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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pproa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majors’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their
career-efficacy by questionnaires among 1212 preschool majors. Statistics show: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ir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but so in their career identity; (2) in career self-efficacy,
urban students’grad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from villages; (3) in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career self-efficacy, preschool majors in grade 3 gain much higher grade than those in grade 1 and 2; (4)
preschool majors’ emotion, intelligence and self-efficacy are positively related. It concludes that preschool
majors’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can predict their career self-efficacy, emotional perception in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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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对1212名幼师生进行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问卷调查，探讨其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状况及关系。结

果显示:男女幼师生情绪智力总体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职业认同因子上存在差异；城市生源幼师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情绪感知因子分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幼师生；三年级幼师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学业效能因子分显著高于低年级幼师生。幼师生

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结论:幼师生的情绪智力对职业自我效能感有预测作用，其中情绪感知能力对职

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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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有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偏低、工作强度较

大、情绪劳动比重较高的职业环境中，幼儿教师普遍

存在情感耗竭［1］、职业倦怠［2-3］的心理现象，相当一部

分幼儿教师在一日工作中体验到情绪枯竭感、低成就

感、低自我效能感。幼儿教师情感耗竭或职业倦怠的

直接后果是幼儿保教工作质量的下降，对工作对象缺

乏奉献与承诺，严重者甚至导致“虐童”事件屡屡发

生。再者，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反映，一部分幼师生（尤

其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自卑、人际

敏感、易出现负面情绪困扰，见习或实习期间不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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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当前，在国家大力

发展学前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人民对学前教育的质量

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因此，培育心理健康、人格健全、

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幼儿教师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历史问题。

纵观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情绪智力”与“自我

效能感”是影响个体潜能发挥的主要因素［4-5］。“情绪

智力”概念的提出者梅耶和沙洛维认为：情绪智力包

括精确的知觉、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接近或产生

促进思维的情绪的能力；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

力；调节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情绪智力强调对自

己和他人情绪状态的识别和理解，以及利用这些信息

来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具体过程分为四个部分——

认知和控制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动机、兴趣和自我激

励相结合的心理动力；坚强而受理性调节的意志；妥

善处理人际关系［6］。后来的情绪智力研究者戈尔曼

指出：一个人事业和生活的成功，传统智力的影响只

占到了20%，而其余大部分则归功于情绪智力［7］。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行

为能力的认知、评价以及信念。职业自我效能感是自

我效能感在特定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个体对自己

能否胜任和职业有关的任务或活动所具有的信念［8］，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

能，即个体对自身完成某一职业所规定的有关内容

（如，该职业所需教育，某种具体职业任务等）能力的信

念；另一方面是有关职业行为过程的自我效能，即个

体对自身完成有关职业行为过程（如，职业决策、职业

找寻等）、实现行为目标能力的信念［9］。因此，个体的

职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学业坚持性、学业成就、职业兴

趣、职业选择与发展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本文试图探讨幼师生的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

能感的发展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幼师生

的职业素质培养提供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笔者所在学校三个年级的1212名幼

师生，共发放问卷1212份，回收问卷1107份，回收率

91.3%，其中有效问卷1013份，有效率91.5%。有效问

卷中，男生96人，女生917人；一年级331人，二年级

368人，三年级314人。

（二）研究工具

1.《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王才康修订的情绪智力量表（EIS）。研究证

实EI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共有33

道题目，共分为情绪感知、自我调控、调控他人、情绪运

用四个维度，采用五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智力

水平越高。

2.自编《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课题组编制了《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题

目的设置主要根据文献积累和工作实践，经过开放式

问卷调查收集资料、形成初步问卷、专家修改、试测后

调整题目，确定最终的调查问卷。问卷共40个题目，

分为一般效能、学业效能、职业决策、职业认同、职业成

长五个维度，其中正向题28道，反向题12道。采用五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职业自我效能感越强。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分析及处理。具体数

据描述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单因子方差

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三、结果与分析

（一）幼师生情绪智力的水平与特点

根据情绪智力量表的作答情况，首先，对不同性

别、生源地、年级的幼师生的EIS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的幼师生情绪智力得分

性别

生源

年级

男

女

农村

城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情绪感知

M

44.45

44.90

44.52

45.32

44.61

44.33

45.74

SD

7.45

6.19

6.18

6.48

6.12

6.90

5.71

自我调控

M

30.67

30.81

30.73

30.89

30.82

30.29

31.38

SD

5.05

4.29

4.26

4.50

4.06

4.76

4.11

调控他人

M

23.82

24.03

23.83

24.25

24.21

23.69

24.17

SD

4.32

3.59

3.65

3.67

3.26

4.12

3.46

情绪运用

M

27.71

27.86

27.70

28.06

28.00

27.44

28.16

SD

5.28

4.20

4.30

4.33

3.77

4.87

4.11

总分

M

126.38

125.99

125.41

126.82

127.65

125.75

129.45

SD

21.15

16.76

17.20

17.21

15.22

19.33

15.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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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师生情绪智力年级差异的事后检验

情绪智力总分

情绪感知

自我调控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F
4.04

4.65

5.29

P
0.018*

0.01*

0.005**

LSD
三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一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二年级**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幼师生EIS得

分在性别、生源地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结果见

表2。

结果表明：男幼师生与女幼师生的情绪智力及各

因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农村幼师生与城市幼师生

在情绪感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幼师生的情绪

感知能力比农村幼师生要高。

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幼师生EIS得

分在年级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结果见表3，表4。

结果表明：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其情绪智力状况

并没有随着年级升高而增长，而是在二年级时出现最

低值，三年级达到最高值。其中在情绪智力总分、情

绪感知和自我调控方面，三年级幼师生显著高于二年

级幼师生。

（二）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与特点

根据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的作答情况，首先，对

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的幼师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

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5。

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幼师生职业自

我效能感得分在性别、生源地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差

异，结果见表6。

结果表明：在总分方面，女幼师生比男幼师生职

业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在一

般效能与学业效能方面，男幼师生比女幼师生得分要

高，但是，与幼师职业相关的职业决策、职业认同、职业

成长方面，女幼师生比男幼师生的得分高，且在职业

认同方面，男女幼师生差异显著。

表5 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的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得分

性别

生源

年级

男

女

农村

城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般效能

M

33.39

32.68

32.54

33.04

32.50

32.74

33.02

SD

5.33

4.93

4.70

5.30

5.07

4.91

4.93

学业效能

M

23.80

23.43

23.25

23.75

22.40

24.09

23.84

SD

4.86

4.40

4.29

4.64

4.53

4.42

4.20

职业决策

M

23.77

24.29

24.08

24.46

24.51

24.05

24.18

SD

3.75

3.74

3.55

3.99

4.21

3.48

3.51

职业认同

M

14.15

14.79

14.70

14.76

15.07

14.33

14.83

SD

2.96

2.85

2.81

2.93

2.87

2.76

2.92

职业成长

M

45.52

45.83

45.39

46.37

46.03

45.21

46.27

SD

6.78

6.51

6.42

6.66

6.76

6.55

6.23

总分

M

140.63

141.02

139.95

142.38

140.50

140.42

142.15

SD

20.16

17.84

17.50

18.73

18.94

17.65

17.59

表6 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t值）

性别

生源地

一般效能

1.317

-1.565

学业效能

0.787

-1.786

职业决策

-1.293

-1.591

职业认同

-2.086*

-0.381

职业成长

-0.447

-2.368*

总分

-0.204

-2.118*

表2 幼师生情绪智力的性别、生源地差异分析（t值）

注：*P<0.05，**P<0.01(下同)

性别

生源地

情绪感知

-0.577

-1.981*

自我调控

-0.279

-.570

调控他人

-0.450

-1.830

情绪运用

-0.281

-1.304

总分

0.182

-1.294

年级

情绪感知

4.65*

自我调控

5.29**

调控他人

2.21

情绪运用

2.69

总分

4.04*

表3 幼师生情绪智力的年级差异分析（F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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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角度看，城市幼师生比农村

幼师生得分高，且在职业自我效能总分和职业成长因

子上，城市幼师生显著高于农村幼师生。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幼师生职业自

我效能感得分在年级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结果见表

7，表8。

结果表明：在学业效能与职业认同方面存在显著

性年级差异，一年级幼师生的学业效能感显著低于二

年级和三年级幼师生；但一年级幼师生职业认同程度

最高，二年级幼师生职业认同度与一年级有非常显著

差异，与三年级呈现显著差异。

（三）幼师生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分析

将情绪智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和职业自我效能

感各维度得分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初步探索情绪智

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见表9。

结果表明：情绪智力总分与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呈显著正相关（p<0.01），即，情绪智力越高，职业自我

效能感越强；情绪智力各分量表得分与职业自我效能

感各分量表得分均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情绪感

知、自我调控、调控他人、情绪运用等水平越高，幼师生

的一般效能、学业效能、职业决策、职业认同、职业成长

的自我效能感就越强。

进一步验证，以情绪智力各维度得分为预测变

量，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见表10。

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各维度的四个变量均进入了

回归方程，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0.258，即表中四个变

量能联合预测总体职业自我效能感25.8%的变异量。

就个别解释量来看，以“情绪感知”的预测力最佳，其解

释量为21.3%。

四、讨论

（一）幼师生的情绪智力、职业自我效能感在人口

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1.幼师生的情绪智力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男女幼师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及各分量表分不存

表9 幼师生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情绪感知

自我调控

调控他人

情绪运用

EIS总分

一般效能

.630**

.613**

.567**

.610**

.601**

学业效能

.509**

.421**

.430**

.475**

.515**

职业决策

.379**

.366**

.356**

.297**

.273**

职业认同

.288**

.346**

.337**

.276**

.209**

职业成长

.543**

.529**

.542**

.521**

.503**

效能感总分

.619**

.595**

.586**

.578**

.564**

表10 情绪智力各维度对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情绪感知

自我调控

调控他人

情绪运用

R

0.462

0.498

0.502

0.508

R2

0.213

0.248

0.252

0.258

∆ R2

0.213

0.035

0.004

0.005

F

274.434***

166.684***

113.532***

87.506***

β

0.271

0.256

0.172

0-.155

t

5.830***

5.205***

3.268**

-2.702**

年级

一般

效能

0.89

学业

效能

14.70**

职业

决策

1.36

职业

认同

6.24**

职业

成长

2.54

总分

0.95

表7 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分析（F值）

学业效能

职业认同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F

14.70

6.24

P

0.000**

0.002**

LSD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二年级<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

表8 幼师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年级差异的事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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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差异，这与荣婷婷（2012）［10］关于大学生情绪

智力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无论是在家庭养育环境

中，还是在学校和社会上，对男孩、女孩的关注与期

待程度日趋平等，这也许是男女情绪智力趋于一致

的原因。

城市幼师生的情绪感知能力比农村幼师生显著

要高。情绪感知能力是个体结合情境因素，通过辨别

语言及非语言信息，对自我和他人的情绪进行准确地

觉察、命名和理解的能力。情绪感知能力与个体的成

长环境或父母的教养因素息息相关。城市学生在成

长的过程中可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与陪伴，教育资

源相对丰富，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更多，这都促使其“共

情能力”发展地更好，因此，能够更加敏锐地觉察自我

与他人的情绪以及情绪的变化。

2.幼师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

的差异

职业认同方面，男女幼师生差异显著。在社会对

两性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取向上，人们一般认为幼师

应该是女性从事的职业，导致很多男幼师生在职业认

同方面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迷茫与自我探索，在自我同

一性发展中，他们很难把幼师角色与自我角色进行有

效地整合。

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和职业成长因子上，城市幼

师生显著高于农村幼师生。班杜拉曾指出影响自我

效能感的四大因素分别是亲历经验、替代经验、言语

劝说和情绪唤起［5］。据此，我们推测：城市幼师生的

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一般比农村幼师生优越，他们拥

有更多的亲历成功经验，自信心更足。城市幼师生父

母的职业与农村幼师生父母的职业相比，其社会地位

更高，工作和收入较为稳定，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也

相对更为优质与丰富，因此，其父母的代替经验也比

较乐观。城市父母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可能言语

鼓励和正面劝说也较多。农村幼师生因各方面处于

相对弱势，所以，在面对职业环境时，可能会有更高的

情绪唤起，导致他们比较焦虑，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职

业成功的期望。因此，无论在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还

是在职业成长（发展）因子上，城市幼师生都拥有更乐

观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能力。

（二）幼师生情绪智力、职业自我效能感在年级上

的差异

情绪智力状况并没有随着年级升高而增长，而是

在二年级时出现最低值，三年级达到最高值。其中在

情绪智力总分、情绪感知和自我调控方面，三年级幼

师生显著高于二年级幼师生。这可能与大学生的心

理发展因素有关：大一学生刚进入新环境，对大学生

活和专业前景期待较高，与同学相处时更愿意展现自

身最好的一面，所以，会尽力去理解他人，并做好自我

调控；而二年级学生在经历了大一的兴奋期后，面对

繁重的学业与人际压力，处于较为混乱的时期，导致

其情绪智力水平总体下降；进入三年级后，他们开始

调整心态，对自我、他人与环境的认知更加客观，从而

改变诸多不合理观念，情绪智力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在职业自我效能感发展方面，一年级幼师生的学

业效能感显著低于二年级和三年级幼师生，但一年级

幼师生职业认同程度最高。这可能是因为一年级幼

师生刚刚接触专业课学习，还未树立起学业自信，但

他们对职业的期待和理想化程度更高，因此，也就更

加认同幼师职业。

（三）幼师生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幼师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及各

因子分与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

正相关，即情绪智力越高的幼师生，其职业自我效能

感也就越强。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表明：情绪智力四

维度可以联合预测总体职业自我效能感25.8%的变异

量，而“情绪感知”因素对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力高

达21.3%。这些结果说明，情绪智力水平越高，情绪感

知能力越强，当遇到职业困境时，能够较好地识别和

理解自己的内心冲突，做到更加灵活地运用情绪促进

思维、解决问题，进而能够达到良好的职业适应状态，

从而逐步建立起较高水平的职业自我效能感。

五、建议

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通过提升幼师生的

情绪智力水平可以有效地促进其职业自我效能感的

改善。鉴于情绪感知因子对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

作用最大，在培养策略方面，应该侧重于培养幼师生

的情绪感知能力，包括对自我情绪的觉察、命名、反思

能力，对他人情绪的辨别区分能力或对面部表情、非

言语信息的敏感性等。通过组织开展“高情商幼师训

练营”，以团体心理辅导或心理健康活动课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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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学生情绪感知和觉察、情绪理解和表达的知识，

训练学生情绪沟通与情绪调节的技能，以此提高幼师

生的情绪感知能力以及整体的情绪智力水平。

关注农村生源学生。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农村

人口的家庭教育指导，开设父母课堂，传授养育知识

与技能，完善家庭功能，努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稳定、温

暖的家庭教养环境，改善亲子互动，引导父母或养育

者积极关注孩子情绪情感和自我意识的健康发展；另

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资源公平，重视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要积极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通过课程、辅导或咨询，培育学生良好的情绪智

力与自我效能感。

近年来男幼师的职业认同问题是学者们研究较

多的课题，无论是“政策支持、社会价值观引领、学校职

业认同教育”［11］，还是刘学金［12］提出的“认同的关键

在于归属感与自尊的满足、是从‘外赋’向‘内生’的过

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探讨。本研究认为，从个体心

智化水平发展的角度来看，职业认同也是自我认同、

自我效能的一部分，应该从更加微观的个人生命历程

和心理成长途径切入，开展“生命与生涯”、“职业选择

与自我探索”、“职业认同与自我成长”、“职业性别角色

与男幼师”等主题教育，深入探讨幼师职业与自我的

关系，促使男幼师生把职业角色与自我角色相融合与

统一。

本研究发现幼师生的情绪智力与职业自我效能

感水平均出现“二年级现象”，即发展出现类似倒退或

停滞不前的徘徊，针对这种“心理发展的高原期”现象，

为缩短这一阶段，我们认为应该着重改善学生对职业

与自我的认知水平，在其理想化破灭后，尽快缩短其

失落或迷茫的时间，从内心接纳现实与职业环境。学

校可以在二年级幼师生中开设情商课程，指导其人际

交往、恋爱、情绪管理的方法；此外，增加二年级幼师生

实习实践机会，并加强实习指导，与在园教师开展交

流会，探讨如何快速适应职业角色，借鉴成熟幼师成

长经验，调整不合理期待，行动上能够积极探索，寻找

适切的自我定位与职业定位，从而顺利地进入到自我

探索与上升的专业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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