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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是其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其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对15位幼儿

园教师的半结构式访谈和6位专家的三轮筛选评估，笔者编制了《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调查问卷》，然后通过对重

庆市793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检验发现问卷的信效度均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

察素养由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和观察能力三个维度构成；幼儿园教师对自身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评价较高，其中观察意识水平

显著高于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及各个维度在教龄、学历、幼儿园性质和等级等背景变量上存

在显著差异。建议通过完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体系，开展反思性实践和构建专业共同体，营造良好观察环境与氛围等途径，

全面提升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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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ehavior Observation Literac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nstitu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UANG Cheng-jia, ZENG Y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Kindergarten teachers’observation literacy of children’s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Throug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5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three
rounds of screening and evaluation by 6 experts, this study developed the questionnaire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observation literacy
of children’s behavior, and then conducted a survey on 793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Chongqing, and found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va⁃
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met the criteria of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s behavior observation literacy of kinder⁃
garten teachers wa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observation awareness, observation knowledge and observation ability;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d high evaluation on their observation literacy, among which the observation consciousness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bservation knowledge and observation ability;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observation literacy and its dimensions varied sig⁃
nificantly in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teaching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kindergarten nature and grade. It is suggested that
by improving the pre-employment training and post-employment training system, carrying out reflective practice and building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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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 community, as well as creating a good observation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can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observation literacy of children’s behavior.
Key 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young children; observation ability; professionalism; behavior observ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0月，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首次发布《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提出学习

者的成长和发展始终是未来学校设计、建设和创

新的根本出发点。而学习者的成长与发展，与教

师的素质密切相关。就学前儿童来说，其学习与

发展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质，

尤其是教师观察与支持儿童活动的能力。教育

学视域下的观察是教师的一种基本行为[1]，观察

能力是教师的一项基本能力[2]137。我国《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教师专业能力维度下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领域的基本要求是“在教

育活动中观察幼儿，根据幼儿的表现和需要，调

整活动，给予适宜的指导”。伴随着《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和课

程改革进入到了深化发展的阶段，课程的内在逻

辑正在由注重教师的“教”向儿童正在发生的主

动学习上转变，教师通过观察了解儿童的兴趣、

需要、学习风格与偏好等，将其作为课程计划和

实施的生长点，已经成为儿童中心课程模式的基

础[3]3。各地游戏化课程、区域活动的实践和探索

将教师观察幼儿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

“行为”在《汉语大词典》中的意思是举止行

动，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显活动。War-

ren R Bentzen认为，年幼儿童的行为包括言语、举

止、表情等是其内心世界真实的反映，也是其思

想、情感的载体。幼儿由于其语言表达能力还处

于发展阶段，因而教师通过沟通、交流了解其内

心世界比较受限。教师对儿童行为的观察，就是

通过对儿童一系列外显行为特点的感知与了解，

进一步较为真实地把握其思想、思维和感情的动

向[4]3-4。另有不少研究者对儿童行为观察进行了

界定，对应地提出了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

基本要素[3]4-7,[5-7]。概括起来，儿童行为观察能力

包含了确定观察目的,收集和记录儿童行为的信

息,分析解释与评价以及为课程决策提供依据等

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分别采用了访谈

法[8]、问卷调查[6]、情境判断测验[7]、内容分析[9]和观

察法[10]等方法对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现状、影

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等进行了研究，丰富了教师观

察能力研究的视角。

然而，本研究使用的是“观察素养”而非“观

察能力”，是因为能力强调的是在具体的活动中

发挥直接影响的心理特征，而素养的范围更广，

它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或开展工作必备的要素

储备，能力是其重要构成因素[11]1-10,[12]27-30。儿童行

为观察素养是幼儿园教师开展儿童行为观察活

动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和修养，相比观察能力，

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加复杂，是整合了专业理

念与态度、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更为稳定的心理品

质[13]52，一旦形成就会养成一种积极的观察习惯，

内化为品质和涵养，在实践中发挥着更为长期和

积极的效应[14]105。近年来，虽然对幼儿园教师观

察能力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已有研究主要通过理

论思辨和经验总结来概括教师的观察能力结构

及其构成要素，通过实证研究范式揭示教师观察

能力结构和要素的研究十分少见，对教师的儿童

行为观察素养的构成要素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状态，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本研

究旨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幼儿园教师儿童

行为观察素养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形成儿童

行为观察素养的测量工具，对幼儿园教师的儿童

行为观察素养现状开展实证调查，以期为在职幼

儿园教师培训和职前教师观察素养培养提供更

全面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教师素养由基础性素养和专业素养组成，前

者是教师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素养，后者是把

教师职业视为一种“专业”，是教师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的素质和修养，是经过系统的师范教育，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具有专门

性、指向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素养[15]。教师的观察

素养也包含了一般的观察素养和专业的观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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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前者是教师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观察能力

与素质的体现，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经过后天

的训练逐渐养成和习得的。一般观察素养包含

好奇心、辨别力、专注力、感受力、逻辑推理、知识

经验以及文化素养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人是否

善于发现和思考的内在素质的集中体现[16]。而教

师的专业观察素养具有明确的职业属性，是存在

于教师头脑中的观察意识和知识并且体现在教

育实践活动当中的观察能力的整合，具有专业性

和不可替代性。一般观察素养是教师开展观察

活动的基础，而专业观察素养是教师有效观察的

关键。本研究所指向的是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观

察素养。

教师专业素养是一个多角度、多维度的结构

系统。叶澜认为，新世纪教师的专业素养由教育

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部分构成[17]。纵观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教师专业素养的界定[18-20]，虽

然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包含了情意、知识和能力

三大要素。我国《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几个维

度对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提出了基本的要

求，具体到教师的观察行为，各个维度都有对应

的要求与标准。事实上，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开展

专业的观察活动，不仅需要教师具备观察的专业

技能和能力，也强调教师对儿童的尊重与关爱，

对儿童和教育理解的专业知识以及落实发展适

宜性实践的态度与行为[13]37- 40。因此，本研究的

“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由观察意识、观察知识、观

察能力三个维度组成。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者

对教师专业素养、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能力

构成要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幼儿园教师实际的

教育教学特点，进一步阐释三个维度的内涵。

1.观察意识

幼儿园教师观察意识指的是他们对观察价

值、意义的认识，以及观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

态度。观察意识是教师专业观察素养形成的动

力，对于教师学习观察知识、运用观察技能和开

展观察实践活动具有导向作用。

2.观察知识

教师的专业知识是教师专业信念与专业能

力的基础[21]，幼儿园教师观察知识指教师为开展

观察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儿童发展与教育的相关

理论知识、观察的基本原理和观察方法等知识，

它是教师专业观察素养形成的基础。

3.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是教师运用观察的相关理论与知

识储备，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实际开展观察与记录

活动，分析与解读幼儿的发展特点、需要及行为

原因等，并让其服务于教育教学需要的一种能

力。它包括确定观察目标、选择观察方法、捕捉

关键信息、记录观察信息、使用观察工具、分析与

解读观察信息等方面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1.问卷调查法

通过查阅和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对幼儿园一

线教师的深度访谈，初步建构了问题框架和38个

测量指标，然后向该领域的6位专家（3位高校学

前教育专业教师，3位幼儿园园长）征求意见，对

问卷的部分题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形成了《幼

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调查问卷》。问卷包

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信息”，包括性别、

学历、教龄、职称、职务、园所性质与级别、所在地

区以及教师对自身专业水平的总体评价等；第二

部分为“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自陈量

表”，内容包括了观察意识、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

三个方面，一共30个题项，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

五点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依

次赋值1-5分，得分越高，表示教师的观察素养自

评分数越高。其中设有1道反向题，赋值依次为

5-1分。

问卷形成之后，借助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

项目的机会，向5个培训班共250名教师（包括园

长）发放问卷进行了预测，共回收有效问卷247

份。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质量鉴定。首先，按

照量表总分进行降序排列，取排名前27%为高分

组（总分≥133分），后27%为低分组（总分≤117

分），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组在30个题项

总分上差异显著（p＜0.001），表明该量表区分度

良好。其次，计算各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

数，结果显示，第3，第22题（反向题）与总分的相

关系数小于0.5，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

考虑删除。再次，通过KMO与Bartlett检验，KMO

值为0.952，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X2值为5030.999

（p＜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该量表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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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采用克伦巴赫系数

进行信度检验，总量表的α数为0.961，表明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很高，即总体信度良好。

2.访谈法

为编制问卷项目，以及获得某些数据分析结

果的解释性资料，笔者设计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提

纲。访谈内容包括：1）您认为幼儿园教师在观察

儿童行为时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养？请对每

个方面进行具体的阐述。2）请您分享一个最近

观察到的印象最深的案例，说一说您是如何观察

的。3）从您从教至今，您在幼儿行为观察方面的

水平提升了吗，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您是否还存

在困惑？如果有，是哪些呢？4）与新手型/专家型

的教师相比，您认为自己在儿童行为观察方面存

在哪些优势与不足？5）关于幼儿园教师对儿童

行为的观察，您还有什么想补充说明的吗？正式

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先说明访谈的目的，并承诺

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保密。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

情况下，对访谈过程全程进行录音。在访谈过程

中，研究者根据受访者的基本情况、临场表现等

因素对访谈问题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调整问题

的顺序，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追问、对话等。

访谈结束后，由研究者当天根据访谈录音逐字逐

句地转录，然后进行编码处理。

（三）研究对象

1.问卷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式，选取重庆

市主城区和区县共40所幼儿园的教师为研究对

象。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定向发放，于2019

年11月-12月共回收945份，对所有回收问卷进

行逐一筛选剔除。剔除问卷依据以下标准：问卷

填写时长低于5分钟；选项呈现出某种规律（几乎

选择同样的分数、分数有规律地波动）；反向题与

前后题项分数完全一致的。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793份，有效回收率为83.9%。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2.访谈对象

本研究抽取重庆市主城区两所一级园，按照

教龄2年以内，2-5年，6-10年，11-20年和20年

以上的类别分别抽取访谈对象1-2名，共15人进

行访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2。

表1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统计

性别

教龄

学历①

职称

职务

园所性质

园所级别

所在地

样本信息

男

女

2年以下

2-5年

5-10年

11-20年

21年及以上

中专（或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未定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园长/副园长

中层干部②

主班教师

配班教师

公办园

民办园

一级园

二级园

三级园

城市

县城

样本量

12

781

198

252

116

120

107

52

509

232

512

162

103

16

84

101

336

272

444

349

401

314

78

547

246

百分比

（%））

1.5

98.5

25.0

31.8

14.6

15.1

13.5

6.6

64.2

29.3

64.6

20.4

13.0

2.0

10.6

12.7

42.4

34.3

56.0

44.0

50.6

39.6

9.8

69.0

31.0

表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幼儿园编码

A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教师代码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B2

B3

B4

B5

B6

B7

职务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学副园长

教师

教师

教师

园长助理

教师

教师

教师

园长

教龄

1

3

4

7

16

18

26

32

0.5

2

6

8

11

15

20

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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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数据处理与分析

（一）问卷项目的获得

基于对文献资料的查阅，通过对幼儿园15位

一线教师进行深度访谈，经过对访谈文字进行编

码、筛选，获得了体现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

素养的项目38个，邀请6位专家对38个项目采用

德尔菲法进行三轮筛选评估，最终专家意见达成

一致，获得了30个项目，包含三个方面的素养：观

察意识、观察知识和观察能力，具体内容见表3。
表3 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构成及具体项目

因素

观察意识

观察知识

观察能力

具体项目

1）主动观察幼儿；2）认可观察对专业成长的价值；3）主动写观察记录；4）认可观察对了解幼儿的价值；5）

喜欢观察幼儿；6）认可观察对支持幼儿的重要价值；7）认可观察对教育教学的价值；8）观察是工作的一

部分；9）关注每一位幼儿

1）熟知《指南》《纲要》的幼儿发展目标；2）掌握儿童发展的理论知识；3）知道各个年龄段儿童学习和发展

的关键经验；4）知道不同活动中儿童行为观察的重点；5）知道常见的记录方法及技巧；6）知道几种基本

的观察方法；7）知道观察记录的基本原则

1）制定观察目标；2）根据观察目标筛选观察内容；3）选择合适的观察方法；4）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等设

备记录；5）不带入个人主观印象；6）合理分配注意力；7）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幼儿行为；8）克服主观情绪的

影响；9）快速、准确地记录行为信息；10）分析幼儿行为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意见；11）反思观察过程与结

论；12）把观察结果运用于课程设计和实施；13）持续追踪观察幼儿的行为；14）思考下一步为儿童提供的

支持

（二）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自陈

量表检验

1.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SPSS 22.0，取前400份样本对剩下的28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

为 0.970，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X2值为 8956.212

（p＜0.001），表明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Varimax），

以特征根大于1作为主成分保留的标准，逐一剔

除因子载荷过低（小于0.5）或者多重载荷（在两个

及两个以上因子载荷同时超过0.5）的题项Q9，

Q15，Q21，最终保留25个题项，系统自动提取3个

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68.418%，各题项在对应维

度的因子载荷值介于0.586-0.816（见表4）。根据

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

素养三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观察意识、观察知识与

观察能力。
表4 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自陈量表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

项目

Q1

Q2

Q4

Q5

因素3 因素1

.639

.764

.816

.633

因素2 共同性

.546

.644

.730

.613

续表4

Q6

Q7

Q8

Q10

Q11

Q12

Q13

Q14

Q16

Q17

Q18

Q19

Q20

Q23

Q24

Q25

Q26

Q27

Q28

Q29

Q30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668

.588

.634

.611

.702

.745

.746

.759

.741

.719

.737

.675

29.216

29.216

.797

.779

.704

20.989

50.205

.731

.744

.657

.700

.614

.586

18.213

68.418

.779

.739

.696

.701

.726

.703

.765

.670

.632

.679

.673

.669

.536

.706

.703

.694

.703

.706

.708

.713

.672

2.验证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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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AMOS 17.0对剩下的393份样本数

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对探索性因子分析

得到的观察素养成分进行模型检验。由表5可

知，各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表明模型契合

度良好。
表5 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量表验证性因子

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检验值

判断

标准[22]42

匹配结果

χ2/df

≤2

1.875

NNFI

≥0.8

0.964

CFI

≥0.8

0.971

IFI

≥0.8

0.971

NFI

≥0.8

0.939

RMSEA

≤0.08

0.047

同时，各因子的平均变异量抽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大于0.5，表明该量表

的各因子收敛效度较好。同时，三个因子的组合

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大于0.8，表

明建构信度良好。综合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几个

指标看来，模型质量理想。

3.信度分析

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通过SPSS 22.0计算

克伦巴赫α系数，即试题间相互关联程度的函数，

考察问卷的各个题目是否测量了相同内容，结果见

表6。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958，各个因子的信

度系数均在0.9以上，说明问卷具有很好的信度。
表6 观察素养各因子信度系数

因子

α系数

观察意识

0.910

观察知识

0.911

观察能力

0.942

总问卷

0.958

（三）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的总体

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总均分

为4.243，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和观察能力三个维

度的均值都高于4，由此判断，当前幼儿园教师观

察素养自评水平良好，但与5分的最高值仍有一

定的距离。按照各维度得分平均数高低来进行

排序，结果显示，观察意识＞观察知识＞观察能

力（见表7）。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观察意

识”分别与“观察知识”“观察能力”存在极其显著

差异（P＜0.01），“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p＞0.05）。可见，教师的观察意识

水平远远高于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
表7 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自评得分

描述性分析（M±SD）

维度

M±

SD

观察意识

4.549±

0.548

观察知识

4.125±

0.622

观察能力

4.123±

0.559

总分

4.243±

0.514

由表8可见，进一步分析观察素养各维度的

具体项目发现，教师在“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幼儿

行为”（Q23），“筛选观察内容”（Q17），“记录儿童

行为的信息”（Q25），“制定适宜的观察目标”

（Q18），“知道不同活动中儿童行为观察的重点”

（Q13）几个方面的得分较低，处于“中等”与“良

好”之间的水平，是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相对

薄弱的几个环节。
表8 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各个项目得分（M±SD）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项目

M±SD

项目

M±SD

项目

M±SD

项目

M±SD

Q1

4.49±0.711

Q10

4.16±0.732

Q17

3.94±0.742

Q25

4.01±0.765

Q2

4.64±0.654

Q11

4.14±0.711

Q18

4.02±0.722

Q26

4.21±0.665

Q4

4.71±0.610

Q12

4.12±0.761

Q19

4.13±0.666

Q27

4.19±0.391

Q5

4.33±0.743

Q13

4.03±0.770

Q20

4.43±0.665

Q28

4.16±0.672

Q6

4.65±0.610

Q14

4.12±0.762

Q23

3.92±0.738

Q29

4.15±0.706

Q7

4.57±0.659

Q16

4.17±0.729

Q24

4.10±0.702

Q30

4.23±0.641

Q8

4.46±0.729

（四）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各项目对观察能力

的回归分析

为探究教师的观察意识和知识水平是否对

教师的观察能力存在影响，本研究以观察能力平

均得分为因变量，以教龄、学历、职称、幼儿园性

质、等级等类别变量为第一层自变量，观察意识

和观察知识的各个项目作为第二层自变量，进行

分层回归分析。由表9可见，在控制了进入方程

的教龄、学历等变量之后，Q13，Q5，Q14，Q11，

Q16，Q6，Q12，Q10各个题项分别对观察能力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8个变量可以整体解释教师观察

能力变异量的70.1%。其中，Q13“知道不同活动

中儿童行为观察的重点”对教师观察能力的解释

度最大（17.7%）。

8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11期

表9 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各题项对观察能力的回归分析

进入方程变量

第一层

教龄

学历

第二层

Q13

Q5

Q14

Q11

Q16

Q6

Q12

Q10

R

0.157

0.240

0.740

0.784

0.810

0.822

0.829

0.833

0.835

0.837

R2

0.025

0.058

0.547

0.614

0.656

0.676

0.687

0.694

0.698

0.701

△R2

0.023

0.055

0.546

0.612

0.654

0.674

0.684

0.691

0.695

0.697

F

19.995***

24.184***

318.198***

313.448***

300.318***

273.693***

246.039***

222.467***

201.083***

182.991***

B

0.018

-0.034

0.177

0.103

0.114

0.084

0.101

0.086

0.068

0.063

Beta（β）

0.043

-0.034

0.243

0.136

0.155

0.106

0.131

0.093

0.092

0.083

t

2.087

-1.643

7.261

4.952

4.461

3.247

4.062

3.453

2.893

2.605

注：***表示p＜0.001

（五）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的差异

分析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检验不同

地区、教龄、幼儿园性质、学历、职称以及幼儿

园级别之间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的差异，

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条件下，教师在

职称、职务和不同地区上所有维度均不存在显

著差异。

1.不同教龄的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

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教龄的幼儿园教师

在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得分和各个维度得分上差

异显著。总体上随着教龄的增长，幼儿园教师的

观察意识、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水平均呈现出上

升趋势（见表10）。事后多重比较（LSD）发现，在

总分、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和观察能力维度上，教

龄“2年以下”组均显著低于“2-5年”“6-10年”

“11-20年”“21年及以上”组。同时，在观察能力

和观察素养总分上，教龄“2-5年”组显著低于“21

年及以上”组。可见，与教龄较长的教师相比，教

龄在2年以内的新手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水

平较低，其次是教龄为2-5年的教师。
表10 不同教龄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及各维度的差异（M±SD）

教龄

A.2年以下

B.2-5年

C.6-10年

D.11-20年

E.21年及以上

F值

事后比较

观察意识

4.397±0.599

4.565±0.461

4.596±0.557

4.606±0.602

4.680±0.513

6.007***

B＞A；C＞A；D＞A；E＞A

观察知识

3.990±0.647

4.127±0.594

4.151±0.625

4.197±0.654

4.260±0.559

4.121**

B＞A；C＞A；D＞A；E＞A

观察能力

4.002±0.558

4.095±0.518

4.187±0.585

4.188±0.621

4.268±0.504

5.184***

C＞A；D＞A；E＞A；E＞B

总分

4.110±0.524

4.234±0.461

4.293±0.543

4.307±0.586

4.381±0.440

6.200***

B＞A；C＞A；D＞A；E＞A；E＞B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2.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

差异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

素养随着学历的上升而逐步降低，在观察素养总

分和观察知识、观察能力维度上存在极其显著差

异，在观察意识维度上差异不显著（见表11）。事

后多重比较（LSD）发现，在观察素养总均分、观察

知识与观察能力维度上，学历为“中专及以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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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专”组显著高于“本科及以上”组。
表11 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及各维度的差异（M±SD）

学历

A.中专及以下

B.大专

C.本科及以上

F值

事后比较

观察意识

4.558±0.437

4.575±0.482

4.490±0.687

1.936

n.s.

观察知识

4.247±0.589

4.181±0.584

3.974±0.683

10.128***

A＞C，B＞C

观察能力

4.256±0.553

4.167±0.513

3.996±0.632

9.244***

A＞C，B＞C

总分

4.339±0.480

4.285±0.469

4.129±0.593

8.432***

A＞C，B＞C

注：n.s.表示p＞0.05，下同

3.来自不同园所性质的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

养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观察意识维度

的得分上，公办幼儿园教师显著高于民办幼儿园

教师。而在观察知识维度的得分上，公办幼儿园

教师显著低于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观察能力和

总分上，公办园和民办园教师差异不显著（见表

12）。
表12 不同园所性质的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及各维度的差异（M±SD）

幼儿园性质

公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

T值

p

观察意识

4.601±0.528

4.516±0.556

2.184*

.029

观察知识

4.085±0.619

4.176±0.622

-2.068*

.039

观察能力

4.099±0.578

4.146±0.536

-1.268

.205

总分

4.209±0.526

4.238±0.507

-.610

.542

4.不同等级幼儿园的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

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等级幼儿园的教师

在观察意识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

较（LSD）发现，一级园显著高于二级园。观察知

识、观察能力和总分上差异不显著（见表13）。
表13 不同等级幼儿园的教师观察素养及各维度的差异（M±SD）

幼儿园级别

A.一级

B.二级

C.三级

F值

事后比较

观察意识

4.593±0.540

4.492±0.554

4.555±0.552

3.030*

A＞B

观察知识

4.096±.621

4.134±.640

4.239±.537

1.802

n.s.

观察能力

4.103±.567

4.122±.572

4.227±.449

1.058

n.s.

总分

4.239±.515

4.228±.535

4.322±.406

1.802

n.s.

四、讨论

（一）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的

构成

笔者通过本研究实证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儿

童行为观察素养由观察意识、观察知识和观察能

力三维度构成。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观察能力，

尤其是教师对观察方法和技术的掌握情况，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专业态度与理念、专业知识等在教

师有效观察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本研究通过回

归分析发现，观察意识的Q5“我喜欢观察教育场

域里儿童的行为”，Q6“观察让我能够更好地支持

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和“观察知识”维度的全部题

项均对观察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表

明，教师的观察意识以及具备的与观察相关的知

识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其观察能力的发

展情况。教师的观察意识体现为教师对教育事

业的一种执着精神，教师只有以献身教育的热情

和信念作为支撑物，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自觉和

追求[23]。正如一位园长（B7）在访谈中提到的，“每

一个孩子骨子里都是纯真纯洁的，他们的眼神、

表情和动作会告诉我们一切，只是我们有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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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去观察他们。”观察知识指教师为开展观察活

动所必须具备的儿童发展与教育的理论知识、观

察的基本原理和观察方法等知识。其中，教师是

否知道不同活动中儿童行为观察的重点对教师

观察能力的解释度最大。这个观察的重点即观

察的线索，它可以帮助教师将观察的焦点集中于

儿童具体的行为表现，而寻找具体的方法，收集

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提供

客观的依据[24]。同时，教师对儿童学习方式的理

解、具备的儿童发展理论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能

解释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能力水平，在访谈中几

位教龄在15年以上的专家型教师（A5，A6，A7，

A8，B6，B7）都提到理论知识的缺乏是自己在分析

和解读幼儿行为时的最大困境。以上结论都提

示，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是一种综合素

质，提升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应当将观察意

识、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全面整合起来。

（二）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意识水平

显著高于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

笔者通过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

观察意识在观察素养的三个维度中得分最高（接

近5）。在访谈中，所有的受访教师也都十分认可

观察的价值，都能从观察对于了解幼儿、开展教

育教学研究和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等几个方面谈

儿童行为观察的意义。吴亚英的研究也发现了

相似的结论，即教师对自身观察意识的评价较

高[6]。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随着幼儿园课程改

革的不断深入，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等指导性文件的颁布与贯彻落实，教师的观

察素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师的观察意识

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然而，教师的儿童行为观

察知识与观察能力水平显著低于观察意识，这表

明当前幼儿园教师强烈的观察意识并未转化为

同等水平的观察知识与观察能力。

（三）个人因素对幼儿园教师儿童行为观察

素养的影响

笔者通过本研究发现，教龄在2年以下的教

师在观察素养的各个维度都显著低于其他教龄

段的教师，教龄2-5年的教师的观察能力显著低

于教龄21年及以上的教师。这可能是因为，此阶

段的教师多为年轻教师，他们正处于职业发展的

“生存适应期”[25]，在工作中往往更关注教学任务

的完成，对观察的体验不强导致其儿童行为观察

意识相对较弱，因为经验积累不足而在观察知识

和观察能力上相对欠佳。正如有老师（A3）在访

谈中提到：“老教师的优势在于，在观察过程中，

他一直在积累通过观察获得的信息，他积累得越

多，敏锐度就越强，他就能随时随地发现孩子的

需要，他就能及时地给予回应。”在访谈中，当新

手教师（A1,A2,B1,B2）被问到“您认为自己与专家

型教师相比，在儿童行为观察方面有哪些不足”

这一问题时，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经验不足”

“敏感度低”，这提示应该重点关注新手教师观察

经验的获得及其意义的生成。

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文化素养、

理论知识水平、教育观念和专业自觉程度[7,26]，因

而可以假设学历越高教师的观察素养水平越

高。已有研究也表明，较高学历的教师相对较低

学历者，运用观察方法的能力更强[6]。然而，本研

究却发现了相反的结论——教师的观察素养水

平随着学历的升高反而降低，在观察知识和能力

维度，学历为“中专及以下”组和“大专”组显著高

于“本科及以上”组。同时，在题目“请你对自己

的专业水平做一个整体评价”的得分上学历中专

及以下组（M=4.15）高于大专组（M=4.06）和本科

及以上组教师（M=3.90）。这表明，低学历者和高

学历者在观察素养上得分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

低学历组教师有较高的反应倾向，而不是因为他

们掌握了更多的观察知识，具备更强的观察能

力。另一方面，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低学历教师

在自我评价时很可能不能较好地把握评价的标

准[27]，这也提示应该关注低学历教师对自己观察

素养评估的准确性。

（四）幼儿园背景因素对幼儿园教师儿童行

为观察素养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公办园教师的观

察意识得分显著高于民办园教师，这可能是因

为，公办园受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的影响

较大，更加注重贯彻《指南》，强调观察在教师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教师受到了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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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的影响，因而具有更强的观察意识。同时，

民办园教师的观察知识得分显著高于公办园教

师。随着幼儿园教育市场的开放，优质民办幼儿

园越来越多，吸引了一批自身素质相对较好的教

师。民办园教师不如公办园稳定，他们危机感更

高，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民办园教师更加重视

自主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28]，因而在观察

知识和理论素养方面表现更好。

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一级园教师的观察意

识水平显著高于二级园教师。幼儿园等级代表

了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和资源条件，一级园汇聚了

更多高素质的教师，由他们建构的意义关系、合

作参与、教研管理机制与支持性条件等共同体文

化更完善[29]，在内外部的支持性条件下，他们在日

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对观察活动更加投入，更能够

深入地体会基于儿童行为观察的支架式指导能

够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因而更加积极主动地

开展观察。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笔者在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概念框架下，通

过对幼儿园教师的深度访谈和专家咨询、论证，

编制了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自陈量表，该量表通

过统计分析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

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的自评工具来使用。幼儿

园教师专业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可以由观察意

识、观察知识、观察能力三个维度来表征。

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整体水平

良好，尤其是观察意识强烈。但观察知识和观

察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专业知识储备是观

察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幼儿园教师观察知

识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掌握在不同活动中

儿童行为观察的重点，“基本功”的缺失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教师的观察能力。表现在准确分

析和解读幼儿行为、筛选观察内容、记录儿童行

为的信息、制定适宜的观察目标等方面的能力

相对较弱。因此，亟需加强教师观察知识与能

力的培育。

幼儿园教师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及各个维

度在不同的背景变量上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差

异。总体而言，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的观察素养

呈现出升高的趋势，教龄在2年以下的新手教师

的儿童行为观察素养水平最低。最高学历为中

专及以下、大专的幼儿园教师，其观察知识和能

力自评水平显著高于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

教师，有必要加强对较低学历教师对自身专业发

展水平的评价认知。公办园教师的观察意识水

平显著高于民办园，民办园教师的观察知识水平

显著高于公办园教师。此外，一级园教师的观察

意识水平显著高于二级园。

（二）建议

1.完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体系，，全面夯实

教师的观察素养

专业观察素养是一种融合了观察意识与态

度、观察知识与基本理论素养以及能力的综合素

养，因而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观察素养是一项系统

工程。职前教育应该围绕观察素养几大核心要

素建构相互关联和融合的课程体系，明确地将观

察态度和意识培养的目标渗透到教育学、心理

学、幼儿园课程、游戏及领域教学法等专业课程

当中。同时，强化学习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与

规律，五大领域学习和发展的关键经验等基础知

识。加强专门的学前儿童行为观察课程建设，让

学生系统学习专业观察的基本原理以及具体的

方法、要点等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通过专

门的幼儿园观察实习，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通过

练习和反思强化观察能力。通过职前系统学习

可以有效缓解教龄在2年以内的新手教师观察素

养相对较弱的问题，缩短与老教师之间的差距。

职后应该将幼儿园教师观察素养提升列为各级

培训的重点项目、专题项目，尤其应该加强对教

师对幼儿行为的分析与解读、确定观察目标和筛

选观察内容、客观准确地记录等方面的专题培

训。同时，根据培训对象和内容分层分类地开

展，制定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教师

需求的观察课程[10]。

2.通过反思性实践和构建专业共同体，，促进

新手教师观察素养的实质性提升

2020年3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颁发了《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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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指南》，明确将幼

儿行为观察作为新手教师培训的重点专题内容，

并且在培训要求上体现出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能

力导向。但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

水平远远低于其观察意识。新手教师要解决不

理解观察和不会观察的问题，必不可少的就是坚

持主动观察与记录，当发现问题和困惑时，则需

要反复琢磨，通过查阅理论书籍、请教同行与咨

询专家等途径来更新自己的知识与观念，然后再

次回到观察的实践中去。同时，幼儿园构建专业

学习共同体，鼓励新手教师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

和分享，通过共看、共分析同一案例，获得观察与

分析的多维视角，不断地突破自己在观察、记录

和分析时的局限。鉴于本研究发现新手型教师

的观察素养得分最低，且教龄为21年及以上的老

教师观察素养水平最高，幼儿园可以采用“师徒

制”专业发展模式，建立新教师与老教师的师徒

关系，创造条件让新教师观摩老教师的教育教学

活动，从老教师观察和指导幼儿的行为中思考其

教育观念，并且通过事后的交流，学习老教师观

察的“技巧”与“智慧”，比如如何在活动中快速捕

捉观察的重点，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观察到的现

象等。同时，老教师通过观察发现新教师在观察

和指导幼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及时反馈和

交流帮助新教师反思问题。此外，还可以开展园

本教研，教师共同梳理一份与幼儿发展密切相关

的关键经验及幼儿行为观察的要点，这对新手型

教师快速地开展观察活动、准确地收集观察信息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营造良好的观察环境与氛围，，提升教师的

观察意识与能力

首先，在当前幼儿园深化课程改革的背景

下，幼儿园应该思考如何将观察作为课程生长的

基石，激励教师多观察勤思考，在全园上下形成

一种观察儿童和研究儿童的风气。教育行政部

门应该特别注重对民办幼儿园的专业引导，倡导

基于观察的课程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强化

教师正确的观察意识。其次，幼儿园管理方面要

为教师赋权，实行弹性管理。观察是需要投入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的脑力活动，幼儿园应该允许教

师在一定限度内自主决定课程的内容和组织方

式，为教师的观察提供空间。教师在观察实践中

反复体会基于观察的指导产生的教育成效，从而

坚定观察的信念。同时，幼儿园领导者、管理者

应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创设尊重的文化氛围，

从根本上培育教师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并将

之渗透到观察活动中，形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注释］

① 学历指的是当前教师的最高学历。

② 中层干部指的是保教主任、教研主任和年级组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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