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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教育实习中师范生情感体验对其专业成长的重要影响，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公费男幼儿师范生在教育实习

中的情感体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公费男幼儿师范生经历了从紧张忐忑到挫败，再到收获成长喜悦的复杂情感

变化过程，而主要影响因素聚焦在师范生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幼儿、幼儿园指导教师和同伴四个方面。研究据此提出以下两

方面建议来优化男幼儿师范生的情感状态，以期不断提高公费男幼师培养质量：一是强化专业能力培养与发展定位引导，助力

男幼儿师范生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认同感；二是加强情感教育与外界支持，助力男幼儿师范生学会情感管理、专业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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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paid Male
Pre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in Teaching Practice

XIAO Y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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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teaching practice on their 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paid male pre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in teaching practice mainly by case study. Research finds that government-paid male pre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expe⁃
rienced a complex change emotionally from nervousness to depression and to delight of gain and growth, and the major influen⁃
tial factors mainly exist i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own practice ability, preschoolers, instructors in kindergarten and their
fellow student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government-paid male pre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2 aspects. Firstl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eir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self-efficacy and self-
identity; Secondly, increase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external support and help them learn to manage their emotion and achiev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aching practice; government- paid male preschool teaching stu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case study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研究中开始重视教

师情感的作用。许多学者发现情感是教师专业

学习，同时，也是专业认同发展的核心因素，起到

一种“胶水”与催化剂的作用[1-3]。部分研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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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聚焦师范生的情绪情感，如，探讨师范生专业

情感与专业认同的联系、师范生的学业情绪、情

绪劳动等[4-7]。尽管不同学者研究方向不一，表述

不同，但基本形成以下共识：情感因素是师范生

学习的核心成分，并影响师范生的认知表现、学

习动机、专业认同和学业成就[8-9]；甚至在师范生

学习成为一名教师的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10]。

更重要的是，师范生体验到的情感不仅会反映在

自身的学习过程中，还会影响到他们真正成为教

师以后的教育行为[11-12]。进一步调查师范生在各

类学习活动中的情感状态，结果显示：师范生在

教育实践中经历了最为强烈的情感体验，且对师

范生的专业学习甚至未来的职业选择产生重要

影响[13]。

公费师范生作为我国为促进教育公平所采

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批学生是否爱教、乐教，直

接影响该政策成效[14]。其中，幼儿教师的职业特

性、社会大众对这份职业传统的性别认识等让公

费男幼儿师范生经历了比普通公费生更为复杂

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实习过程中面对一线教育情

境下的孩子、家长和同事时，该问题尤为凸显。

基于此，本研究重点聚焦公费男幼儿师范生，探

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育实习过程中，公费男

幼儿师范生经历了哪些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体

验对他们的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二是实习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公费男

幼儿师范生的情感体验起到主要的影响作用？

通过以上问题的探讨，期望借助情感研究的力

量，不断提高公费男幼师培养质量。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教育实习

《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师范生教育实践具体指师范生深入

一线体验教育教学工作，一般包括观摩见习、模

拟教学、专项技能训练、集中实习等多种形式。

本文中的教育实习指向培养师范人才的院校集

中组织的毕业实习工作。

（二）师范生情感

关于什么是情感？心理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

识，但已有研究基本认为情感过程是由许多子系

统构成的一个网络变化过程，这些子系统包括评

价、主观体验、生理学变化、情感表达、行动倾向，

概括起来包括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性三个方面，

彼此相互影响但又相互独立。教育领域在谈论教

师情感时通常将教师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

感，其中积极情感指向高兴或个体取得进步后感

受到的情感类型（如快乐或满足感）；消极情感则

指向生气、沮丧之类的情感类型[15]。本文采用以

上界定来探讨实习过程中师范生的情感体验及其

行为倾向，并进一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结合前期问卷调查与

日常交流结果，本研究主要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

典型个案抽样，选取了F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的A同学来进行研究。与大部分选

择报考公费男幼师项目的男同学一样，A同学主

要是看重该政策带来的的一些利好，如，毕业后

能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学费有所减免等，最终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选择成为一名公费男幼儿师

范生。但在学习过程中，受学校所学课程和社会

观念影响，特别是到幼儿园开展教育实践时，自

身综合素质与幼儿教师岗位所需之间的差异、与

女同学的能力对比等让A同学对当初自我的专业

选择产生怀疑，甚至倍感失落。尤其公费师范生

的就业限制，让A同学处于更加复杂的处境中，其

情感体验也更为丰富。综合各方信息发现，该同

学的状态比较能代表大部分公费男幼儿师范生

的情形。因此，调查A同学在教育实习过程中的

情感变化过程，一定程度上能揭示这一类群体的

典型状态，但无法证明全国的基本情况。

（二）研究思路与资料收集

基于情感本身的复杂性和内在性，本研究采

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了访谈、文本资料、直

接观察三种来源收集资料。访谈部分，鉴于情感

研究是比较私密的话题，研究者在正式访谈之

前，利用下园指导学生实习的机会与研究对象进

行了较多的互动，借此增进双方的信任与了解，

并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初步地沟通，也与A同学

的幼儿园指导老师和同班实习生进行一定交流；

正式访谈采用半结构方式进行；文本资料部分，

主要指向实习过程中A同学的日常反思性笔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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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结束后的总结报告，同时，包括A同学在毕业

实习期间微信朋友圈中与实习相关的内容；直接

观察部分，指实习过程中研究者作为A同学所在

实习园所的带队老师，每周下园指导时对A同学

实习状态的直接观察与记录。

访谈过程中，在征得A同学的同意下，研究者

全程录音，并在访谈过后，将录音转为文本，对其

进行分析，在第一次访谈过后，研究者针对部分

问题，跟A同学进行了后续的交流与确认，此外，

还对访谈文本与A同学的实习笔记、报告，研究者

的直接观察记录进行验证。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从紧张到自信，公费男幼师生的情感体

验总体呈现积极变化，但始终伴随挫败感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会

经历大量的情绪情感变化，且总体表现出更多的

积极情感[16]。与上述研究结论既有共性又有所

区别的是，伴随自身能力的发展变化，实习过程

中A同学的情感体验总体处于积极的动态变化过

程，但却有一种挫败感始终如影随形。

1.初次入园，，紧张与忐忑伴随

为保障教育实习质量，F校学前专业学生的毕

业实习均安排在省级示范性幼儿园开展，学生在

入园实习前普遍就很期待。有学者认为，这种对

教育实习的高期待感是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体验

到丰富情感体验的重要原因[2]。A同学被分配到

的Y园更是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百年老

园，对于去这样名声响亮的园所实习，面对优秀的

幼儿和教师，出于对自身能力的担忧，这一阶段A

同学主要感到紧张、忐忑，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完成

各项实习工作。在这种情况下，A同学主观上努力

调整自己的状态，并通过观察与模仿教师的做法

来与幼儿互动，但自我感觉效果不佳，认为幼儿更

多是听从了“身为老师的我”这一身份的意见，而

不是真正认可“我”个人的观点或做法，观察笔记

如下：

因为Y园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很高级、很厉

害的样子，名声也比其他园响亮，刚开始去的时

候很忐忑，而且那里的孩子跟自己在别的园实习

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相对来说接受能力更

强。Y园的老师也好厉害，整个带班过程很紧凑，

上课、安抚孩子，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让人觉得

Y园名副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本身不是很

优秀（特别是跟女同学对比），但居然被分配到这

里来，就有点小卑微，然后就很紧张了，想说我什

么时候可以像她们那样子。

刚开始就是作为观察者，努力去观察老师怎

么带班，怎么组织活动，将一些对自己比较有影

响的做法学起来，刻意去模仿一下。但感觉效果

不是很好，每次按照老师步骤去弄，感觉事情并

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因为我是老师，我说了这样

子，孩子就觉得是这样子，感觉怪怪的。

2.开始带班，，体会强大挫败感

随着与老师、幼儿熟悉程度的不断提高，A

同学紧张忐忑的心情得到了缓解，日常与幼儿的

交流也越来越顺畅。但开始实习独立带班任务

时，A同学感受到了强大的挫败感，这一阶段的

挫败感主要来自幼儿的反应[17]。幼儿的不配合

行为导致A同学无法实现顺利组织好教学活动

这一目标，由此带来的疲惫与压力，使该同学的

沮丧感和失败感更加严重。在A同学看来，幼儿

的不配合行为代表的是对自身能力的不认可，进

一步加剧了A同学对自我能力发展的怀疑，反思

笔记如下：

挫败感是从带班开始的，感觉老师好像很容

易带着孩子组织活动，但是自己去组织的时候，就

不是那么容易了。最开始的时候很懊恼，挫败感

很强，比如，我邀请孩子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是

想要她们通过举手这个方式来回答，但孩子是直

接就在下面把答案喊出来；还有当我想请一些孩

子上来表演，或者说给大家示范的时候，没有孩子

愿意上来，或者是大家都抢着上来了，但上来的时

候又不按照我的指示来，总是自己玩自己的，这些

环节就让我觉得原来我这么失败。

除了幼儿的“不配合”之外，来自同伴的压力

是这个阶段A同学挫败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无论

是与幼儿之间的日常互动或是各类活动组织，幼

儿在其他实习生面前“更听话”的表现都让A同学

感觉同伴远比自己来得优秀，这使他倍感失落并

产生大量抱怨行为，进而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

信，证实了其他研究提出的消极情感体验会降低

个体自我效能感的观点[18]。幸好经过身边同学

的开导，A同学很快调整状态，并意识到自己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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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的学习状态对自身专业发展产生的消极

影响，反思笔记如下：

Z同学（班上的另一名男实习生）的性格比我

活泼，跟孩子就比较合得来，经常孩子在游戏的

时候，Z同学总能马上融入进去；W同学（班上的

一名女实习生）的上课方式给我的感觉很好，因

为她不管是组织活动，还是说带领孩子做一些游

戏之类的，孩子的反应比较好。感觉孩子比较愿

意听他们的话，这让我很失落。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整天抱怨，后来指导教师

说：“抱怨有用吗？你还不如学学他们是怎么做

的。”给我的启发就是说，对，他们那么厉害，我为

什么不学？学老师也可以，学同伴也可以。比如，

我去观察W同学上课的方式，她是怎么开始，怎

么结束的。还有就是看老师怎么组织活动，然后

自己就仿照做。我自己回头反思，之前大一大二

下园实习的时候有点浑水摸鱼了。

3.得到认可，，收获成长喜悦与自信

面对强烈的挫败感，A同学努力调整自身情

感状态，并加强自我反思，同时，积极向指导老师

和同伴请教，不断了解自身存在不足、寻求改进

建议。在一次活动组织过程中，A同学收获了幼

儿的积极配合和指导老师的肯定，体验到进步的

喜悦，由此也逐步建立自信,开始更积极主动探

索教育活动的有效实施策略,这证实了积极的情

感体验会激励师范生更富有创造性地去开展教

育活动[15]，反思笔记如下：

有自信是从 X 老师的一次夸奖中建立起来

的。我记得那一次《武术兵器》的介绍课，我准备

了挺久的，上课前在老师的建议下又去别班借了

孩子表演游戏用的武器，在课堂上请幼儿实体接

触。那节课整个过程很流畅，幼儿兴致很高，都

很配合，结束后，X老师夸我说这是你最成功的一

次课，保持住，从那次起，我就很有信心，以后上

课就会去寻找一些比较贴近活动主题的小道具，

既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同时，又可以很好的控

场，使自己的活动顺利开展下去。

4.自我目标未达成，，喜悦与挫败感并存

组织活动越来越顺利，A同学感受到成长的

喜悦和被教师夸奖的满足，但挫败感依旧存在，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来回交织。这一阶段，A同

学挫败感的来源不再是幼儿，而是自身能力表现

没有达到个人要求，也总觉得同伴更为优秀。这

表明师范生的情感体验与其个人设定的目标有

关，目标的未达成会引发实习教师的消极情感，

同伴之间的竞争也会带来一定影响[15]，反思笔记

如下：

这一时期的感觉比较多，有老师夸奖的满

足，有和小朋友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时候的挫败

感不强了，但还是会有。挫败感主要是来源于自

己，不是孩子。可能带班的时候没有达到我自己

想要的那种效果（流畅、孩子反应好），就有些小

挫败。就觉得我活动设计明明可以写得很流畅，

但为什么实施起来却不是那么流畅。另外，一和

同伴相比，自己也还是觉得输他们一截。

5.实习尾声，在爱和感激中“坚守”

实习的最后，A同学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体

验是对孩子们的不舍，一直存在的挫败感消失了

很多。同时，也感觉自己通过这次实习收获满

满，与幼儿、指导老师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幼儿

的爱与关怀、对指导老师的感激，更加坚定了在

接下来的顶岗实习期间要加倍努力学习、不断成

长的信念，期待将好的教育经验带到自己未来从

教的岗位上，反思笔记如下：

实习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两三周）就变得很

不舍，没有很多挫败感。（实习结束）那天中午，园

指导老师特地带着孩子们给我们开了一个离别

欢送会，收到孩子们的离别礼物时，看着他们，我

的心都要融化了，我实在太爱这些孩子了，那天

我和Z同学都哭了，在Y园，我们收获满满，我们

参与了幼儿园的活动，见证了幼儿的成长，得到

了幼儿的喜爱，还有幼儿园指导老师的肯定。毕

业实习结束前，我马上又申请了继续在Y园进行

顶岗实习，我希望能在这么优秀的幼儿园里多学

到一点东西，以后将这些好的做法用到我的正式

工作中去。

（二）实习过程中男幼师生的情感体验受到

多因素影响，但自身实践能力水平为核心

对实习过程中影响公费男幼儿师范生情感

体验的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师范生

的成长规律，为不断提高男幼师的培养质量提供

相应的启示与借鉴。整个实习过程中，A同学描

述最多的影响自身情感体验的因素主要跟幼儿

有关，此外，幼儿园指导老师和同伴也较多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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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但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A同学的主要担心

和挑战聚焦在自身的教学能力与行为表现上，这

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19]。

1.自身教育实践能力是影响公费男幼儿师

范生情感体验的核心因素

实习初期，A同学感到紧张忐忑的主要原因

源自对自身教育实践能力能否有效完成实习任

务有关，而实习过程中，他的情感体验更是基本

受自身带班活动的质量所左右，用他的话来说就

是“带得好就感觉好，带的不好，就感觉不好”。

当组织活动受到认可后，师范生会产生满足感之

类的情感体验（今天带班，如果顺利，我就会整天

很兴奋，很满足）；而这种积极情感会进一步提高

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激发师范生更积极主动去思

考与探索如何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反之，当自身教育实践能力持续不

受到认可时，则会带给师范生诸如沮丧、失望等

消极情感，甚至怀疑自身成为一名教师的胜任

力、适宜性。这表明，实习过程中公费男幼师生

最关注的对象是自己，这与福勒提出的教师专业

发展阶段理论中“任教前关注阶段”的观点一致，

“我”的能力与表现是影响实习过程中师范生情

感体验的最核心因素。

2.幼儿是引起公费男幼儿师范生强烈情感

体验的首要因素

当讨论引发自身情感体验的相关因素时，幼

儿是最先被A同学提及，也是被谈论次数最多的

因素。幼儿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幼儿在活动中的配合度与参与度。当幼儿在A同

学组织活动或带班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配合行

为时，会带给A同学非常愉快的情绪体验；反之，

则相关。在A同学看来，活动的顺利组织，既代表

着孩子对自己这节课的认可，也代表着孩子认可

自己、喜欢自己。相关研究也发现，幼儿的认可

是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主要

原因[2]；二是与幼儿之间形成的良好师幼关系，是

引发A同学产生诸如爱、满足等积极情感体验的

重要来源。例如，教师节第一次收到幼儿自己动

手做的花，幼儿与自己分享小秘密等，都让A同学

对孩子产生浓浓的爱意，并进一步坚定自己未来

要成为一名好幼儿教师的决心与信心。

3.园所指导教师的认可与支持是引起公费

男幼儿师范生积极情感体验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幼儿园指导老师的认可有助于师范

生建立自信心，如A同学经历实习初期强烈的挫

败感后，第一次产生自信就缘于一次活动组织过

后得到指导老师的认可与表扬；另一方面，实习

过程中，幼儿园老师与师范生建立平等、互相尊

重的师生关系，给予师范生情感上的支持和具体

的业务指导等都会引发A同学产生感激、满足等

积极情感体验[11]。A同学表示，很庆幸自己遇到

会不断给予鼓励、给出具体的指导建议但又尊重

实习生想法的指导老师，这让他“感觉很好，不用

受很多限制，可以去尝试很多种经验与做法。”

4.同伴带给公费男幼儿师范生情感压力，，但

又形成情感支持，，且促进能力提升

同伴的竞争与合作是引发公费男幼儿师范

生情感体验的另一因素。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

动，A同学总会跟其他实习生、特别是同一实习班

上的2位实习同学进行比较，并认为他们比自己

优秀，进而对自我产生失望的情感体验。指导教

师让A同学平时多向另外2位实习生学习，无形

中又进一步加强了A同学的压力感。特别是与女

幼师生对比，男幼师生对自我能否有效胜任幼儿

教师这份职业，似乎天生“底气不足”。尽管随着

实习时间的推进，A同学的教育实践能力不断得

到提高，但总感觉“比不过女生”。本研究认为：

男幼儿师范生对幼师职业和自我能力的上述认

识，是其挫败感始终无法得到消解的重要原因。

在造成情感压力的同时，同伴在A同学实习的过

程中也发挥了很强的情感支持功能，如，帮助A同

学及时疏导一些不良情绪，给予A同学相应的鼓

励与认可，同伴的支持使A同学得以有效缓解实

习初期的紧张与挫败感。此外，同伴也成为A同

学重要的学习资源，通过与同班2位实习生的交

流，观察与学习他们有效的做法，A同学在活动组

织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五、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公费男幼儿师范生的身份并

未对其实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产生特别重要的

影响，主要影响因素聚焦在实习生自身专业能力

水平的发展，以及其他群体的反馈上。据A同学

反映，对于自己能否成为一名合格幼儿园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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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公费生的从教年限限制，让他在产生挫败

感时会有一定的焦虑，但总体影响不大。然而，

实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对他的实习表现和专业

学习，乃至以后的职业行为与信念产生重要影

响。积极的情感体验使男幼师生更加坚定从教

信念，更具有专业自信；消极的情感体验则起到

相反的效果。研究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专业能力培养与发展定位引导，，助

力公费男幼师生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认同感

他人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起到一定的情感慰

藉和激励作用，但自身的教育实践能力水平高低

才是影响公费男幼儿师范生情感体验的核心因

素。据此，要不断提升公费男幼儿师范生的专业

能力水平，帮助男师范生从组织活动、与孩子的

互动等带班过程中多次感受成功的积极情感体

验，提升其从教的自我效能感，建立自信心。而

如何多措并举来提升公费男幼儿师范生的专业

能力，需要高校、幼儿园、师范生三方共同努力。

此外，帮助男幼师生找准自我发展定位有利

于师范生强化自我认同，缓解消极情感体验。身

为一名男幼师，A同学对自我在日常的带班活动

中该达到何种表现标准，该如何自处，表示很困

惑，某种程度上，这种自我发展定位的困惑是造

成A同学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持续存在挫败感的原

因之一。特别是身为公费师范生，未来10年内的

从教限制使他们对于找到属于男幼师自己的发

展定位与特色显得更为迫切，这种迫切感与现实

中缺乏优秀男幼师前辈引导之间的矛盾，容易导

致公费男幼儿师范生情感上的不安、沮丧与孤

独。研究建议未来在男幼师的培养过程中需加

强这方面的引导与支持，如，通过组建男幼师协

作学习共同体、男幼师联盟，帮助男幼师生找准

自我发展定位，强化男幼师群体归属感和自我认

同感，从而优化男幼师学习与工作状态[20]。

（二）加强情感教育与外界支持，助力公费男

幼儿师范生学会情感管理，专业持续成长

相关研究发现，很多新教师在刚进入教师职

业时会遭遇到“情感负荷的现实冲击”，这种情感

上的挑战会让他们考虑转变职业[21-22]。教师教育

阶段就经历过丰富的情感体验反而有助于新手

教师更准确认识教师职业，某种程度上可促进教

师队伍的稳定性[16]。值得注意的是，师范生需要

懂得如何面对、处理各种情感，特别是负面情绪

情感，才能真正发挥情感在师范生专业学习中的

积极作用。与女同学相比，男幼儿师范生本身对

自己从事幼教工作的自信心普遍较低，实习过程

中的挫败感让他们更加怀疑自我是否可以胜任

这份工作。因此，如何帮助男幼儿师范生，特别

是公费男幼师生处理这种消极情感体验尤为重

要，直接影响政策成效。在整个教师教育项目中

需要增加情感教育或情感胜任力的内容[23]，以帮

助师范生由内而外掌握足够的情感管理策略，包

括强化自我反思意识、学习主动调整消极情感、

学会寻找多方帮助等，以便更好地发挥情感在师

范生专业成长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研究证实了来自幼儿、幼儿园指导教

师和同伴的鼓励与支持，对师范生产生积极的情

感体验，缓解甚至消除消极的情感体验具有重要

的意义。要注重通过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师生

关系（幼儿园指导教师与师范生）、同伴关系来帮

助公费男幼儿师范生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此

外，还要积极发挥高校指导老师的作用，正如A同

学所言：“当我的问题是跟幼儿园老师有关的时

候，比如我不认可老师的某一种做法，我特别希

望学校老师在旁边，因为这时候幼儿园老师是当

事人，我不想跟她起冲突。”师范生可以通过与大

学老师建立更亲近更信任的联系来获得更多反

馈与支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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