以上的幼儿

教师自主学习的方法掌握度*所处的环境及环境利

用率最佳%且教龄在
##A!"

年段及
!#

年以上的幼

儿教师在学习方法上的得分均要高于教龄为
#A%

年和
FAC

年的幼儿教师'恩瑞和特纳的(管理的变

革与创新)"

.(

N

3)8191'*-')=/+*

S

3+*P1**'8+:1'*

#

一书提到在教师从教的
#AC

年阶段为初始教学期'

初始教学期的教师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不断出

现的新问题使得新手教师不能理智地选择恰当的学

习方法与有效地利用所处的环境资源去进行学习'

相比之下%教龄在
##A!"

年之间或
!#

年以上的幼

儿教师已经上升至成熟型教师%甚至是专家型教师%

他们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力与技巧%并已建立起一定

的社会地位%在工作中的满意度较高%在工作中表现

出更强的自信心%往往是新手教师学习的榜样%能在

丰富的工作学习经验中提取出更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

#三$学历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影响分析

从研究结果可得知%幼儿教师的学历越低%学习

内容选择的自主性相对越低%所处的学习环境及环

境的利用率也越差'个体对其自身认知水平的认识

与学习能力的强弱影响着其学习内容选择的自主

性'高学历教师自身素质和专业素质比较高%能为

自己的职业发展设置恰当的目标.

%

/

%进而能更有目

的地去选择自我所需的学习内容'在学习环境方

面%随着幼儿教师准入制度的严格化%对幼儿教师学

历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在不同办学水平的幼儿

园中%幼儿教师所能接受到的教育资讯*同行交流*

工作学习氛围等因素都是造成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

在学习环境维度上出现显著差异的原因'

#四$职称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影响分析

研究发现职称越高的幼儿教师在自主学习各因

子上的表现也越好%尤其在学习动机的强度*学习内

容的选择*学习过程的掌控*学习方法的运用以及学

习环境的利用方面体现出更大的优势'

根据
T<̂

理论的观点"

c'>-',,

%

!""#

#%教师职

称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高职

称能够为教师带来高回报*高地位与工作安全%这些

资源能够作为一种健康促进因素去影响个体的态度

与行为.

F

/

'职称的评定是对教师工作付出的一种认

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建立'

教师自我效能感是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重要内在动

力机制.

B

/

'公平的职称评定促使幼儿教师能更加积

极地应对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其自主学习的动机%

这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此外%幼儿园的教师职称

评定制度与教师教龄*学历*教育教学水平*教学研

究能力及文化业务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自身专

业素养提升的过程中%幼儿教师也具备了更强的学

习动机%并能选择更合适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内容%充

分利用学习环境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五$园所类型对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影响分析

综合不同园所等级及园所性质的结果分析%可

以得出&已评级幼儿园的教师自主学习状况要优于

待评级幼儿园的教师%公办园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现

状要优于民办园幼儿教师'

教师专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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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要理解教师专业发展%必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

文化情境中去考察'

.

C

/一般来说%与待评级的民办幼

儿园相比%已评级公办园能为教师的自主学习提供

良好的资源与支持%如专业书籍*网络*园内教研学

习活动*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等%能为教师营造出良

好的学习氛围'待评级的民办园幼儿教师的流动性

很大%教师与教师间的交流较为欠缺%园内教研*园

外学习交流等活动在量与质上方面都亟待提高%大

部分在待评级民办园工作的幼儿教师都表示其所在

的幼儿园基本没有教研活动%刚进去工作的时候主

要靠自己摸索'在这种环境下%教师难以接收到新

鲜的知识与优秀的经验%造成其自主学习进程发展

缓慢'

四"对策与建议

#一$保障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资金和时间%营

造良好的自主学习氛围

幼儿教师自主学习需要资金*时间和氛围上的

多重保障'在资金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可借鉴美国

经济学家米尔顿3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提法%对幼

儿教师的自主学习使用+学习券,制度%将投入于幼

儿园建设的资金的一部分划拨用作幼儿教师自主学

习的资金保障%如为幼儿教师的职后进修培训报销

合理比例的费用%并对学习优秀者给予一定的表彰

奖励%以此提高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时

间方面%从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多数幼儿教师感言工

作压力大%因时间上的不允许而使得自主学习仅仅

停留在观念阶段'针对这种情况%教育行政部门应

精简一些例行检查%将更多的时间还给幼儿园及幼

儿教师%幼儿园方也应尽可能地给幼儿教师+减负,%

如取消一些可有可无的教师会议%提高园本培训效

率%压缩培训时间等等'在氛围方面%应在+学习型,

社会的背景下推广加强幼儿园+书香园所,的建设%

让+想学,*+愿学,*+乐学,*+好学,*+会学,的学习氛

围渗透到每一个幼儿园%建立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

#二$落实分层培训机制%满足教师个人发展

需要

处于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幼儿教师对自身学习

的需求各不相同%园方领导者要根据园内教师的个

体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其中教师分层培

训是一种良好的途径%既要根据培训不同阶段确定

不同的培训目标%又要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层次%结

合其水平的差异确定分层化的培训目标%并选择富

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通过园本研修*

课题研究等方式%将幼儿教师的教研活动与专业学

习紧密结合%帮助幼儿教师形成良好的问题意识%借

助问题本位研究性学习与实践%

.

$

/提升幼儿教师自

主学习的有效性'

#三$幼儿教师应转变学习观念%从实际出发铺

设自主学习道路

不同的职前教育与认知经验结构等因素导致每

一个幼儿教师的学习基础各不相同%因此%幼儿教师

要能够从自身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个性化的自主学

习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幼儿教师首先需树立+学习

如呼吸般重要,的观点%增强自主学习的内部动机'

并在清楚认识自身需求和能力的基础上%为自主学

习设立合理的阶段性目标%提高自主学习过程中的

自我效能感'在学习过程方面%要加强自主学习过

程的监控能力%学会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不

断增强自我定向*自我引导*自我发现与自我调控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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