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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urnover Tendency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 A Case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ZHANG Yu-min, XI Xiao-l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 Newly recruit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a new injecting force for preschool teachers,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than teachers at other stages. Faced with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ir fantasies about the job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anxiety and panic, and even leave the job.
This paper adopt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o deeply explore the turnover tendency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takes a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exploratory analysis, 157
original sentences, 73 initial concepts, 20 categories and 5 cores are obtained.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urnover tendency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constructed, including emotional embedding,
career attrac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attraction and realistic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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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新入职幼儿园教师作为幼儿园教师群体新注入的力量，比其他阶段的教师面临更大的挑战，加之对教师生涯的憧憬和

实际情况的巨大差距，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慌，甚至产生离职行为。笔者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深度挖掘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离

职倾向，以一名新入职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教师从入职到离职的心理过程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到157个原始语

句，73个初始概念，20个范畴以及5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包括情感嵌入性、职

业吸引力、人际沟通、组织吸引力和现实困境与挑战五个方面，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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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影响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决定教育教学质

量，对实施素质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园教

师质量关乎幼儿的发展质量，是影响幼儿成长的关键

因素［1］192 。幼儿园教师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关系着学前教育的发展以及学前儿童教育的质

量。新入职幼儿园教师作为幼儿园教师群体新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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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比其他阶段的教师面临更大的挑战，面对原

本对教师生涯的憧憬和教室内实际情况的巨大差距，

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慌，甚至产生离职行为，影响幼儿

园教师队伍建设。

新入职幼儿园教师是指从学校毕业后刚刚进入

幼儿园工作的人群，他们工作时间短，缺乏教学经验，

处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关注教学内容、班级

管理以及他人的评价，对于自身所承担的角色认识还

不到位。这一职业阶段对教学效果、工作满意度及从

业时间长度具有长期影响［2］。新入职教师不仅要应

对来自幼儿的教育、园方的压力，更要面对家长要求，

很容易产生内心的恐慌和忧虑。与其他阶段的幼儿

园教师相比，新入职教师进入到幼儿教育行业总是带

着满腔的热情与理想，但是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

的差距、理论与实践的难以融合，常常让他们产生强

烈的挫败感［3］208 。同时，不当的引导更容易引起新教

师的职业焦虑和自我专业成长的忧患意识，从而出现

强烈的离职倾向。所以，新入职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

所面临的困境更大，更加值得关注。

离职倾向是指教师在工作中产生的想要离职的想

法，是离职行为产生之前的思想倾向。目前，教师的离

职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学校领导的重点关注问题［4］iv 。

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离职倾向与离职行为是造成幼

儿园教师流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影响了幼儿园教师

队伍的稳定性。

研究表明，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离职倾向的升高，这不仅造成幼儿园教

师士气低落，也造成教育资源浪费［5］。同时，在国家

和学校层面也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6］。在家长和

社会对学前教育高要求的背景下，幼儿园教师要承受

幼儿安全、保教活动以及教研工作等众多方面的压力，

很容易出现离职倾向［7］。目前关于幼儿园教师离职

倾向的研究多在于整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上。其中，

教师与园长的关系［8］、薪酬满意度影响幼儿园教师离

职倾向，组织公平感和职业认同感会调节这种影响关

系［9］，幼儿园教师职业承诺的兑现可以减少其离职倾

向的产生，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越差，离职倾向

产生的几率越大［10］。多位学者探讨了多个因素与幼

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在组织支

持［9，11-12］、教师个人因素［13-14］、职业满意度［15-16］、社会

支持［17-18］等方面。通过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专业发展

的机会，提高其应对工作困难的能力,提高幼儿园教师

的职业幸福感,可以降低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16］。

目前关于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研究主要以幼

儿园教师整体为对象，对新入职教师的研究很少；在

方法上，以往的研究采用的多是问卷法、量表法和访

谈法，最后进行量化统计分析，质性研究较少。新入

职教师离职倾向的产生是否会与其他阶段的教师不

同？笔者从扎根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一名新入职幼儿

园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离职倾向，从其生活出发，

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剖析其离职倾向的影响因

素，归纳其离职倾向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为一名本科学前教育毕业生（以下

简称M教师），毕业后在家乡的一所幼儿园任职。通

过四年本科阶段的学习，该教师已经掌握了学前教育

的相关知识，并取得了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在入职后

也很注重自己的专业发展。该教师性格开朗，喜欢与

幼儿相处，自认为适合幼儿园的工作，一直期待可以

将自己在本科阶段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做一名孩

子、家长和同事都喜爱的幼儿园教师。

（二）研究方法

1．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

法，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 Strauss和Barney Glaser

共同提出，它直接从原始资料出发，一步一步归纳概

括，最后上升为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

究方法，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

归纳引导出理论，强调从经验事实中抽取出新的概念

和理论［19］。以编码作为其基本分析工具，编码过程为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和选

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

2．研究方法

根据扎根理论这一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从

2018年6月24日到2019年2月22日，笔者对研究对象

进行为期八个月的跟踪访谈。在整个过程中，被访谈

对象不必拘泥于形式，可以畅所欲言。进行数据收集

和整理时，筛选出与研究关注点相关的资料。该幼儿

园教师从2018年6月底入职山西省S市某民办幼儿

园，工作半年后于2019年1月离职，本研究通过呈现

该幼儿园教师离职前的口述工作经历与感受，深入探

索影响其产生离职倾向的核心因素。

三、研究数据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逐字逐句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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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概念，对初始概念的性质进行界定，以确保从原

始数据到初始概念的提炼科学贴切。在对类属进行

命名时，尽可能采用被研究者的原话直接命名概念或

抽取相关概念，正确表达研究对象的话语意图，以消

除个人偏见的影响。开放式编码通过对原始经验数

据的归纳和提炼，界定概念和范畴，同时挖掘范畴的

属性及其维度，并做出相应的描述，以确保操作过程

的科学性，最终得到157条原始语句，73个初始概念。

现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原始语句和初始概念（见表1）。

（二）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发现和建立

初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各个部分之间

的有机关联，最终将其范畴化。通过反复对比和分

析，探究每一个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最终梳理出20

个范畴以及情感嵌入性（3）、职业吸引力（4）、人际沟通

（4）、组织吸引力（5）和现实困境与挑战（4）五个主范

畴。情感嵌入性对应范畴为个人体验、工作情感和亲

情因素；职业吸引力对应范畴为工作吸引力、职业发

展、社会认知和专业成长；人际沟通对应为伙伴关系、

家园沟通、领导关系和师幼互动；组织吸引力对应为

薪酬保障、园所性质、组织管理、组织环境和组织文化；

现实困境与挑战对应为班级管理与纪律维持、教育教

学压力、理论与实践融合和身心适应（见表2）。

（三）选择性编码

表2 轴心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

这个园长，她对孩子特别亲切，我觉得人家就是说话声音呀什么的，都是那种在跟孩子
说话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人是管理层的，他说话就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那种。

跟宿舍的人没共同话题根本，也没啥，反正不能聊太深奥的话题。
我感觉家长做的也不对，我感觉所有的幼儿园都是把家长放在首位，他们又不是专业

的，但是咱们是啊。
今天有个孩子和我说，想学英语。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学，现在还挺好的，积极

性也高了，刚开始就知道跟读，我说啥他们说啥，现在可以对话了，也算进步。
我这来了两个月，责任也挺大的。
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待长久，没把它当回事，不是我的家。
主班请假了，长假，累死了，天将降大任于我也，必先要我小命。我们班没人，就我一个

老师，园长来帮忙。
我今天忙死，明天演出，每天九点才下班。

老师们吃饭跟投胎似的，主班说干活要练成飞毛腿。
我不上课，但我也没闲着啊。我也发现了，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只看经验！我真的挣得

很少，委屈多，不自由，还被说。我当初是为了啥?
当主班要工龄啊，七年的工龄！
我就要去幼儿园了，一个人，真孤单，你说都是没有朋友，还不如去北京呢，北京还有舍

友呢，真怀念大学啊。

班里没有老师，从D市回来的一个老师说是帮忙的，不干活，就是管管纪律。
主班说，我现在刚毕业，没有经验，但是慢慢就好了。但是关键是，人家说的，把所有的

好处、优势都往自己身上推呢，跟家长说，只要她在一天，孩子就不会受委屈的。就是说她
自己干得很好很好。

园长说了，像这种孩子，要温柔地说，一遍不听说两遍，两遍不听说三遍，不会向着老师。

我要怎么跟幼儿园打招呼说我不干了。有情分在，园长对我挺好，干啥也给我留一份，
真的很对不起她，不是她在我早不干了。

愁得我掉头发太厉害了，我妈老说我家里哪哪都是我的头发。
我嗓子废了，干呕，吐血了，请假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我受不了了，每天咳，今天严

重了。

初始概念

领导风格

人文环境

组织立场

成就感

责任感
归属感

工作任务

工作时长

工作压力

价值体现

升职希望

伙伴缺乏

同事行为

带教师傅的态度

领导观念

领导支持行为

精神压力

身体生病

范畴

组织文化

工作情感

工作吸引力

职业发展

伙伴关系

领导关系

身心适应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
所以，我又得干活，又得家园沟通，又得管纪律。
有的家长还要求不低，主要是孩子基础太差了，一口吃成个胖子，怎么会呢。
幼儿园环境空间小，尤其是户外，每次活动孩子可多了，挤得不行。
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待长久，没把它当回事，不是我的家。
我一个人，我感觉我好惨啊，我来这没有朋友。
我妈也说我太有主意了，她知道我这次不去迟早也要去的。
园长说了，像这种孩子，要温柔地说，一遍不听说两遍，两遍不听说三遍，不会向着老师。
咱们学的我用不上，不知道为啥，有事的时候老不知道该怎么做，小孩多，顾不了太多。

初始概念
工作压力
家长过度要求
园所环境
归属感
伙伴缺乏
亲情因素
领导观念
专业知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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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编码是对之前归纳的主范畴进行梳理，从

主范畴中挖掘出核心范畴，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

之间的连接关系。选择性编码分析是为了确定核心

范畴，并以故事线的方式将所有主范畴和范畴联结起

来，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

范畴补充整齐，从而得到较为完整的形式理论。选择

性编码和轴心编码的区别不大，是进一步深层次分

析、验证的过程（见表3）。

（四）模型建构

本研究在以上三级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模型

构建，在开放式编码初始概念提炼的基础上，得出个

人体验、工作情感、亲情因素、工作吸引力、社会认知、

职业发展、专业成长、伙伴关系、家园沟通、领导关系、

师幼互动、薪酬保障、园所性质、组织管理、组织环境、

组织文化、身心适应、班级管理与纪律维持、教育教学

压力、理论与实践融合20个范畴。由选择编码所得的

五个主范畴：情感嵌入性、职业吸引力、人际沟通、组织

吸引力和现实困境与挑战。以范畴与因素之间、范畴

与范畴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初步构建出新入职幼儿园

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１所示）。

影响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五个核心要

素并非独立作用，它们不仅有着自身的结构，发挥独

特的功能，也与其他要素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某一

要素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其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强

弱、方式、速度及质量不是整齐均一的，而是因人而异，

教师就是通过对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积极自我调

节，逐渐实现自我的专业成长。如果这种调节失败，

很可能会产生离职倾向甚至离职行为。情感嵌入性

作为内在驱动力，影响M教师的去留选择；职业吸引

力是影响其离职的关键因素，是基础；组织吸引力为M

表3 主范畴及其构成

初始概念

发愁；高兴；离职想法；生气；委屈；心烦；幸福

成就感；挫败感；归属感；责任感

家庭支持；家人帮助

工作任务；工作时长；工作态度；工作压力

不看重学历；学历重要性；社会公众的态度；学历公平感；政策支持；专业差异

发展机会；价值体现；升值希望

专业学习机会；专业学习意愿；专业自信；自身反思

带教师傅的态度；伙伴缺乏；同事行为；同事之间的任务分担

家长过度要求；家长配合程度；家长施加压力；幼儿家长指责；与家长的沟通

领导观念；领导批评；领导支持行为

幼儿管理；幼儿配合

工资构成与算法；工资满意度；工资状况；现实资金需要

公办教师地位高；民办教师待遇低

入职管理；幼儿园师幼比；组织承诺的兑现

园所环境；住宿环境

讲座与培训；人文环境；组织对教师的态度；组织立场

精神压力；身体负荷；身体生病

班级管理；一日生活管理

教学方式压力；教学内容压力；教学任务压力；事务参与压力

教学内容与理念的冲突；实践与理论不合；幼儿表现期望落差；与家长要求的冲

突；专业知识的应用

范畴

个人体验

工作情感

亲情因素

工作吸引力

社会认知

职业发展

专业成长

伙伴关系

家园沟通

领导关系

师幼互动

薪酬保障

园所性质

组织管理

组织环境

组织文化

身心适应

班级管理与纪律维持

教育教学压力

理论与实践融合

主范畴

情感嵌入性

职业吸引力

人际沟通

组织吸引力

现实困境

与挑战

图1 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影响因素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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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供成长的支持与条件，是支撑与保障；现实困

境与挑战是最直接、最直观的因素；人际沟通是必要

的资源条件，是催化。因此，M教师的离职绝非偶然，

而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共同结果。

（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除了跟踪访谈得出的结论，笔者再次对M教师进

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为了保证模型中的范畴和主范

畴具有一定的普适度，选择其他几位新入职幼儿园教

师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他们分别是与M教师同一

幼儿园的教师2名，其他幼儿园的教师5名，共产生8

份访谈记录。对这些访谈记录进行再编码，结果显

示，这些访谈记录发掘的概念均可被现有的范畴涵

盖；对于影响新入职教师离职倾向的五个核心因素

（即情感嵌入性、职业吸引力、人际沟通、组织吸引力和

现实困境与挑战），没有发现新的范畴或关系。这表

明，模型中的范畴和主范畴发展得较为完善，具有理

论上的饱和度。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从图1可以看出，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情感嵌入性、职业吸引力、人际沟

通、组织吸引力和现实困境与挑战，各个因素也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下面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具体阐

述。

1. 情感嵌入性

情感嵌入性是指对工作的情感投入程度，是在工

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特征，主要

包括个人体验、工作情感和亲情因素。个人体验包含

了M教师在工作中体验到的各种情绪，包括高兴、委

屈、心烦等，这些都是最直观的工作感受。积极的体

验有利于教师产生幸福感。工作情感包括成就感、挫

败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成就感是指新入职教师在

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与欣慰，是教师获得的鼓励，成就

感有利于提升幸福感，而挫败感会影响教师的自我

效能感；亲情因素主要指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它是新

教师职业发展的情感动力，也是新入职教师面对困难

和挫折的精神动力，是影响教师离职倾向的重要力

量。M教师在幼儿园感受不到自身专业成长的希望，

逐渐产生专业发展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离职意愿也逐

渐产生。

2. 职业吸引力

职业吸引力是影响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

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工作吸引力、职业发展、社会认

知和专业成长四个方面。其中，工作吸引力在本次研

究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可看出其在影响因素中的重

要地位。影响工作吸引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压力、

工作任务、工作时长以及工作态度。新入职教师承受

着突如其来的工作负担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会进一

步增加其烦躁心情和负面情绪。M教师入职后不久，

同班的主班老师请长假，工作负担落到M教师肩上，

同时工作责任也变大。职业发展是指教师在工作中

体会到的自身发展前景。有希望的前景利于新入职

教师良好的职业期盼，从而安心长期在此工作。社会

认知是整个社会对学前专业以及幼儿园教师的看

法。对于M教师来说，主要的心理不平衡来自于社会

公众对学前专业学历的看法。作为本科毕业生，在教

育上的投资远远大于专科生，然而工作收益和重视程

度几乎无差别，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偏差使M教师产生

极大的心理不平衡，从而产生对自我专业的怀疑。社

会的不认可会降低教师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归属感，

使其无法体会到职业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20］ 。专

业成长是指在学前教育专业方面的自身成长。M教师

期待自己在学前教育领域有更好的专业成长。如果

组织可以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会吸引这样的新入

职教师。然而M教师所在幼儿园资源短缺，工作繁

忙，没有空闲时间进行自我提高，若有其他幼儿园可

以提供更好的条件，必然会加剧M教师的离职行为。

3. 人际沟通

人际关系是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资源条件，主要

包括伙伴关系、家园沟通、师幼互动和领导关系。新

入职教师刚刚进入幼儿园，对幼儿园的其他教师和领

导都不熟悉，其他教师都已经结伴而行，新教师不能

迅速融入集体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孤独感。在教育教

学中，合作伙伴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任务分

担、合作伙伴的人格特征等。最让新入职教师头疼的

是和幼儿家长的沟通，幼儿家长不断给老师施加压

力，要求幼儿园教授更多的知识。除此之外，如果幼

儿在幼儿园受到了轻微的伤痛或磕碰，不管是事实还

是猜测，老师都会受到家长越来越苛刻的指责［21］34 。

新入职教师经验不足，在这方面还不具备应对家长的

经验和能力。如果家长过分要求，新入职教师往往会

产生委屈的情感，从而感觉到职业的困难，产生挫败

感。在领导关系方面，M教师经常得到园长的鼓励和

帮助，园长的人文关怀是M教师继续工作的情感动

力。师幼互动指幼儿园教师与幼儿之间各种形式的

互动，是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的人际互动系统中最主

要的形式。新入职教师因为经验不足，不了解所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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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幼儿，在幼儿管理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幼儿不怕

老师，难以管理，师幼互动阻碍大，如果得不到相应的

帮助，会产生极大的职业压力。

4. 组织吸引力

组织吸引力是影响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

的组织性因素，它主要包括薪酬保障、组织文化、组织

环境、组织管理、园所性质。薪酬保障是幼儿园教师

生存的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影响到幼儿园教师的日

常生活质量。教师的待遇保障和教师离职行为存在

着负相关关系，如果工资薪酬无法满足教师的现实需

要，将会严重影响到其离职意愿的产生［22］。组织文化

包括培训与讲座、人文环境、组织对教师的态度和组

织立场。培训与讲座为幼儿园教师建立良好的学术

环境，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优雅舒适的人文环境

使教师有良好的身心体验，它包括领导风格和同事观

念等。组织文化还包括幼儿园的立场以及幼儿园对

教师的态度，这些隐性的因素带来的作用也非常强

大。M教师反映，自己所在的幼儿园管理层很少替老

师着想，会因为幼儿园招生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教师的

权益，使教师产生抱怨。没有良好的组织文化，想要

留住优秀的新入职幼儿园教师是不可能的。组织环

境是幼儿园教师每天都要处身其中的，物质环境的好

坏也是影响其离职倾向的因素。宽敞优美、干净卫生

的环境给人以好的心情。M教师所在的幼儿园占地面

积小，活动空间小，提供的员工住宿环境差，虽然在后

期有所改善，但还是造成了M教师的离职。组织管理

方式和举措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在良好的管理方

式和举措下，新入职幼儿园教师才会产生归属感，才

会有长久工作的打算。目前幼儿园教师同工不同酬

的现象严重，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待遇差距大，也是造

成幼儿园教师心理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5. 现实困境与挑战

作为新入职的幼儿园教师，刚刚从学校步入职

场，实践经验缺乏，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和

挑战，主要包括身心适应、班级管理与纪律维持、教育

教学压力和理论与实践磨合几个方面。新入职教师

工作量突然变大，会遭受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巨大

挑战。对于M教师来说，自身所在的幼儿园给予的工

作负担重，精神压力大，导致身体承受不住，身体状况

不好，情绪状态也不佳。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幼

儿园教师要对幼儿实施一日生活整体的保育和教育，

教育教学管理的难度影响新入职教师的职业自信的

建立。新入职教师经验缺乏，在班级管理等方面常常

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另外，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老

教师的帮助与支持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新教师缺乏

良好的教学效能感和教学监控能力，教学过程中会出

现很多无关或无效行为［23］16，对于“教什么、怎么教”的

问题，也常常困扰着M教师。初入职场，理论和实践

的磨合通常需要很久，学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所以

新教师在实践中产生两难问题。例如，在专业学习

中，学前教育的理想目标是让幼儿在游戏化的生活和

教师有目的的指导中成长起来的。现实中幼儿园和

家长要求在教育上多呈现“看得见的结果”，更关注认

知结果，而幼儿园也多数会迎合家长的需求。由此可

见，在理论和实践的磨合上，任重而道远。

总之，M教师对工作环境不满意，对薪资水平不满

意，没有足够的福利和安全感，工作时间长却没有相

应的补偿，常常一整天都在工作，有时午休时间也要

去开会，众多因素的累积，加剧了M教师的离职。这

也是目前幼儿园教师群体面临的问题，社会大众似乎

并不了解幼儿园教师惨淡的工作环境，反而在老师抱

怨工作的时候，指责他们缺乏耐心与磨练，不关心儿

童，只追求金钱［3］156 。对于刚毕业就步入职场的M教

师来说，流动成本小，不需要考虑家庭负担等因素，离

职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关注新入职教师的离职倾向

更为重要。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是研究人的动机

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双因素论”，通过研究发现，有

两类因素影响人的工作动机：一类是“保健因素”，包括

工资、工作条件、同事关系等，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

相关。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满足，职工就会不满意，

难以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产生离职或者动乱等问

题。另一类是“激励因素”，包括成就、获得赞赏、责任、

升职等，与工作本身或者工作内容相关。本研究得出

的结论基本符合赫茨伯格提出的理论中的影响因素。

（二）启示

新入职教师特别需要精神的支持、鼓励和肯定，

他们需要学习处理事务的特殊技巧，更需要有了解幼

儿行为原因的指导。本研究在为期八个月的跟踪访

谈的基础上，通过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析，提出了影

响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的五大因素，包括情感

嵌入性、职业吸引力、人际沟通、组织吸引力和现实困

境与挑战。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也具有交互作用，因

而要从以下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减少新入职幼儿园

教师的离职倾向，稳定幼儿园教师队伍。

1. 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给予新教师更多的关怀

幼儿园教师的待遇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长

期以来我国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低下，得不到保障，

应该得到关注和呼吁［24］。首先要调整幼儿园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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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提高幼儿园教师的薪资待遇，让新入职教师有

工作动力。幼儿园管理者要营造温馨良好的工作环

境，适当减少班容量或者增加教师数量，使幼儿园具

有合适的师幼比；提高幼儿园管理水平，实施民主管

理，给予新入职幼儿园教师更多的人文关怀，设置辅

导人员，例如资深教师或顾问，给新教师提供即时的、

持续不断的教学辅导，回应新教师随时的需求，教师

间的相互合作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有利途径［25］。新教

师入职第一年是关键期，需要资深教师的单独辅导与

帮助，从如何备课到如何上课、评课等，这一点往往得

不到满足。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

是幼儿园各项教育活动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加

强对教师管理的重要保障。合理利用奖励制度，对新

老教师采取不同的评价机制，使评价更具针对性和合

理性，以此提高幼儿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幼儿园领导应当重视与新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

新教师入职前期要少安排一些工作，让新入职教师有

更多的时间去观摩学习；组织要有意识地让新入职教

师参与幼儿园活动的决策等事物，增强教师角色观

念，提升责任感；建立公正温馨的人文环境，使新入职

教师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少一些压力，将精力放在对

幼儿的教育上，而不是放在人际关系和领导需要上。

2. 重视幼儿园教师职业，关注幼儿园教师行业

国家要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增加对学前教育

的经费投入，保障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和财政收入的

同步增长［26］。建立完善的民办幼儿园社会保障制度，

关注幼儿园教师的生存状态，维护幼儿园教师专业尊

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形象。

明确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职责和任务，减轻幼儿

园教师工作负担；实行轮班制，减少新入职幼儿园教

师连续工作时长，尽量不占用教师的个人时间，如果

有紧急任务，应当与幼儿园教师商量；在教育教学管

理中，加强对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关注，给予适当的

帮助和支持，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分配任务，适当减

少新入职教师的工作压力，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在完善职后培训方面，为新入职幼儿园教师安排

有针对性的培训，解决其在园时遇到的实际困难，提

高其应对问题的能力。

3. 重视对新教师的职前培训，缩短适应期

新入职教师要面临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面

临突如其来的教学责任，内心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变

化。因此，幼儿园教师入职前，师范学校的教育不仅

要重视理论学习，更要加强对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培

养。一方面增加去幼儿园见习实习的机会，使学生尽

量参与到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及时解决在实践中

遇到的困难，提高学生职业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开

展相关的实践课题研究，教给学生开展实践研究的方

法，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帮助未来的新入

职教师做好自身能力上的准备，也做好心理上的准

备，让他们在步入职场时，能够适应现场的动态，积极

应对困难和挑战，减少离职倾向［27］。

4. 新入职幼儿园教师要调整心态，积极应对职业

适应

幼儿园教师是教师职业中的特殊群体，其工作性

质具有明显的保育特点。任教第一年对于新教师来

说一定会伴随着挫折和压力［27］。作为新入职教师，应

当主动适应新环境，主动应对压力。职业适应是一个

过程，每个教师都在从新手教师到专业教师发展的路

上，个人自身因素是新入职教师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

因素［25］。新入职教师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端正自

身态度，提高自身的耐受力，善于寻找自身的优点和

缺点，努力提升自己，勇于克服困难。作为幼儿园教

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幼儿园教师职业的特点，树立

正确的自身定位，尽量克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

克服挫折感。树立幼儿园教师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真正地热爱教育工作，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不

足，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素养［28］。在与家长和同事、

领导之间交流时要真诚交往，逐渐获得他们的支持。

在专业学习方面要虚心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请教，多观

摩资深教师的课堂教学，多学习学前教育的专业知

识，进行教学反思，加快自身成长进程，缩短理想和现

实的差距，更好地胜任工作［29］。

五、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

的影响因素，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研究中

进一步探讨。具体表现在：第一，文章只选取了一个

研究对象做个案研究，研究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如果

增加研究对象，可能会得出更加完善的结论。第二，

本研究的数据搜集都是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的，与研

究对象一起的工作者对研究对象的评价，以家人为出

发点对研究对象离职倾向的看法等也应该给予关

注。对这两个方面的探讨有利于从不同主体出发全

面了解其离职倾向，进一步充实研究资料。第三，本

研究对新入职幼儿园教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质性分

析，由于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从经验性资料出发进行

理论建构的方法，并不等同于假设检验，它是在自然

情境中产生的，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后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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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从而验

证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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