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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Adaptation of
Newly-appointed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 an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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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reshcool education,Shaan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adaption of newly-appointed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 and
social support, the occupational adaptation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s to investigate 294 teachers from 16 kindergartens in Xi’an city, among which 157
new teachers were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vocation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above the middle level;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ocational ad⁃
aptation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has a certain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vocational adaptation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mong them, objective support can better predict the voca⁃
tional adaptation of new teachers. The conclusion goe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ocational ad⁃
aptation of new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social support, which can predict their vocational adapt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kindergarten; newly-appointed teachers; vocational adaptation; social support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为研究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调查问卷、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

业适应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为研究工具，对西安市16所幼儿园的294位教师，其中新入职教师157位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

发现：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正相关，

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客观支持可以较好的预测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结

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职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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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

表明，师德高尚、业务精良、保质保量的幼儿园教师队

伍是促进学前教育发展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96

年，国际教育大会提出的建议书中强调，社会各界应该

高度关注新入职教师的需求和发展，因为他们入职期

的职位与即将从事的工作对其以后的培训和职业发展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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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依标配备教职工、依法保障教师

地位和待遇、完善教师培养体系、健全教师培训制度等

方面加强对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新入职教师是幼

儿园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

与帮助对其顺利渡过职业适应期意义重大。

职业适应是学校或幼儿园需求与教师的个性特

征、教学能力之间是否具备基本的匹配关系，主要从工

作要求和教师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的［1］。以教师职

业的纵向发展为主要线索，主要包括职前、入职期及

职后三个阶段个体的发展特征、努力程度、学校的人文

环境及周围资源的支持与帮助等方面来探讨影响教师

职业适应的因素［2］。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够

缓解紧张的精神状态，使心理压力反应减轻、逐渐增强

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3］。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系统

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包括个人可

感受、察觉或接受来自他人的关心或协助［4］42 。

现有研究大多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压力、职业倦

怠、职业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入手，对职业适应与

社会支持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少，尤其是幼儿园新入

职教师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以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入手，探

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既能够引起人们对幼儿园教师

入职初期的不适应情况加以重视，也能够以社会支持为

切入点，建立促进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的入职支

持体系，完善和补充该领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西安市雁塔区、长

安区、高新区和未央区16所幼儿园的教师为研究对

象，公办园8所，非公办园8所，城区园10所，乡镇园6

所；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问卷298份，回收率为

93.1％，共获得有效问卷294份，有效率为98.6％，其

中，新入职教师157位，老教师137位。

2.2 研究工具

2.2.1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调查问卷

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测验之前，首

先通过问卷法了解被试者的背景资料编制了《幼儿园

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调查问卷》，此问卷共有11道题

目，包括年龄、从教时间、学历、所学专业、园所体制、园

所类型、园所地区、婚姻状况及编制等基本情况。

2.2.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量表

采用的职业适应量表是天津师范大学王静编制

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量表》。其包含职业心

理、职业技能、职业人际和职业环境四个维度。该量表

采用Likert的5点评分法，各部分的总分越高表示被试

者的职业适应情况越好。Cronbach a系数用来检验内

部一致性程度，此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13，

KMO值为0.821，此问卷信效度较好。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Cronbach a系数0.962。

2.2.3社会支持量表

选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测验幼

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0道题

目，其中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对支持的利用

度(3条)。社会支持量表的a系数为0.723，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的a系数分别为0.589，

0.612，0.546。在本研究中，此量表的a系数为0.572，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的a系数分别为

0.611，0.213，0.436。

2.3 研究步骤及数据处理

2.3.1研究步骤

采取团体施测，要求被试一次性填写完成上述三

份调查工具，当场收回。调查者在选定幼儿园园长允

许的前提下，和保教主任商定并安排具体的调查时

间。在约定时间，保教主任组织老师进入会议室，由调

查者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引导老师按照要求填写

问卷并予以当场回收。

2.3.2数据处理

将调查问卷所得结果进行量化赋值，用SPSS20

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处理。统计处理方法包括:描

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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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3.1.1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水平属于中等

偏上

本问卷采用5级评分，理论中值为3分，得分越高，

说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水平越高，适应能

力越强。反之，则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水平越低，适

应能力越差。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表1可以看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体

项目因子

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

职业人际

职业环境

职业适应总体

题目数量

10

12

4

16

42

M

3.575

3.770

4.092

3.845

3.789

SD

0.760

0.606

0.661

0.753

0.609

理论中值

3

3

3

3

3

表1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的描述统计（N=157）

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是3.789和0.609，各因子的平

均得分在3.575和4.092之间，这表明从整体情况来

看，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水平属于中等偏上。其中，

职业人际的平均分最高，各因子的平均得分排序依次

为：职业人际>职业环境>职业技能>职业心理，全部高

于理论中值。

3.1.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社会支持总体属于中等偏

上水平

社会支持量表分为十个条目，社会支持总体得分

为十个条目之和，客观支持为2，6，7条得分之和，主观

支持为1，3，4，5条得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为8、9、10

条得分之和。各因子的得分与理论中值作比较，得分

越高，说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反

之，则说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

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表2可以看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社会支持总体

表2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社会支持的描述统计（N=157）

项目因子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体

题目数量

3

4

3

10

M

9.191

20.764

8.110

38.057

SD

2.708

4.974

1.874

7.737

理论中值

9.5

18

7.5

35

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是38.057和7.737，社会支持总

体、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因子的平均数均高

于理论中值，客观支持的平均数低于理论中值，这表明

从整体情况来看，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社会支持总体

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三个因子的排序依次为：主

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客观支持。

3.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3.2.1幼儿园新老教师在社会支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异

为了探讨幼儿园新入职教师与老教师在社会支

表3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与老教师在社会支持上的差异（新入职教师N=157，老教师N=137）

项目因子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体

新入职教师

9.191±2.708

20.764±4.974

8.102±1.784

38.057±7.740

老教师

10.080±2.900

24.438±5.457

8.109±1.790

42.628±8.030

t

-2.717**

-6.037***

-0.036

-4.964***

p

0.007

0.000

0.971

0.000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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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的差异，本研究以社会支持总体及各个维度为检

验变量，以从教时间为分组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揭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与老教师在社会支持上的差

异，研究结果如表3。

表3可以看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与老教师在社

会支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老教师在社会支持总

体、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得分均比

新入职教师高。其中，在社会支持总体、客观支持及主

观支持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幼儿园老教师得

到的社会支持比新入职教师多，老教师对社会支持的

利用度高于新入职教师。

3.2.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在社会支持高低分

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揭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状况在不

同强度的社会支持下是否存在差异，将社会支持总分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最高分59分，最低分15分，将被试

按其社会支持总分分为高、低两组。其中，前27％的

是高分组，人数是42人，社会支持总得分是43分及以

上；后27％的是低分组，人数是42人，社会支持总分得

分是33分及以下，以职业适应总分、职业心理、技能、

人际和环境适应为检验变量，社会支持总分为分组变

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揭示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

分及各个维度的得分在社会支持高低分组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如表4。

表4可以看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分

和各个维度的得分在社会支持高低分组上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高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

在职业适应总体、职业心理、职业技能、职业人际和职

业环境适应的得分明显高于低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

入职教师。其中，在职业心理适应方面的差异性及其

显著(P<0.001)，说明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其职业适应现状越好，适应能力越强。

3.2.3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之间存

在正相关

为了探讨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各维度

与社会支持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对变量的各个因素进

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

表5可以看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

项目因子

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

职业人际

职业环境

职业适应总体

社会支持高分组

39.024±7.230

48.143±7.380

21.833±3.146

61.452±10.590

170.452±24.935

社会支持低分组

33.119±7.395

43.714±8.812

19.286±3.710

55.095±11.300

151.214±26.392

t

3.700***

2.605*

3.394**

2.660**

3.434**

p

0.000

0.011

0.001

0.009

0.001

表4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在社会支持高低分组上的差异（N=42）

项目因子

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

职业人际

职业环境

职业适应总体

客观支持

0.332**

0.217**

0.343**

0.263**

0.321**

主观支持

0.207**

0.154

0.245**

0.171*

0.212**

对支持的利用度

0.214**

0.143

0.154

0.187*

0.207**

社会支持总体

0.298**

0.208**

0.313**

0.245**

0.297**

表5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N=157）

会支持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值<0.01），说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越

多，其职业适应现状越好，适应能力越强。

职业心理适应与社会支持总体及各个维度之间

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值均<0.01），职业技能适应与

社会支持总体、客观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职业

人际适应与社会支持总体、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之间

存在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职业环境适应与社会支持

总体及其3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中，

社会支持总体及客观支持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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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相关程度最高，说明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

越多，其职业适应水平越高，适应能力越强，适应现状

越好。

3.2.4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具有

一定的预测作用

相关分析表明，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

会支持之间有密切关系，为了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本研究采取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分析，以

职业适应总体、职业心理、职业技能、职业人际和职业

环境适应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总体、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为自变量作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6。

因变量

职业适应总体

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

职业人际

职业环境

入选自变量

客观支持

客观支持

客观支持

客观支持

客观支持

R

0.321

0.332

0.217

0.343

0.263

R2

0.103

0.110

0.047

0.117

0.069

调整R2

0.097

0.104

0.041

0.112

0.063

F

17.793

19.185

7.676

20.612

11.554

Beta

3.031

0.931

0.583

0.418

1.099

T

4.128

4.380

2.771

4.540

3.39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6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N=157）

表6可以看出，分别以职业适应总体、职业心理、

职业技能、职业人际和职业环境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

总体及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均只有客观支

持进入方程。其中，客观支持可以解释职业适应总体

10.3％的变异，职业心理适应11.0％的变异，职业技能

适应4.7％的变异，职业人际适应11.7％的变异，职业

环境适应6.9％的变异，所有方程F检验达显著性水

平。这说明客观支持对职业适应各维度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即新入职教师得到的客观支持越多，其职业适

应水平越高，适应能力越强，适应现状越好。当然，幼

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现状并不完全由得到社会

支持的多少来预测，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受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但是增加对新入职教师的社会支持，对新

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讨论

4.1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现状

分析

4.1.1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体上呈中等偏

上水平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体及各维度得分

均在3.5分以上，职业适应现状总体上呈中等偏上水

平，但也有少数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状况不理想，适应

现状没有预测的好。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有：第一，随

着国家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园所数量快速上

升，幼儿园师资配备不足现象明显，为了补充师资队

伍，中小学教师转岗去幼儿园工作，全新的工作环境、

陌生的人际关系、差别明显的教学要求等原因影响其

职业适应现状。第二，部分园所因地区偏远、消息闭

塞、条件落后、教学设备落后、管理制度不科学等原因

不能及时给新入职教师提供培训、进修机会，阻碍其学

习及教学资源的获取，限制其教学能力的发挥，影响其

职业规划，挫伤了其工作热情。因此，职业适应情况不

理想。第三，部分教师因为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和

家庭方面的原因，对孩子缺乏耐心，觉得幼儿园事情琐

碎繁杂，职业情感不深切、职业理想不明确，他们的职

业适应现状也不是很乐观。

4.1.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属于中等偏

上水平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在社会支持总体、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的平均数均高于理论中值，

从整体情况来看，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

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没有老教师的社会支持现状

好。原因如下：第一，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刚踏上工作岗

位，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收入微薄，学生角色到教师角

色的急促转变让其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加之租房、交

通、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压力和购买学习资料与设备、进

修、培训等方面的学习压力让他们感受到的社会支持

较少。第二，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跟同事、领导处于磨合

期，父母、朋友都不在身边，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无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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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社交群体，面临强大的工作压力及心理困惑无倾

诉对象，不能及时分享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喜怒哀乐，得

到的精神支持较少。第三，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由于初

入职场，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都在适应和学习中，突

如其来的保教工作和科研压力让其束手无策，与同事、

领导和家长之间的感情积累尚在形成之中，不能及时

采用合理的方式与他人沟通，人际交往经验欠缺，所以

他们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要比老教师少很多。

4.2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分析

4.2.1幼儿园新老教师在社会支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异

幼儿园新老教师在社会支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异，老教师在社会支持总体及其3个维度上的得分

均比新入职教师高，在社会支持总体、客观支持及主观

支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新入职教师。探究其原因是：

第一，老教师随着工作时间的变长，职称也比较高，他

们的工资待遇相比新入职教师好，显然可以收获很多

显性的物质回报，得到的客观支持比较多。第二，幼儿

园老教师的资历深，工作经验丰富，经常会受到幼儿园

领导、同事和幼儿家长的重视与理解，很容易找到被认

同、被尊重的情绪体验，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较高。第

三，幼儿园老教师在工作中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

与鼓励，工作上有同事朋友的帮助，家庭方面也得到父

母、配偶和亲戚的理解与尊重，获得了很多精神食粮，

温馨和谐的幼儿园环境和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为他们

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无形之中给了老教师的鼓舞

与支持，他们得到了很多主观支持。综上所述，幼儿园

老教师比新入职教师得到的社会支持更多。

4.2.2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在社会支持高低分

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在社会支持高低分

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入职

教师在职业适应总体及其4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低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高社会支持组的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现状明显比低社会支持组

的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现状好。原因如下：第一，高社

会支持组的新入职教师得到很多物质上、社会网络和

团体的支持，获得了较高的自信心和主观幸福感，进而

产生了较高的工作热情，所以能较快的适应幼教工

作。第二，高社会支持组的新入职教师在工作上体验

到了被认同、被尊重、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心理上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对自己的工作有较高的满意度，所以职

业适应能力强。第三，高社会支持组的新入职教师能

正确面对工作应激，遇到困难时能充分合理的利用身

边的有效资源，工作满意度普遍较高。第四，职业适应

生存期的幼儿园教师由于角色意识相对薄弱、角色扮

演能力不足、角色规范认识不足等因素对教师职业的

角色适应存在障碍，因而影响其职业适应程度。

4.2.3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之间

存在正相关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体及其4个维度与

社会支持总体及其3个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除职业

技能与主观支持、职业技能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及职业

人际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外，其余

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对新入职教师

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其适应适应现状越好，适应水平

越高，社会支持与职业适应存在密切的关系。王双龙、

周海华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入职之前的教师不可或

缺［5］。秦琴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度越

小，工作压力越大，缓解教师工作压力，需要增加教师

的社会支持度［6］。原因如下：第一，较好的经济待遇及

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幼儿园教师产生积极的自我认

知和体验，形成更好的自我意象、自我尊重，并更主动

地探究本职工作内容的行为。第二，幼儿园正确的职

业导引、合理的发展定位及针对性的制度保证促使幼

儿园新入职教师形成积极、主动的工作动机和良好的

工作态度，有利于其职业适应。第三，良好的职业心

理、和谐的组织氛围及温馨的人文关怀可以激发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增强教师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加速新入

职教师的职业适应。轻松愉悦的工作氛围、温馨有爱

的家庭氛围及充分及时的情感支持可以增强工作团队

的凝聚力和新入职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促使其以积极

的心态对待幼教事业，缩短入职适应期。本研究中的

调查对象绝大数都是女教师，相比男教师而言，她们并

无强大的经济压力，良好的家庭氛围给她们创造了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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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愉悦的心理环境，为她们全力全意投入幼教工作提

供了保障。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新入职教师越能感到幸福感，越愿意继续从事幼教工

作，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完成工作任务。

4.2.4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具有一

定的预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教师职业承诺具有预

测作用［7-8］。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客观支持

与职业适应关系密切，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

的职业适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客观支持与职业心

理、职业技能、职业人际和职业环境适应均达到了统计

学上的显著性水平，客观支持可以较好的预测新入职

教师的职业适应。以往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两者的关

系，顾志勇提出，积极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对新入职教师

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9］。原因如

下：第一，合理的薪资水平、公平的社会福利、较高的社

会地位及科学的园所制度等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

适应至关重要。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与他们的物质

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在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

教师才有心思做好工作，才有足够的精力投放在工作

上，工资待遇是客观支持最重要的方面，合理的工资待

遇可以吸引人才，降低离职率，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热

情。第二，良好的职业心态、正确的自我定位和积极、主

动的工作动机可以帮助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形成职业认

同感，获得较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帮助其尽

快职业适应。第三，温馨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便捷多样的

工作条件可以增强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

职业价值感，减少职业倦怠，降低离职率，促进职业适

应。第四，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也会影响教师的职

业适应，一支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工作伙伴和专业能

力强、合作氛围愉悦的教师文化队伍也会潜移默化的

影响到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拉夫尔·费斯

勒等人的研究发现，“新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都会遇到

发展困境，积极的、支持性的组织环境比不信任的或者

孤立的氛围更有助于新教师度过入职期［10］。”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第一，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与社会支持均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第二，幼儿园新老教师在社会支

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老教师得到的社会支持显

著高于新入职教师，其中新老教师在社会支持总体、客

观支持及主观支持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三，幼儿园

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在社会支持高低分组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高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

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组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第

四，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总体及其4个维度与

社会支持总体及其3个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除职业

技能与主观支持、职业技能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及职业

人际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外，其余

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第五，回归分析得出，社会支持

对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职业适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其中，客观支持可以较好的预测教师的职业适应

现状。

5.2 建议

5.2.1新入职教师做好自我调适，充分利用社会支持

对于新入职教师而言，首先要树立自我成长意

识。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要根据实际需求积极向领导和

同事寻求帮助，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认知、职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要用发现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用包容的心

态对待周围的人、事、物，端正入岗动机，坚定职业信

念，在领导的鼓励、同事的帮助下提高自己的工作胜任

能力，在朋友与家人的分析下认识自己的特长、志向、

性格特点，正确的定位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有

效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实现自我成长。

其次，要提高自我反思能力。教师的反思包括教

育实践中教师自身的教学行为和活动过程，在反思中

调整改进自我表现，提高自我觉察能力，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入职初期，教师要培养自己的意志力，从点滴的

小事中完善自我，根据教育需求及时的填充自我，在老

教师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在教育活动和班

级管理中总结自我，通过日记、随笔或教学感悟的形式

反省自我，找出自己的优势与困难，争取在教育实践中

不断进步。

5.2.2幼儿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给新入职教师更多

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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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当务之急是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购

买先进的教学设备，拓宽教师获取资源和提高自我的

渠道，让教师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园所发展历史和办园

理念，查阅优秀教师的成长资料，进而帮助自己制定切

实可行的工作目标。

其次，还应该积极满足教师职后学习的欲望。为

教师提供学习进修的机会，如购置各类书籍、开通学习

交流平台、鼓励教师定期培训等，在幼儿园学习氛围、学

习环境上为教师的职后学习提供条件，这种合理期望的

满足会为其职业适应与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积极营造温馨和谐的人际氛围给新入职教师提

供主观支持。情感因素是促进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尽快

实现职业适应的重要因素，新入职教师来到幼儿园，面

临陌生的工作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管理人员与教

师之间创造平等、真诚的交流和沟通氛围，在生活、工

作上给予较多的关心与支持，带领全园建立一个和谐、

团结、互助的集体环境。

5.2.3政府要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促进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

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增强职业

保障机制，改善幼儿园教师工作待遇差、社会地位低等

问题，减少教师的流动性。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提高幼儿园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学习学

前教育专业，在源头上保证幼师队伍的充足。颁布相

关政策法规，规范幼儿园教师的资格考核制度、教师招

聘制度和教师评价制度，建立专门的幼儿园教师管理

机构，完善新入职教师的入职支持体系，提供充足的经

费等措施促进幼儿教师的职业适应。教育资源分配时

应该兼顾公平至上的原则，扶持薄弱园所，加大公共设

施投入，改善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环境，争取提高办学质

量，改善的教师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提升新入职教

师的职业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对偏远地区应该有政

策上的倾向和扶助，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园所体制之间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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