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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 pre-schoo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normal students and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professional emotion, 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ofessional behavior and career choice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through three-level coding step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their own conditions, important others, school learning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se factor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Among them, their own conditions have a more prominent
impact on professional emotion and behavior. Important others and school learnings have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Social factors have a certain role in regulating career
choi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between various componen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raining quality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fluence factors; grounded theory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专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厘清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培养质量，提升学前教

育师资队伍质量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学前教育师范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对专业情感、专业认知、专业行为

和职业选择的主观感受与认识出发，经过三级编码，归纳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为：自身条件、重要他人、专业学习

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专业认同，其中自身条件对专业情感和行为的影响较为突出，重要他人和专业学习对专

业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比较明显，社会因素对职业选择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笔者希望厘清专业认同各成分与不同影响因

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学前教育师范生提高专业认同，提高培养质量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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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师范生作为准幼儿园教师，是教师队伍

的后备军和生力军，他们专业认同水平的高低影响着

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1］2-52，进而影响学前教育师资队

伍培养的质量［2］。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在认知所学专业

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情感上的接受和认可，对专业的

投入与付出以及对是否依据专业选择职业，希望把这

一职业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目标的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

过程［3］。基于专业认同的内涵，笔者将其分为：专业认

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和职业选择四个层面。专业认

同的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学习者对专业

认同的程度，其中认知层面的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基础，

行为和职业选择层面的认同是基于前两个层面的认同

而产生的［4］。

随着个体学习体验和感受的变化，学习者的专业

认知、情感、行为等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影响专业认

同四个层面的因素也会有所侧重，但就专业认同整体

的发展来看，影响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的因素是

多样的，并且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已有的研究侧重于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整体考查影响专业认同的因

素，如年级、专业选择动机、志愿选择、自身特质与专业

的适合程度、学生的人格类型、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

资力量、社会舆论、就业前景、周围学习氛围、重要他

人、见习与实习等［5-11］。也有个别研究运用问卷法考查

了专业师资、专业就业、专业支持等外部因素对专业认

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三个层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专

业师资的影响高于专业就业对专业认知、专业付出的

影响，专业就业对专业情感的影响高于专业师资、专业

支持对专业情感的影响［1］44-45。还有研究重点考查了职

业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感对职业认同存在显著影响，且专业认同在学习能力

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12］40。

从以上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影响专业认同的因素

是多种多样的，已有的研究侧重于运用量化的方法，全

面考查影响专业认同或职业认同的因素，然而专业认

同由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等不同的层面组

成，哪些因素与这些层面间影响较为紧密，进而影响专

业认同呢？相关的研究缺乏这方面的深层分析。笔者

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深入了解不同类型高师院校不

同年级学生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职业选择

的形成、变化等过程，从而构建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

同的影响因素模型。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内部全面深入的了解被调查

者对问题认知的影响因素，被广泛的应用于影响因素

模型构建的研究中［13］，而目前运用该方法研究国内学

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笔者运

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被调查者进入专业

的原因，影响其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和职业

选择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

同影响因素模型。

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希望能为学前教育师范生自

身全面认识专业认同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为高师院校

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认同进而提高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对象

通过便利抽样，选取了江苏省和安徽省高校26名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作为访谈对象。江苏省三所高校，

其中1所高校有1年专业办学经验，另外2所学校至少

有3年以上专业办学经验。安徽省的高校属于3+1中

美联合培养。这四所高校都属于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受访者具体情况如下：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年级

学生分别为11名、4名、3名、8名，均为女生，其中来自

农村的11名，来自城镇的15名。样本编号按照受访时

间先后排列，分别从B01到B26。

（二）资料收集的方法

1.访谈法

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深度访谈是主要的研究方

法。通过与研究对象的深入交流，可以了解某一群体

的生活方式和经历，探讨特定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而提

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14］。本研究围绕“学前教育

92



总36卷 李丽，杨海华：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这一问题进行一对一半结

构化深度访谈，访谈时间为60分钟左右。为了保证研

究资料的真实性，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对整

个谈话过程进行了录音。每次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资

料进行及时转录。

2.访谈提纲

结合已有文献，编制影响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

业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先对三名同

学进行预访谈，结合访谈结果适当修改原访谈提纲，最

终确定的访谈提纲如下，并针对不同访谈对象对其进

行灵活调整：1）你能说一说你的学习经历吗？在求学

中你觉得什么（谁）对你专业选择的影响较大？为什

么？2）当你知道你被学前教育专业录取时，你当时的

心情是怎样的？现在呢？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

过程？3）你能谈一谈你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认识吗？与

之前你对该专业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期间什么

（谁）影响了你对该专业的认识？为什么？4）你能谈一

谈，你学习该专业存在哪些困难吗？你是如何面对这

些困难的？5）你对毕业以后打算从事什么工作做过规

划吗？是怎么规划的？6）你在专业课学习的过程中对

哪些课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为什么？为什么对其他

课的积极性不高？7）请你说一说，学前教育专业有哪

些优势和不足，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二、研究数据分析

对样本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并整理访谈稿，将录

音中与研究无关的内容剔除。全部访谈结束后，对22

个受访样本的有效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另外4个受访

样本的资料留作检验理论饱和度。编码包括开放式编

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过程。

（一）开放编码：原始资料和概念化

开放编码建立在研究者初步处理资料的基础

上。研究者通过对受访者谈话内容的分析，提炼出一

些简单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指认现象、界定概念、发现

范畴［14］。本研究尽可能地搜集与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

认同相关的信息和数据。经过多次整理分析，最终从

原始资料中归纳出了276条初始概念。为了节省篇

幅，选取部分作为例证，如表1所示。

序号

B2

B4

B13

B14

B18

B22

访谈文本中的原始性代表语句

声乐老师说把他的课排在第一节：“早上没有说完一百句话就来唱歌，喉咙

还没打开呢。”

没想到上学期第一节课他就压我们腿，压的我下楼都不能下，然后我就对

这个再也没兴趣了。

我长得比较胖，这样就算是去考幼儿园教师，人家也不会要我，经常有难过

失意的时候。

身边一些朋友有的已经工作了，平时会朋友圈发一些照片、学习的经历，让

我觉得学前教育很重要，还挺需要人去做的。

在幼儿园看到老师并没有那么耐心，保育员也蛮凶，太早去见习，会破坏我

们对专业的热情。

去实习的时候，家长就会讲，你怎么会想不开来当幼儿园教师。

概念化

G22上课时间不合理

G51严厉要求

G164 体型特点

G172 朋友工作经历分享

G214幼儿园教师消极做法

G269 幼儿家长的职业偏见

注：资料的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涉及大量的分析表格，为了说明研究过程和节省空间,文中只截取了部分表格，以此为例证，其

中B2代表第二个被采访对象，其余以此类推。G22代表第22个初始概念，其余以此类推。

表1 开放式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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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轴编码：范畴化和主范畴

在开放编码过程中，得到的一些概念都忠于原始

资料，需要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归纳、聚拢，提炼成一

个层级更高的概念，即范畴化。本研究通过不断提炼，

对276条初始概念进行了归纳，共得到15个范畴。如

表2所示。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已形成学前教育专业

认同影响因素的基本概念与范畴的基础上进行聚类，

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这些关联可以表现为“因

果联系、情景联系、相似关系”等。在建立关联时，需要

分析各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联结关系，

从而寻找线索。为了真正了解类属所蕴含的动机和意

图，必须将被访者的语言放到当时的情景下考虑，同时

还要联系被访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15］128。在主轴编

码阶段共得到4个主范畴，如表3。

范畴化

自身特征

学习基础

专业了解

职业理解

亲人影响

朋友影响

教师影响

幼儿影响

培养目标

学习条件

课程组织管理

教学内容设计

原始概念

G164体型特点；G26，G29，G85，G88，G109柔韧协调能力差；G125盆骨间隙小；G277性格内向；G262缺乏自信；

G96，G186，G194喜欢孩子；G50喜欢听歌；G236喜欢实践

G11，G66，G77，G166，G180，G201，G232技能零基础；G113英语薄弱；G14有美术功底；G19幼时有弹琴经验

G280朝阳产业；G281，G282有发展前途；G283，G284，G285意义重大；G286有利于下一代；G287，G288专业要求

高；G290学习内容多；G291本科比专科理论性强

G9模糊不清；G75，G222就业局限性；G266学历限制就业选择；G33，G89，G146，G191就业途径多；G80就业形势

好；G116满意工作难找；G136，G263前景美好；G240就业率高

G79亲戚是园长；G20家人不支持弹琴；G45亲戚小学教学经历；G59家人消极专业评价；G57家人负面性格评价；

G183家人专业肯定；G97妈妈是幼儿园教师；G119爸爸是教师;G2亲戚的学前教育学习经历

G101同学专业偏见；G71室友言语打击；G28，G105室友鼓励；G226，G256同学考证考级积极性；G32，G111，G145，

G165周围同学学习状态；G49，G67，G115室友学习积极性；G3朋友学前教育学习经历；G181，G208同学交流合作；

G275同伴支持；G24，G41室友对待专业的态度；G172，G249朋友工作经历分享

G10额外付出；G70，G149，G259教学灵活；G106公平幽默；G175，G257传授做人道理；G261关心爱护；G153因材施

教；G158专业水平高；G167，G182，G230，G237认真负责；G1，G31，G64，G114班主任专业建议；G5，G51，G60，G65，

G78，G84，G107，G110，G213严厉要求；G42，G46，G61，G76，G83，G131不科学的专业观；G74，G91抱怨课时；G126，

G141不负责任；G260区别对待；G92，G112抱怨课程安排；G142态度冷漠；G54，G90，G117教师间专业认知矛盾；

G94，G135，G148，G168横向比较；G21，G37，G53，G130，G147，G162专业水平低；G55，G143教学态度不端正；G69，

G134教学方式单一；G137教学教条化；G188，G216，G241素质差别大

G36，G251天性热情；G99调皮难管；G58复杂难教；G155，G195潜能无限

G187实践性人才；G160，G198，G207，G218，G264幼儿园教师；G211学术和技能兼顾

G72舞蹈教室小；G118，G255，G267，G242钢琴房少；G192硬件设置不足；G150，G197实训室材料丰富；G152专门

的琴房；G161师资力量雄厚；G193专业教师少；G265考编讲座多；G268出国交流

G6课时多；G8技能训练时间多；G30，G140，G144考试时间方式不合理；G73，G121，G133，G157，G163，G220，G233

课程安排不合理；G22，G132上课时间不合理；G159英语课过多；G39，G102技能课多；G174课程滞后；G7上下学期

课时变化大；G200技能课频繁换教师；G206钢琴大课效果差；G12，G63，G199课程丰富

G4，G15，G23，G56，G129，G225作业繁重；G16，G43，G52，G95，G104，G276技能教学难度过大；G18，G38，G48，G68

讲授内容多；G35，G86，G108，G120，G203，G258，G204，G215，G274，G278理论脱离实践；G103，G128，G139脱离教

材；G151内容适度；G154，G189作业适度

表2 范畴化过程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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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研究者最后所提炼出展示类属之间

关系的编码，它厘清了诸多概念类属及其内在联系。

通过深入分析15个范畴，发现个体自身条件、重要他

人、专业学习及社会是影响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

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

认同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图1 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型

最后，本研究采用了4位受访者的有效数据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没有发现四个主范畴外的其他

范畴，且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初始概念。因此，笔

者认为，通过扎根理论得到的“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

同影响因素模型”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三、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模

型阐释

（一）专业情感和行为与自身条件的关系

身体条件和技能学习的零经验直接影响着个人

对待专业技能课的情感，进而影响专业学习的积极

性。在自身特征的范畴化中，学生提到较多的是自身

的体型、柔韧性、盆骨间隙小等不适合练习舞蹈，如有

的学生认为“再怎么练习也下不去腰”“没办法为了考

试过关，只能临阵磨枪”。自身的这些因素大多是不可

改变的，影响他们对待舞蹈课的情感和练习舞蹈的积

极性。已有的研究也认为，技能零基础的学生，学习舞

范畴化

见习实习

社会舆论

工资待遇

政策管理

原始概念

G17幼儿园吵；G27，G202分班不合理；G62，G87，G127时间短收获小；G100大一见习效果差；G123，G253见

习累收获小；G124，G138见习记录多要求高；G221，G229参与机会少；G47，G214幼儿园教师消极做法；

G273教师指导少；G228强迫统一实习；G254，G248家长难沟通；G219实习与考研冲突；G234锻炼胆量；

G272见习时间早好；G243见习幼儿园质量高；G184提高实践能力；G190提升理论水平；G196学习理论如何

运用实践

G44，G93，G98，G246虐童事件负面影响；G40，G156，G171，G177，G217，G224，G227社会认同度低；G82，G170，

G244，G270本科生做幼儿园教师屈才；G160，G198，G269幼儿家长的职业偏见；G238重视程度分地区

G13，G25，G34，G81，G122，G178，G247工资少；G179，G173，G212，G252工资待遇差别大；G205，G271付出与收入

不成正比；G210福利差；G169实习期工资高

G185政策引领；G176，G209，G239，G279二胎政策；G223编制少；G245，G231监管不严；G250检查多

主范畴

范畴化

自身条件

自身特征

学习基础

专业认知

职业认知

重要他人

亲人影响

朋友影响

教师影响

幼儿影响

专业学习

培养目标

学习条件

课程组织管理

教学内容设计

见习实习

社会条件

社会舆论

工资待遇

政策管理

表3 主范畴编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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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声乐等技能类课程的难度较大，学生往往觉得自己

不管怎么努力都弥补不了后天的不足，也没有能力学

好这个专业［16］。

（二）专业认知、情感和行为与重要他人、专业学习

的关系

1．专业认知、情感和行为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学生对专业的情感、认知等受大学老师的教学观

念、态度、方式和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较大，这些老师既

有技能课教师，也有理论课教师。学生认为，技能课教

师过于严厉，专业观念不科学，如“舞蹈老师很严厉，

也不怎么关心学生，三年的舞蹈课让我很讨厌舞蹈”

“技能老师说幼儿园教师工资低，必须要把声乐学好了

以后开培训班赚钱。”技能课任教老师的专业认知直接

引导着学生的专业或职业认知，如“技能课教师看不起

幼儿园教师，他们连自己的观念都转变不了，就更没有

办法来转变我们的观念了。”部分学生认为，理论课教

师的专业水平较低，这无形中导致了学生对专业的不

满。如“名著导读老师说我要是再教学，就不让他们

干嘛，感觉我们像被试验”“学校聘了一些外教，那些外

教没有教师资格证，也不懂得如何教，现在我们的英语

课很少有人去听，听了也不会有进步。”从访谈内容来

看，专业水平比较低的教师主要集中于专业基础课的

理论课教师，这些教师主要是没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

或缺少代课经验。

技能课教师对专业的态度与认知的偏见主要因

为大多数高师院校学前专业的技能教师缺少专业背

景，对学前教育专业以及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理解较片

面。而一些院校招生年限不长，高学历高层次的专业

人才不足，导致专业理论教师“不专业”的现象，这也与

目前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基本都存在高学历高层次

的人才以及有从业背景的技能课教师空缺的现状相符

合［1］51。此外，也有部分学生提到教师的教学方式灵活、

教学态度认真、教学有感染力等，这些对学生形成积极

的专业情感和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相关研究也

表明，教师对学生人性化关怀同样影响到学生的专业

成长，良好的师生氛围能够较好地提升学生对专业的

态度［1］51。

此外，朋友的学习状态、专业态度与行为等对个

体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这里的朋

友主要是大学舍友、同班同学以及高中朋友等。如“在

宿舍，如果大家都不练，你自己练就觉得很尴尬”“其他

人都在学，如果我不学就会落后，我就一定要学。”亲

人的专业观念与态度、对学生个体的评价、他们的职业

以及幼儿的性格特点等也是影响专业认同的重要因

素，但相对而言没有教师与朋友直接。因为在大学里

与学生发生日常互动的主要是朋友和教师，这种互动

关系对学生专业情感和行为产生直接又深远的影响。

2．专业情感和行为与专业学习的关系

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组织管理、教学内容设计、

见习与实习和学习条件等因素对学生专业情感和行为

影响较为明显，其中教学内容设计、课程组织管理与见

习实习对学生专业情感的影响尤其关键。本研究发

现，学生对教学内容设计、课程组织与管理以及见习实

习表现出更多负面感受。学生对课程组织管理的不满

意主要表现为：对任课教师的安排、不同课程的教学时

间、考试时间等安排的抱怨；对教学内容设计不满意主

要表现为：教学内容难度大、不实用、繁重，前两者重点

体现在技能课教学，后两者主要是理论课教学。如“学

前心理学跟教育心理学会有交叉，不知道哪边是哪边”

“从事学前教育最需要的是和小孩子的交流，但这些课

都没有涉及到”等。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学生对课程开

设诸多不满，主要表现为理论课过多，负担重，实践性

课程过少［17-18］。

从课程实施的层面来看，“课程组织管理”与“教学

内容设计”体现了不同的实施者，课程组织管理的实施

者是学院领导，教学内容设计的实施者是教师。学院

课程组织管理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教学内容的设计上

出现问题。如在安排任课教师上，如果学院选择没有

任课经验或者非专业的教师教学，这些教师在教学内

容的处理上多少会有误差；如果学院在同一学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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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门内容相近的课程，则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也会有

一定的重复或疏漏。在课表的安排上，如果把技能课

与理论课安排在一个时段上课，但同时忽略两个课间

上课地点的远近，也会引起学生抱怨。

学生对见习实习的抱怨主要表现为：见习时间短

收获不大，见习太早降低专业热情，见习记录多，实习

校外指导老师指导较少，强迫统一实习等。如“在幼儿

园，老师并没有那么耐心，保育员也蛮凶，太早去见习

会破坏我们对专业的热情。”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学生

对教育实习的管理、实习的时间与次数以及校内外实

习指导老师指导的满意度等都较低［19］。并且有实习

经历的学生反而低于无实习经历学生的专业认同

感［7］19，这也反映了学生认为见习过早会降低专业热情

的合理性。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校对见习与实习的规

划不合理有关。

总之，从访谈结果来看，学生对课程组织与管理、

教学内容设计以及见习与实习表现出更多负面感受。

教学内容设计、课程组织与管理、见习实习等的不合理

会影响教师教学，而教师的教学观念、态度等与这些方

面密不可分，它们互为联系，共同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

（三）社会因素对职业选择的调节作用

社会因素对学生职业选择具有一定的调节作

用。本研究发现，学生觉得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幼儿园

教师是没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职业，本科生做幼儿园教

师较屈才；另一方面幼儿园一旦爆出“虐童事件”等负

面新闻，媒体会不断谴责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质

疑幼儿园教师群体的职业素养，这些无形中会动摇学

生的专业信念，对学生的择业取向造成负面影响。相

关研究也认为，学生不想选择幼儿园教师这个职业，

主要是因为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较低，且社会舆论对

幼儿园教师群体的负面评价会影响学生对待职业的情

感［12］46。

此外，研究还发现，就业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大部分学生对专业的就业前景抱

积极态度，能意识到专业就业形势较好，可选择性也较

多，但通过见习实习学生能深刻感受到教师的工资待

遇低，付出与收入有较大差距。如“见习的时候，听老

师说辅助老师工资是1800，这和我现在生活水平差不

多。我就想赶快毕业，然后跳出这个牢笼。”这是导致

学生毕业后选择其他行业的关键性原因，这与龙宇等

人的研究结论一致［1］52。关于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

的研究表明，在编与非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差距较

大，非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明显低于在编幼儿园教

师［20］，并且即使在发达地区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的工资

水平同样很低，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21］。因此，高

等院校在组织学生见习实习时，应重点选择公办优质

园和有编制的幼儿园教师作为实习指导教师。

最后，政策对职业选择也有一定的作用。通过访

谈发现，学生认为幼儿园管理呈两极化趋势，一是对幼

儿园的监督与检查过多，加重教师的工作量，如“去幼

儿园实习的时候，老师的精力基本都在应付上级检查，

还要做环创，很少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当时就对这个

专业产生怀疑。”相关研究也表明，目前的督导评估主

要强调结果鉴定，注重收集、整理和分析幼儿园的相关

信息，这种评估导向无疑让幼儿园教师成为最“忙碌”

的群体［22］，准备材料、布置环创等事情会挤占老师与幼

儿互动的时间。二是一些民办园的监督与管理不够，

导致有些幼儿园教师“无证上岗”。如“有的幼儿园不

需要教师资格证就可以进去，因为这些存在，让这个专

业一讲出来，就会让人家警惕性很高。”总之，这些社会

因素的存在影响学生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选择，进而影

响专业认同。

四、教育建议

（一）坚定专业理念，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访谈发现，大多数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抱有积极

的态度，基本能认识到该专业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意

义，也能认识到本科生与专科生的专业差别，但限于自

身的性格、身体条件等因素而对专业技能课程学习产

生畏惧感。普通本科生因为不具有舞蹈、音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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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在学习技能课程时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困难，这

会影响他们对待专业的情感。这需要他们一方面，不

断加强专业理念，深刻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和独

特性，热爱学前教育事业，认识到关爱、尊重、信任儿

童，才是一名准教师必备的理念，这也是今后成为一名

合格教师的根本。另一方面，学前教育师范生还需要

在专业学习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认识到专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而绘画、弹唱、舞蹈

等操作技能，相比较观察了解幼儿、交流与沟通、教育

活动设计与组织等技能而言，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

用。因此，在专业学习生涯中需要他们努力提升自身

的综合素质。在坚定的专业理念的引领下，不断扩充

自身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进而不断提高专

业认同感。

（二）营造良好师生生态环境，提升专业热情

研究发现，学前教育师范生技能课程教师的专业

观念和态度影响学生对待专业的情感和认知，且学生

普遍认为技能课和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难度过大，脱离

幼儿园实践。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因为一

方面，技能课程教师缺少对学前教育专业的深入理解，

他们对待专业的态度和做法不够“专业”会无形中传递

给学生，降低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在选

择教学内容时，较多的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忽略了

学生的基础以及幼儿的实际需要。此外，理论课程的

教师也有一部分没有专业背景，缺少幼儿园实践的经

验。因此，在设计课程内容时也可能会导致内容有偏

差。而教师是“重要他人”中对学生专业认同影响最直

接，也是最重要的人。因此，教师应该反思自己的专业

观念和态度，提升自身的教学素质，营造使学生热爱专

业、热爱学习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优化与合理组织课程，稳固专业认同

本研究发现，学生对课程的抱怨主要涉及不同类

型课程的上课时间与地点安排不合理，同种类型课程

内容重叠，以及见习实习管理死板低效等问题，这些严

重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之所以出现不同类型课程时

间与地点安排不合理，可能与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对课

程性质不熟悉，或者缺少相关课表安排经验有关。这

需要学院层面及时倾听学生反馈，了解学生上课情况，

有效避免上述问题。学院层面在制定培养方案以及课

程教学大纲不严谨等，可能会导致同种类型课程安排

在同一学期，且内容有交叉重叠。这需要学院层面在

制定培养方案时，向其他院校汲取经验，聘请理论专

家、一线骨干、园长等多次讨论制定合理的培养方案。

在确定课程大纲时也需要学院组成研讨小组，多次讨

论确定课程内容及课时，避免不必要的内容重复。

此外，学生在见习与实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

感受，主要与见习与实习管理不到位、指导效果不佳等

有关。见习实习是一个贯穿大学四年，且对学生专业

认同产生影响的重要“学校学习”因素之一。因此，学

校层面需要对专业见习与实习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与要

求，对待不同年级的学生，要弹性处理见习与实习问

题，规范见习实习教师指导程序，提高见习实习质量。

（四）优化督导评估机制，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经济

地位

幼儿园监督与管理的问题会影响教师的行为和

情感，进而影响实习生对待职业的选择。因此，对不同

类型的幼儿园其督导评估机制应有所不同。对于规范

化办园的幼儿园，督导评估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

注重幼儿园在评估活动中的主动参与，强调自我评估，

减轻教师教学之外的负担。对于新办园，政府要加强

监督与管理，确保办园符合基本要求和标准。

影响学生选择幼儿园教师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低，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因

此，国家还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

引更多的师范生投入到幼儿园教师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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