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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文献分析及观察访谈结果，经过两次取样测试，编制出幼儿教师信念问卷。通过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内

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效标效度检验，表明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信效度良好，理论构想较好。运用问卷对142名在职幼儿教师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幼儿教师信念水平总体趋向开放，但在对幼儿的指导态度和课程设计上仍存在误区。研究表明幼儿教

师信念问卷是研究幼儿教师信念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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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interview results, after two sampling tests, the questionnaire on preschool
teachers’belief was compiled. Throug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est, and criterion validity
test of the questionnaire, it shows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goo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42 in-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level of pre⁃
school teachers’belief tended to be open, but there were still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ir guidance attitudes and curriculum
desig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questionnaire on preschool teachers’belief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studying the belief of pre⁃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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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信念在心理学中被人们当作是一种精神动

力，激励个体认识及改造世界，并从事各种活动，

且信念一旦确立，不会轻易动摇或瓦解，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个体发展[1]。教师作为一份神圣的事

业，承载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研究教

师的内在信念，可作为衡量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内隐因素。在当前研究中，教师信念、教育

信念和教学信念三个概念常被研究者们混同使

用。教育信念是教师关于教育现象的观点和看

法，包括学习者与学习、教学活动、学科、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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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我和教师角色五大方面内容[2]。狭义上说，

教学信念是教育信念的下位概念，研究者大多从

教师的认识论、价值观、情感态度三方面来阐述：

在认识论方面，教学信念是教师关于如何从事教

学活动的观点和看法[3]；在价值观中强调个体不

同的价值取向，包括“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取向

或“以学生为中心”的进步取向等[4]；从情感而言

则是教师的一种坚持和心理倾向[5]。广义上讲，

教学和其他的教育活动具有紧密的联系，教学信

念和教育信念的内涵是一致的。而教师信念则

强调教育信念和教学信念的主体是教师，强调教

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哲学的角

度看，教师信念是教师在教育或生活中所信奉的

观点，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引导其开展教学

活动的向标[6]；在心理学上则被解释为“教师知

觉”，包括教师对工作的信念，及其教学行为中所

表现的与其信念相一致的行为[7]。本研究采用

“教师信念”这一说法，因为教师信念更加强调教

师作为主体在其教育工作中的内在精神建设和

倾向。

当前学者们相对比较关注中小学教师的教

师信念，围绕其发展现状、建立特点、影响因素等

进行研究讨论。研究者或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教师的效能感、工作认同、反思智力、工作满意

度等方面对教师信念均有显著的影响,所调查对

象的教师信念大部分趋向开放取向[8]；但也存在

教师意识的滞化、传统教学观念、消极的社会文

化、以及培养体系与培养机制的单一阻碍了教师

信念的生成发展的现状[9]。幼儿教师作为教师行

业的一个分支，由于其教育对象在生理和心理上

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机体各部分的技能发育尚

不成熟，幼儿教师需要承担保育和教育的双重任

务，劳动内容呈现出了细致性和全面性。这与中

小学教师的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有

必要专门对幼儿教师信念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幼

儿教师信念发展特点，以期对于幼儿教师专业发

展有所助益。

目前，幼儿教师信念研究大多以质性研究为

主，虽然通过观察、访谈等研究方法，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教师内心的想法，但缺乏客观数据材料的

支撑，容易出现施测者的主观臆断。除此之外，

尽管学术界已经编制其他学科学段的教师信念

问卷，但由于幼儿园教师职业性质具有特殊性，

在测量过程中，其他学科学段的测量工具有时并

不完全适用，当前缺乏可以施测幼儿园教师的教

师信念问卷。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编制幼儿教师信念的测量问卷并进行信

效度检验，从而为幼儿教师信念的测评提供有效

的工具；二是运用编制的幼儿教师信念问卷了解

当前幼儿教师信念发展的现状。

二、幼儿园教师信念问卷的初步编制

（一）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结构

为了解初步预设的问卷的理论构想与实际情

况的相适性，本研究首先访谈了3名幼儿教师，并

利用实习机会，对这3名幼儿教师展开为期一个

月的观察记录。主要观察幼儿教师在一日生活流

程中的各类行为表现和言语情况；同时阅读相关

文献，归纳出幼儿教师所建立的内在信念系统主

要包括：班级管理、幼儿行为管理、五大领域课程

设计、对幼儿作品或行为的评价、如何看待游戏与

学习的关系、经常采取的教育措施、幼儿品质的培

养等方面上的理念。在这些前期的问卷编制预备

工作中，得到问卷编制的基础信息。

（二）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项目形成

本问卷项目内容的确定和编写工作主要从

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查阅相关文献，收集相关

研究中与教师信念有关的问卷；二是结合访谈和

观察记录的内容。初步编制的幼儿教师信念问

卷情况如下：问卷内容分为5个维度，包括幼儿教

师关于幼儿管理、学习、课程、评价、游戏方面的

看法，每个维度各9个项目，问卷共45个项目。

问卷采用Likert5点评分的方式，有“完全不符

合、较不符合、有点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

个级别，按1-5分的等级依次计分，标*题目采取

反向计分。

（三）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预测及结果

为确保问卷项目及结构的合理性和适宜性，

本研究先对初始问卷进行预测。研究对来自广东

省珠三角地区的140名幼儿教师进行预测调查。

1.项目分析

数据汇总完毕后进行降序排列，以27%为界，

总分后27%为低分组，前27%为高分组，并通过独

立样本T检验，剔除无相关显著性的题目。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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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的每个题目与问卷总分进行双变量相关性

检验，剔除r＜0.3的题目。最后保留38个项目，

包括幼儿管理5题、幼儿学习8题、幼儿课程9题、

幼儿评价7题、幼儿游戏8题。

2.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项目分析后，对保留的38个施测项目进行

KMO和Bartlett检验，在球形Bartlett结果中显

示，χ2 =3453.82，p=0.000＜0.01，达到显著水

平；且KMO=0.857＞0.5，表示达到进行因素分析

的标准。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后，发现共有

6个因素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项目累积解释变异

67.126%。但方差极大旋转后的结果显示,第5和

第6个因子仅包含2个项目，由于每个因子至少

需包含3个项目，故初步决定剔除第5和6个因

子。随后继续观察碎石图，图像显示特征值的陡

降出现在前4个因子，而从第5个因子开始特征

值分布趋于平缓，因此分别抽取4，5因子数进行

比较，结果发现四因子量表的结构更理想，故最

后决定抽取4个因子。接着把这4个因子决定的

负荷在0.4以上的项目保留，结果剔9个项目，对

剩余的27个项目再次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

特征值均在1以上，可解释的项目方差累积贡献

率可达64.14%，最大方差旋转后的各项目负荷也

均在0.58以上（见表1，表2）。

根据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将最后保

留的27个问卷项目分为4个维度，根据每个维度

所涵盖的项目内容将其命名为：因子1——教学

理念，含9个项目；因子2——指导态度，含9个项

目；因子3——课程设计，含6个项目；因子4——

游戏态度，含3个项目，共计27个项目。

表1 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幼儿教师
信念问卷

因子

1

2

3

4

特征值

8.254

4.483

2.745

1.835

方差贡献率（%）

30.571

16.604

10.168

6.796

累积方差贡献率（%）

30.571

47.176

57.344

64.140

表2 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旋转因子负荷矩阵

幼儿教师信
念问卷

因子1

项目

K2

K1

Y2

P3

X5

X3

Y1

Y9

Y5

负荷

0.824

0.776

0.775

0.768

0.762

0.756

0.727

0.688

0.616

因子2

项目

P6

K3

G9

X1

Y4

Y3

X6

P8

G1

负荷

0.796

0.757

0.744

0.736

0.729

0.708

0.699

0.648

0.581

因子3

项目

K8

K5

K6

K7

K9

P9

负荷

0.845

0.798

0.795

0.776

0.744

0.670

因子4

项目

Y8

Y9

Y7

负荷

0.945

0.941

0.873

三、正式幼儿教师信念问卷的分析

（一）被试

以某市122名在职幼儿园教师作为正式施测

样本进行调查。

（二）研究工具

根据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保留问卷项目27个，共分为教学理念、指导态度、

课程设计、游戏态度4个维度，形成用于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幼儿教师信念问卷。

（三）数据处理

将问卷所得结果量化赋值，利用SPSS 19.0

及Amo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问卷构想的四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目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都大于0.5，即表明模型符合标准,标准化因素负

荷量见图1。

76



总36卷

图1 正式幼儿教师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标准化因素负荷量估计结果

对问卷进行结构效度分析，问卷拟合系数见

表3，由表可知，x2 / df =1.407＜3，适配理想；

RMSEA=0.058＜0.08，适配在可接受范围内；CFI，

IFI，NNFI值均大于0.9，结果适配良好。

表3 正式幼儿教师信念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模型整体拟合系数表

x2

447.445

df

318

x2 / df

1.407

RMSEA

0.058

CFI

0.926

IFI

0.928

NNFI

0.919

2.正式问卷的信度

正式问卷的克隆巴赫(Cronbachα)一致性

系数为0.879，且问卷各维度与幼儿教师信念总

问卷分数都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3.正式问卷的效标效度

本问卷使用学者章晓璇所编制的《幼儿教师

教学行为问卷调查表》[10]作为指标考察幼儿教师

信念问卷的效度，《幼儿教师教学行为问卷调查

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分析结果表明，幼儿教

师信念与其教学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为0.765，因此幼儿教师信念问卷具有较好

的效标关联效度。

四、当前幼儿教师信念发展现状

以142名在职幼儿教师作为被试，采用幼儿

教师信念正式问卷进行施测（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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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儿教师信念描述性统计（n=142）

教师信念

教学理念

指导态度

课程设计

游戏态度

均 值

4.03

4.31

3.75

3.88

4.29

标准差

.54

.61

.79

.72

.63

从调查的总体结果来看，幼儿教师信念的塑

造水平趋向开放（M=4.03），其在教学理念和游戏

态度上的信念情况较好，但是幼儿教师在指导态

度和课程设计上仍存在一些错误的信念和不当

的行为。

首先，在指导态度上，幼儿教师具体表现出

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幼儿教师关于幼儿管理

方面的态度。相对来说，大多数幼儿教师都能意

识到“爱的教育”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一

部分教师仅仅将其停留在认识层面，在实践活动

中，当幼儿出现行为不当或破坏规则的行为时，

为维持规则一些教师仍会以较严厉的方式对待

幼儿，以达到管理幼儿的目的，这便造成教师内

在信念系统与外在行为表现出现偏差。二是幼

儿教师关于引导幼儿行为的态度。一部分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不够重视幼儿的主体地位，更重视

活动中对幼儿进行“对”与“错”的示范，忽视了幼

儿自主探索的过程。除此之外，当幼儿出现矛盾

时，教师有时为了尽快解决冲突，会更多地选择

直接干预处理，这容易让幼儿对教师产生依赖，

而随之影响到的将会是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或是其在社会交往中的技巧。

其次，在课程设计，幼儿教师表现出一定的

不足。一些幼儿教师的课堂教学虽完成了预定

的教学活动，但缺乏一定的趣味性。由于学龄前

幼儿注意保持的时间较短，且容易分散，当课堂

较枯燥时，幼儿更容易被教学活动以外的其他有

趣事物吸引，由此导致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除此

之外，一日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教学

的重要环节，因此教师除了要会“教”，也应时常

“观察”与“记录”［11］。但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教师

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教学活动，却忽视了在活动中

观察及记录幼儿的行为表现，这便造成了教师在

随后的评价环节中缺乏直接的评价材料，且无法

及时准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进步与发展，更无法

因应不同孩子的发展情况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综上分析，当前幼儿教师在教学理念和游戏

态度上持有较好的信念，在指导态度和课程设计

上持有的信念仍存在不足。因此，在幼儿教师的

教育和培训中，应注重幼儿教师的教师信念养

成，以此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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