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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对学生当前的学习状态以及后续职业的选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目的性抽样$

采用均值比较'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R

检验$对贵州省
A$%

名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现状进行调研&研究发现%贵州学

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达到中上程度!在专业认同的各个维度上$专业培养得分最高而专业行为得分最低!学前教育专

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年级'学生填报志愿'自愿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建议%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待遇$将幼儿教师职业变成

让人羡慕的职业$提升第一专业报考率!增强学生选择专业的自主性!多种途径满足学生专业发展所需$为学生成长创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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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专业认同是价值内化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意

象的形成过程,

#

-

&幼儿教师专业认同是幼儿教师对

自己身为幼儿教师所具有的意义的整体看法,

!

-

&研

究学生专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专业认同能使学生产生对专业价值的认

同$继而产生接纳本专业的意识态度与思想行为,

%

-

&

对于师范生而言$专业认同则是对于整体社会学习

环境的主观评估$透过环境逐渐形成对于教育专业

的价值看法$内化并表现在自己的行为'思想上$亦

即是个体藉由各种不同的方式'途径与社会文化的

不断接触$而逐渐习得作为一名教师所需具备的专

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

&

-

&二是$有研究指出%专业认

同能够影响女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与成就,

&

-

$学前教

育专业是个比较特殊的专业$女生为主&三是$专业

认同能影响学生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专业人才的成

长和发展,

B

-

&四是$专业认同还能影响学生就业方

向的选择$进而影响学前教育的长足发展&已有研

究发现$对高校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

西南地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甚少&

鉴于此$本研究拟主要通过问卷等研究手段调查贵

州省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现状$

为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提供些许

参考和实证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抽样母群体$通过*问卷

星+网络问卷平台$借助微信'

dd

$通过广大教师转

发的形式进行问卷填写$选取贵州师范大学'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贵阳学院和安顺学院五

所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作为研究

对象$共获取有效问卷
A$%

个$其中女性居多$

A!"

人$占
F#?FBW

$男性
C%

人$占
$?"BW

!一年级
!A#

人$占
%&?C#W

$二年级
!"B

人$占
!C?#$W

$三年级

#%C

人$占
#A?%AW

$四年级
#A#

人$占
!#?$&W

&

#二$研究工具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法&在梁进龙$崔新玲$孙钰

华等人编制的学前教育专业认同量表基础上,

C

-

$编

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问卷结构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包括学生性别'

年级'民族'地区'学生类型'学生填报志愿和学生自

愿性等$第二部分包括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

为和专业培养
&

个维度$在专业认知方面$主要有

*我知道成为合格幼儿教师的专业标准要求+$*我了

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状况+等
&

个题目!在专业情

感方面$主要有*我乐意从事学前教育专业相关工

作+*我对学前教育专业产生了积极的感情+等
B

个

题目!在专业行为方面$除了*我经常阅读与学前教

育专业有关的书籍'文章"包括网络文章#+*我乐意

听与学前教育专业相关的讲座+等
B

个题目$还增加

了*我把很多时间放在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学习

上+*我把很多时间放在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弹唱跳

画等#课程学习上+

!

个题目$在专业培养方面$除了

*在我看来$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含理论

课'专业技能课和实践类课程等#非常合理+*整体而

言$我对院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教学非常满意+等

&

个题目$还增加了*整体而言$我对学前教育专业

教师的专业素养非常满意+

#

个题目$共
!#

题$采用

2̀V4*;

自评
A

点记分$从
#

"非常不符合#到
A

"非常

符合#&研究数据用
/G//#F?"

社会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和处理&该问卷的第一维度有
&

题$信度

系数是
"?$%A

!第二维度有
B

题$信度系数是
"?$BB

!

第三维度有
A

题$信度系数是
"?F##

!第四维度有
B

题$信度是
"?F#B

!该问卷的总信度系数为
"?FBB

$具

有良好的信度&

三"研究结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总体情况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总体情况

"表
#

#&从表
#

可知$以
A

点量表记分的方式$最高

分为
A

分$总体来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

达到中上程度&在各维度中$学生专业培养的平均

分最高$其次分别是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

行为&

表
#

!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及各维度总体分析

项目
专业

认知

专业

情感

专业

行为

专业

培养

专业

认同

均值
&?F!F &?F#! &?A%" B?"!C &?$$!

标准差
#?!## #?%B# #?%"$ #?%&& #?#BA

#二$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的

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进行

"B



!

总
%&

卷 皮梦君$梁进龙$时
!

松%贵州省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研究

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性

别学生在专业行为'专业培养与专业认同上没有显

著差异$但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上有显著差异&从

平均数来看$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表
!

!

学生性别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男"

+\C%

# 女"

+\A!"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A?F%A C?B!! #F?$A! &?C&% @!?%"B "?"!&

#

@%?C#! @"?!C"

专业情感
!!?%%% $?F%# !&?AB% C?B"& @!?#"! "?"%F

#

@&?A#C @"?#!!

专业行为
%#?&F! #!?"A" %%?!B# $?$B" @#?#%# "?!C! @&?$C& #?%&C

专业培养
!%?F!# $?B!C !B?!%$ C?B%C @#?#FC "?!%C @%?B#& "?$$#

专业认同
FB?C$% %%?C&A #"%?##& !%?!%C @#?A#$ "?"F" @#C?"CA #?!"&

!!

注%

#

J%

"?"B

$

##

J%

"?"#

$

###

J%

"?""#

下同&

!!

#三$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年级上的

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年级上进行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

在专业认知'专业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专业情

感'专业培养与专业认同上有显著差异&专业情感'

专业培养与专业认同经
4̀94+4

法检定后值不显著$

显示变异数同质$因此用
R)*V4

<

a/H

法进行多重

比较"表
%

#$发现在专业情感维度方面$大四学生显

著高于大一学生!在专业培养维度方面$大二'大三

和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总的专业认同方

面$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表示在大学时间长

短会影响学生的专业情感'专业行为和专业认同

程度&

表
%

!

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多重比较结果表

项目 组别
+ Z /H

变异来源
// M. Z/ I

事后比较

专业

认知

#?

大一
!A# #F?C$C &?$"%

组间
#A&?$B! % B$?!$& !?&FA

!?

大二
!"B #F?"!" &?$F!

组内
#$#$!?!"C AAF !%?%&"

%?

大三
#%C !"?#B& &?AA"

总数
#$%BA?"BA A$!

&?

大四
#A# !"?!B! &?$B#

专业

情感

#?

大一
!A# !B?&!# C?A&"

组间
&AA?A%A % #BF?!&C

%?B!!

#

&

'

#

!?

大二
!"B !%?$!F C?F&%

组内
%B!!%?%CF AAF &B?!#C

%?

大三
#%C !B?"B! C?CB%

总数
%BA"#?#"C A$!

&?

大四
#A# !%?CA% C?&$C

专业

行为

#?

大一
!A# %&?""" F?!!"

组间
BAB?!C! % #F#?AB& !?%""

!?

大二
!"B %#?F"! $?F""

组内
C&F&F?!F! AAF $%?%AB

%?

大三
#%C %%?C%! $?$&&

总数
CBB!&?BB& A$!

&?

大四
#A# %!?A%# F?&$"

专业

培养

#?

大一
!A# !C?CC# C?C%B

组间
#"""?$!$ % %%%?C"F

A?BA!

###

!

'

#

!?

大二
!"B !&?"%F C?&CB

组内
%&%!!?C!% AF &&?"C" %

'

#

%?

大三
#%C !&?%AB C?&B$

总数
%B%!%?&B# A$!&

'

#

&?

大四
#A# !&?C!" C?F$"

专业

认同

#?

大一
!A# #"B?AC$ !&?B!%

组间
C"&"?%#$ % !"#%?&%F

%?&&%

#

!

'

#

!?

大二
!"B F$?AF" !&?"C#

组内
&BBBBA?!%% AAF B$&?AFA

%?

大三
#%C #"%?!#% !%?A%&

总数
&C#BFA?BB" A$!

&?

大四
#A# #"#?!AB !&?#%A

!!

#四$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民族上的

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民族上进行

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民

族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专业培养与专

业认同上没有显著差异$表示民族因素不是影响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差异变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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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民族因素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汉族"

+\%C!

# 其他"

+\&!#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F?FFB &?$%C #F?&AA &?$&C" #?&F" "?#%A @"?#C& #?#F$

专业情感
!&?B!B A?"%$# !&?B$A C?B#%& @"?#!A "?$F$ @#?"#F "?$FB

专业行为
%%?!"! F?%&$ %%?"%# $?FF& "?!C" "?AFB @#?##$ #?&C"

专业培养
!B?B&A C?$!F !&?AA& C?C#& #?C"B "?#"F @"?#A! #?A#A

专业认同
#"%?!C$ !&?$$% #"#?$CF !%?AF" "?$"% "?&!! @!?"!# &?$#$

!!

#五$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地区上的

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地区上进行

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B

#$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学

生和城市学生在专业认知'专业行为与专业认同上

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专业情感'专业培养上有显著差

异&从平均数来看$农村学生显著高于城市学生&

表
B

!

地区因素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农村"

+\CBC

# 城市"

+\#!A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F?$AA &?&$& #$?$F" C?%B& #?CA# "?"FA @"?#$" !?#B%

专业情感
!&?$"B C?B"$ !%?!$& A?$!! !?"B$

"?"&#

#

"?"C#A !?F$#

专业行为
%%?%&! $?$&! %#?F#% #"?BA$ #?&!$ "?#BB @"?B&A %?&"%

专业培养
!B?%FC C?%F# !%?AC&$ $?##" !?#&%

"?"%&

#

"?#!$ %?#%A

专业认同
#"%?&#F !!?$&B FA?$B" %"?&"% #?FC" "?"B! @"?"&& ##?#$!

!!

#六$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类型

上的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类型上

进行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C

#$调查结果表明$普

通本科学生和专升本学生在专业认知'专业行为'专

业培养与专业认同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专业情感

上有显著差异&从平均数来看$普通本科学生显著

高于专升本学生&

表
C

!

学生类型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普通本科"

+\C!!

# 专升本"

+\#C#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F?AB! &?&&$ #F?BA$ C?#BA "?%%$ "?A%C @"?$&B #?#F&

专业情感
!&?F#% C?&&A !%?#$C A?A#" !?C#B

"?"#"

##

"?&!C %?"!$

专业行为
%%?!FA $?A%A %!?%$B #"?C## #?""C "?%#B @"?$AB !?CFF

专业培养
!B?%&! C?&#$ !&?%#A A?AB" #?B&A "?#!% @"?!$# !?%%!

专业认同
#"%?%"B !!?C$& FF?&CC !F?C"" #?B%& "?#!A @#?"FC $?AAB

!!

#七$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填报

志愿上的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填报志

愿上进行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A

#$调查结果表

明$第一志愿的学生和非第一志愿的学生在专业认

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专业培养与专业认同上有

显著差异&从平均数来看$第一志愿的学生显著高

于非第一志愿的学生&

表
A

!

学生填报志愿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第一志愿"

+\&%B

# 非第一志愿"

+\%&$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 &?B!C #$?$%% B?"$A &?BC!

"?"""

###

"?F"B !?!A&

专业情感
!B?A!& C?&!B !%?#"# C?$$C B?&FF

"?"""

###

#?C$A %?BC"

专业行为
%&?&B% $?CBA %#?&%# F?&$$ &?C"%

"?"""

###

#?A%% &?%##

专业培养
!C?#!" C?!BA !%?$FA A?"AC &?BFA

"?"""

###

#?!A% %?#A%

专业认同
#"C?A!" !!?BAA FA?!C! !B?%BC B?&&%

"?"""

###

C?"&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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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自愿

性上的差异分析

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在学生自愿性

上进行独立样本
R

检验分析"表
$

#$调查结果表明$

自愿填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和非自愿填写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专

业培养与专业认同上有显著差异&从平均数来看$

自愿填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显著高于非自愿填写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表
$

!

学生自愿性在专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自愿"

+\B$C

# 非自愿"

+\#FA

#

Z /H Z /H

;

值
J

值
FBWXS

下限 上限

专业认知
!"?BFC &?%%A #A?#"! B?%!& $?%!F

"?"""

###

!?CC$ &?%!"

专业情感
!C?#CA C?"A% #F?AA! C?&!A #!?!&F

"?"""

###

B?%C$ A?&!%

专业行为
%&?FA% $?#A" !A?BCF F?C$A F?C%A

"?"""

###

B?$F! $?F#C

专业培养
!C?%$# C?"$B !#?&#C A?#B& $?A%B

"?"""

###

%?$&C C?"$%

专业认同
#"$?##C !#?%$$ $B?$B$ !&?$&# ##?!B!

"?"""

###

#$?%CB !C?#B#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

男生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上逊色于女生

有研究发现男生在专业认同上显著低于女

生,

A

-

$但本研究结果发现男生与女生在专业认同及

其专业行为'专业培养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专业

认知'专业情感上有显著差异&受传统观念影响和

社会施加的压力$加上幼儿园教师工资低$未来需承

担家庭负担$男生觉得幼儿园教师就是保姆$负责照

看孩子的$认为这是女生做的事情$因此$不会把更

多精力放在学前教育专业上&而女生相较男生$对

学前教育关注较多$比较喜欢孩子$愿意投入更多的

情感在所喜欢的专业上&

!?

大二学生在专业认同上显著高于大一学生

本研究发现专业认同上存在年级差异$在专业

情感上$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在专业培养

上$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研究

结果符合杨秀云'黄胜等人的研究,

$

-

&这可能与学

校的人才培养有关$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

在大二才开设$因此大一学生没有接触学前教育专

业核心课$对学前教育专业没有深入了解$也不会产

生积极的情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

教学条件及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教学'专业素养满

意度不高$而大四学生已学习许多学前教育专业理

论和实践课程$对学前教育专业较熟悉$加之面临找

工作的压力$更重视和认可所学的专业&

%?

城市学生专业认同不及农村学生

研究中$农村学生占
$%?A$W

$在专业情感'专

业培养上显著高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家庭经济负

担较重$很多学生都是贷款读书$珍惜求学机会$会

投入更多时间在专业课上$同时会请教学前教育专

业教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更易认可专

业教师的教学'专业素养等&

&?

专升本学生在专业情感上低于普通本科学生

本研究发现学生类型在专业情感上存在显著差

异$这可能是因为专升本学生已在学校接受三年或

更长时间的专业教育$加之经历幼儿园教育见习'实

习$已经疲乏$没有刚入学的热情$还有一些专升本

的学生由于找工作的需要$才提升学历$自己本身并

不喜欢学前教育专业&因此$专升本学生对专业投

入的情感不及普通本科学生&

B?

非第一志愿的学生专业认同不如第一志愿的

学生

在学生填报志愿方面$本研究发现不同志愿的

学生在专业认同上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刘桂宏

学者的研究一致,

A

-

&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志愿的学生

在填写志愿时已对学前教育专业有所了解$或者本

身也喜欢$而非第一志愿的学生可能是调剂选择学

前教育专业$或者别无可选$因此$其专业认同水平

显著低于第一志愿的学生&

C?

自愿填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认同上

远超出非自愿的学生

学生自愿性是导致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

同的重要变量&是否自愿填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在专业认同及其在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

专业培养上均有显著差异&自愿是自己愿意而没有

受他人强迫去做的$是自己主观意愿而做的$非自愿

填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因为家人要求被迫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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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自愿选择$或多或少对学前教育专业具有抵触

排斥心理$因此$其专业认同水平显著低于自愿填写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影响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性

别'年级'民族'地区'学生类型'学生填报志愿'学生

自愿性等变量角度探讨了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专业

认同的现状&除此之外$学生专业学习态度'专业发

展前景及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专业素养'

教学条件'课程设置等因素也是影响学前教育专业

本科生专业认同的重要原因$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未来研究还需要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和专科

生专业认同的比较研究$进而有针对性地找出提升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策略&

#二$建议

第一$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待遇$将幼儿教师

职业变成让人羡慕的职业$提升第一专业报考率&

从调研的数据发现$就读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数量

远不及女生的
#"W

$可见$国家要完善工资待遇保

障机制$提高幼儿园教师地位$以吸引更多愿意从事

学前教育事业的人才$尤其是男性加入到幼师队伍$

已缓解幼师性别比例失衡现象$进而促进幼儿的身

心和谐发展&社会应加大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宣传力

度$让大众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观念&

第二$增强学生选择专业的自主性&作为家长$

不过多干预孩子选择专业$让孩子自愿自主选择专

业&不因专业发展前景好$就替孩子选择专业$应让

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自身的性格特征选

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调查中发现自愿填写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认同上显著高于非自愿填写学前

教育专业的学生&专业认同感高的学生会坚信自己

所学的专业有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

趣,

F

-

$进而提升学前教育师资整体水平$促进学前教

育事业健康发展&

第三$多种途径满足学生专业发展所需$为学生

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专业活动$如

开展与专业认同相关的讲座$或者邀请在本专业有

所成就的校友与学生进行座谈会等等$以此激发学

生专业兴趣$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增强学生自我效能

感$以更好的应对未来社会的变化&学校还可结合

贵州省对幼儿园教师需求的实际情况$按照0幼儿园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10幼儿园工作规程10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1等学前教育相关文件精神$适当

调整培养方案$让大一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了解学

前教育专业$如开展专业指导课$安排大一学生到幼

儿园半日见习$或者组织*老带新+活动"大二'大三'

大四学生帮扶大一学生#$还可让大一学生多观摩大

二'大三'大四学生组织的教学活动$加深大一学生

对学前教育专业的情感&同时要转变学生传统教育

观念$杜绝幼儿园教师就是保姆$阿姨$妈妈等错误

的想法$全方位科学地了解学前教育$从而树立正确

的教师观'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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