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对职业
认同感的影响分析

李少梅，朱灿灿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良好的学习品质是促进幼儿园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以249名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为研究对

象，采用学习品质量表和职业认同感量表，考察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的学习品质对其职业认同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学前教育

专升本学生的学习品质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在家庭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上无显著差异；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其中专业认知总均分最高，专业情感和态度总均分最低；学生的学习品质能够显著预测其职业认同感。鉴于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是其学习品质和职业认同感培养的最佳时期，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尊重幼儿园教师的氛围，政府部门应完善法律法

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同时，应深化培养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也要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学习品

质和职业认同，促进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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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Learning Quality
on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LI Shao-mei, ZHU Can-can

（College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High learning qua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would-b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is study, 249 pre-school student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learning quality scale and the vocational
identity scale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pre-school students on their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s above the middle level,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monthly income of the family and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ir parents. Students’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i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among which the average score of professional cognition is the highest,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professional emotion
and attitude is the lowest. Students’learning quality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ir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Given the duration of stu⁃
dents studying in school is one of the best time for the training of their learning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publicity should
be intensified, the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should be buil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olicy guarantee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training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ould be deepened.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lso want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and promote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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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是指在尚未进入幼儿

园教师行业之前，对其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

道德等方面的系统性培养，通常指未获得幼儿园

教师资格证书之前的阶段。我国幼儿园教师职

前培养的学制有六种：第一种为初中起点三年

制，即初中毕业后直接接受三年的专科教育；第

二种为初中起点五年制，指初中毕业后先接受三

年的中专教育，紧接着再接受两年的大专教育；

第三种为初中起点5+2模式，指在接受初中起点

五年制的基础上再接受两年的本科教育；第四种

为高中起点三年制，即高考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

并接受三年大专教育的制度；第五种为高中起点

3+2模式，这一学制是高中毕业后接受三年的大

专教育，再接受两年的本科教育；第六种是高中

起点四年制，即高考达到本科录取线并进入高等

院校学习，是目前国内培养本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的主流学制[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

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学前教育教

师培养体系要前移培养起点，不断提高幼儿园教

师的学历[2]。因此，研究选取西安市三所院校的

专升本学生为研究对象，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高中

起点3+2模式，相较于其他五种培养模式，它具有

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生源素质要优于高中起

点3年制和初中起点的学制；二是学制较长，有利

于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三是

能够加快本科学历幼儿园教师培养，提高幼儿园

教师的学历，推进教师队伍现代化。

学习品质是指与学习有关的行为，它反映的

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倾向、特质、习惯以

及学习态度等。卡根等人认为学习品质是儿童

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风格、态

度、习惯和能力等[3]；陈雅川等人认为，学习品质

具有领域一般性、行为外显性以及后天可塑性这

三个特点[4]；索长清认为习品质不同于学习倾向、

学习行为、学习风格等相近概念，它并不指向具

体的知识、技能与情感[5]。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

的学习品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未来是否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

师，应具备自我认识、自我反思以及自我学习的

品质。基于此，本研究假设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

学生的学习品质与其职业认同感呈显著正相关。

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是指幼儿园教师

基于自身已有的经验，对自己适合幼儿园教师这

一职业程度的判断[6]，职业认同感能够促进幼儿

园教师专业发展和人格发展[7]。因此，在职前培

养阶段就应着手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只有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产生了

内在认同，认识到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为社会带

来的价值，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其专业发展。学前

教育专升本学生的职业认同则是指他们在接受

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这两段时间，对幼儿园教师

应掌握的职业技能、职业行为以及职业情感和态

度的认同。在影响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相

关研究中，丁洁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幼儿园

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8]；张文军等人

认为，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园的认同会直接影响其

职业认同感[9]；胡芳芳等人认为社会支持和工作

满意度二者均能正向预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10]；皮悦明，刘夏鸽等人的研究认为职业适应

和职业发展支持是影响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重要因素[6]。

综上，国内关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研究

仍存在两个空缺：第一，对职业认同感的研究以

职后培养研究为主，对职前培养尤其是针对专升

本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的研究较少；第二，在对幼

儿园教师职业认同感的研究中，对外部因素的研

究较多，从教师自身学习品质出发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采取量化研究的方法，来探究学

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对其职业认同感的

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以西安市三所招

收专升本学生的院校为被试选取范围，共回收有

效问卷249份。其中，在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性

别方面，男性1名，女性248名，因男女学生人数

差异较大，故不做分析；从学生的家庭现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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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来看，19.3%的学生来自市区；23.7%的学生来

自县镇；57%的学生来自乡村，由此可见，目前，西

安市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家庭大多在农村和县

镇；在母亲受教育水平方面，母亲学历在小学及

以下的占32.1%；初中41.4%；高中19.7%；大专

4.8%；本科2.0%，由此可知，陕西省学前教育专升

本学生母亲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学生母

亲学历在初中及以下；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来

看，小学及以下20.5%；初中47%；高中24.7%；大

专4.8%；本科2.4%；研究生及以上0.4%，由此可

知，父亲受教育水平比母亲受教育水平偏高，但

是，基本还是集中在高中、初中以及小学以下这

一阶段；在家庭月收入方面，10000元以下37.8%；

10001-20000 元 31.7%；20001-30000 元 12.4%；

30001元以上18%。
表1 被试分布情况（N=249）

被试分布变量

家庭现居住地址

母亲受教育水平

父亲受教育水平

家庭月收入

市区

县镇

乡村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0000以下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50000元

50001-100000元

100001以上

频次

48

59

142

80

103

49

12

5

0

51

117

62

12

6

1

94

79

31

23

14

8

百分比

19.3%

23.7%

57%

32.1%

41.4%

19.7%

4.8%

2.0%

0

20.5%

47%

24.9%

4.8%

2.4%

0.4%

37.8%

31.7%

12.4%

9.2%

5.6%

3.2%

（二）研究工具

1.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量表

Scott-Little等人认为学习品质主要包括好奇

心、主动性、坚持性、专注、具有发明创造和想象

力、对新任务和挑战好奇、反思与解释等[11]。我国

《指南》对儿童学习品质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认为

学习品质主要包括儿童好奇心和兴趣、主动性、

专注力、坚强的意志品质、探索和探究能力以及

想象与创造等[12]。据此，本研究自编《学前教育专

升本学生学习品质量表》，用于测评当前学前教

育专升本学生的学习品质状况。本量表包括学

习兴趣（6道）、学业效能（5道）、自主性（7道）、坚

持性（5道）、反思与解释（5道）以及创造与发明（6

道）等六项可以反映大学生学习品质的因子。量

表中每个条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共

五个等级，分别记1-5分，得分越高表示其学习品

质越高。基于获取的数据，首先，对学习品质的

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抽取出六个因

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9.62%，且学习品质的

KMO值为0.950（＞0.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

值为6289.717，（自由度为561）达到0.05显著水

平，表示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分析发现，总量表的克伦巴赫 ɑ 系数

为0.965，表示内部一致性信度甚佳。

2.教育专升本学生职业认同感量表

布里克森（Brickson）将职业认同分为认知、

情感、行为和社会四个方面[13]，孙利和佐斌从职

业认知、职业行为倾向和职业价值三个方面来

定义教师的职业认同感[14]，宋广文等人则认为

可以将教师职业认同分为职业价值观、角色价

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行为倾向四个维度[15]。

因为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属于幼儿园准教师，

所以，本研究根据皮悦明编制的《新入职幼儿

园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自编《学前教育专升本

学生职业认同感量表》，本量表包括专业认知、

专业情感和态度以及专业行为等三项，共包含

21 个条目，每个条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共五个等级，分别记1-5分，得分越高表

示其职业认同感越高。基于获取的数据，首

先，对职业认同感量表21个条目的样本数据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抽取出五个因子，方差

累积贡献率为70.89%，且学习品质的KMO0.931

值为（＞0.7），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 X2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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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1.750，（自由度为 561）达到 0.05 显著水平，

表示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分析发现，总量表的克伦巴赫ɑ系数

为0.951，表示内部一致性信度甚佳。

（三）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量化后，输入进行计算，用SPSS22.0

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描述统计、

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描述和相关分析

对学生家庭现居住地址、母亲受教育水平、

父亲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学习品质和职业

认同感作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

表2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家庭现居住地址

母亲受教育水平

父亲受教育水平

家庭月收入

学习品质

职业认同感

M

2.383

2.029

2.234

2.231

3.602

3.800

SD

0.789

0.946

0.937

1.359

0.560

0.540

1

—

0.000

0.000

0.000

0.201

0.143

2

0.000

—

0.000

0.000

0.072

0.858

3

0.000

0.000

—

0.007

0.325

0.236

4

0.000

0.000

0.007

—

0.557

0.807

5

0.201

0.072

0.325

0.557

—

0.000

6

0.143

0.858

0.236

0.807

0.000

—

由表2可知：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的父母受

教育水平均值不高，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

中等水平，且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均对

学习品质和职业认同感无显著影响。

（二）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整

体状况

对 249 名学生学习品质进行描述统计，见

表3。
表3 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整体分布表（N=249）

项目

学习兴趣

学业效能

自主性

坚持性

反思与解释

创造与发明

总分

Mean

3.938

3.350

3.477

3.676

3.734

3.438

3.602

SD

0.667

0678

0.741

0.694

0.597

0.625

0.560

Min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78

Max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Range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3.722

由表3可以看出：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总均

分为3.602。学习品质因子均分得分由高到低依

次 为 ：学 习 兴 趣（Mean=3.938）、反 思 与 解 释

（Mean=3.734）、坚 持 性（Mean=3.676）、自 主 性

（Mean=3.477）、创造与发明（Mean=3.438）、学业效

能（Mean=3.350）。

（三）学前教育专业专升本学生职业认同感

整体状况

对249名学生职业认同感进行描述统计，见

表4。
表4 专升本学生职业认同感整体分布表（N=249）

项目

专业认识

专业态度和情感

专业行为

总分

Mean

3.833

3.706

3.855

3.798

SD

0.510

0.679

0.614

0.539

Min

1.000

1.000

1.000

1.238

Max

5.000

5.000

5.000

5.000

Range

4.000

4.000

4.000

3.762

由表4可以看出：专升本学习职业认同感总

均分为3.798。职业认同感因子均分得分由高到

低依次为：专业认识（Mean=3.833）、专业行为

（Mean=3.855）、专业态度和情感（Mean=3.706）。

（四）学习品质与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考察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

与其职业认同感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显示：学

习品质与职业认同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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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首先，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各方面

均与职业认同感各方面呈显著正相关（P＜0.05），

其中，学习兴趣、学业效能、自主性、坚持性以及

创造与发明与专业态度和情感呈弱相关（相关系

数小于4），创造与发明与专业行为呈弱相关（相

关系数小于4），其他各项均为中等程度的相关

（相关系数在4-7之间）。

其次，学习品质总分与职业认同感各方面均

呈显著正相关（P＜0.05），其中，学习品质与职业

认同感的各项均为中等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在

4-7之间）。

再次，学习品质各方面与职业认同感总分呈

显著正相关（P＜0.05），其中学习品质各方面均与

职业认同感总分呈中等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在

4-7之间）。

最后，学习品质总分与职业认同感总分呈高

度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大于7）。
表5 学习品质与职业认同感的积差相关

学习品质

学习兴趣

学业效能

自主性

坚持性

反思与解释

创造与发明

学习品质总分

专业认识

相关系数

0.444

0.405

0.465

0.464

0.520

0.477

0.538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专业态度和情感

相关系数

0.399

0.351

0.368

0.395

0.425

0.346

0.479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专业行为

相关系数

0.490

0.400

0.462

0.465

0.452

0.388

0.545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职业认同感总分

相关系数

0.464

0.409

0.453

0.466

0.470

0.412

0.740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四、讨论

本研究分别探讨了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
品质与职业认同感的现状、学习品质对职业认同
感的影响，以更好地促进专升本学生职业认同感
和学习品质的发展。现对研究结果作如下讨论：

（一）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的基本

状况

本研究显示，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
良好，总均分为3.602分，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
中，家庭月收入与学习品质无显著正相关，这与
前人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选取对象
的家庭月收入均处于中等水平，无较明显差异；
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学习品质也无显著相关，与前
人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基本在高中以下，以初中和小
学以下为主，高学历家长较少。

在学习品质各维度中，学习兴趣得分最高，
为3.938分，表示在当前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专升
本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学习自己感
兴趣的事物或知识；创造与发明以及学业效能感
较低，学业效能感低可能是因为专升本学生他们
经历了高考的失败，成绩较低，导致其对自我的
认知较低，因此，针对专升本学生教师应注重其

教学方法，注重帮助学生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创
造与发明一直是我国较为强调的一种能力，但
是，也是我国学生最欠缺的能力，因此，从学龄前
阶段的教育开始，教师就应给学生充分的机会让
其自主探究，以期提高其创造与发明的能力。

（二）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基

本情况

本研究中，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的职业认同
感总均分为3.789分，与以往研究中的职业认同
感得分相比，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专业认同感
有待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对本专
业的认同程度较好，这可能是因为本次研究对象
的专升本学生均为3+2模式（即高中毕业后接受
三年的专科教育，升为本科后再接受两年的本科
教育），他们的就业方向基本为幼儿园教师，因
此，在校期间会不断学习关于学前教育的相关知
识及技能，长期的学习与未来的就业方向使得他
们不断提高对本专业的认同。

在职业认同感的各维度中，专业认识、专业
态度和情感以及专业行为三者的总均分差别不
大。其中专业行为总均分最高；其次是专业认
识，专业态度和情感得分最低。出现这一差异的
原因首先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生选择这一专业
本身就非自愿，但是，在校期间专业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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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专业认识和专业行为有所提高，但是情感和
态度还是相对较低；其次，可能与当前的培养院
校的课程与教学模式有关，现有的培养模式还是
以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为主，实习或见习的机会就
相对较少。在一项关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
与见习的调查中，有9.2%的学生表示从未参与过
见习或实习；19.9%的学生认为学校很少提供见
习或实习；有40.8%的学生表示在校期间见习或
实习的机会一般；只有30.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
实习或见习的机会很多[16]。最后，也可能与当前
幼儿园教师培养单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有关，
在强调幼儿教师培养规模的同时并未加强对学
前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视，忽视了对幼儿园准教师
情感和态度的培养。

（三）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学习品质对其职

业认同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的学习品
质和职业认同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学习品质
越好职业认同感越高。一般而言，学生的职业认
同程度往往以个体内在的意愿为前提，因此，在
面对同一工作时，会产生不同的职业认同感，在
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学习品质能力差异造成的，
学习品质高的人，往往会伴随高质量的学习能力
和自我调节能力，他们能快速适应不同的工作环
境。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性更加强调学习品质
的重要性，因为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和个人
特征各异，家长的需求和要求也愈来愈高，幼儿
园对教师的要求也越加规范，这些都要求新入职
的教师能够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学习品质高的教
师具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主学习的能力，相
较于学习品质低的教师更容易产生高品质的职
业认同感。

学习品质的各维度均与职业认同感呈显著
的正相关，说明学习兴趣、学业效能、自主性、坚
持性、反思与解释以及创造与发明这六个因素的
提高均能促进学生职业认同感的提高。其中，学
习兴趣对职业认同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专业
行为的预测作用最强；其次是专业认识；最后是
专业情感与态度。因此，在学前教育专升本学生
的教学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他
们对学前教育专业情感的培养。同时，反思与解
释对职业认同感也具有正向预测的作用，反思与
解释不仅对在校生而言是重要的，对在职幼儿园
教师而言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强化的能力。因此，

在校期间就应注重对其反思与解释等能力的培
养。

五、教育建议

（一）营造尊重幼儿园教师的氛围

在当今信息化这一社会背景下，个体自身身
份的认同总是倾向于参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也
受到了现存的社会文化以及舆论的影响。张丽
敏，叶平枝等人对幼儿园教师形象的研究表明幼
儿园教师的公众形象比较负面，呈现出职业道德
低、工作内容技术含量低、个人品质差的“二低一
差”特点；社会形象呈现出职业待遇低、学历低、
社会地位低的“三低”特点[17]。所以，为提高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必须提高家长和社
会民众对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认
可，引导大众客观、科学地评价幼儿园教师，营造
尊重幼儿园教师的氛围。首先，家长和社会民众
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客观评价幼儿园教师的社会
地位和社会形象，树立恰当的心理预期，既不过
低评价幼儿园教师，将其看做幼儿的“保姆”，也
不过高评价幼儿园教师，将其看做“无所不能”的
老师[18]；其次，要营造尊重幼儿园教师的网络氛
围，随着一些幼儿园恶性事件的发生，互联网上
对幼儿园教师的总体评价偏低，一些公众媒体在
报道时为创造流量恶意抹黑幼儿园教师或夸大
幼儿园的一些事件，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信息
传播源的筛选，引导公众媒体报道有关学前教育
的政策法规，强化公众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的重要
性和专业性的认识。

（二）完善学前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

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影响学生职业认同
感最为关键的因素[19]。因此，政府部门应完善学
前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加快学前教
育的立法进程，同时，应为幼儿园教师提供更多
的进修和培训的机会，注重教师自主学习和教育
教学能力的培养，注重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形成。
只有通过相关的法律政策切实保障幼儿园教师
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才能够提高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专业性以及职业认同感。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不断加强对学前教育经费的
投入，加大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财政投入，保障学
生在校学习的高质量，注重学生学习品质的培
养，建立职前培养的实习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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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扶持等措施降低实习期间幼儿园和实习生的
运行成本，以此来增加学前教育学生的实习机
会，通过长期的实习，培养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三）深化培养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与教

学改革

在职前培养阶段，对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主要
通过课程学习完成，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
学习品质的形成和培养主要依托于学生在校期
间的学习。但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培养院校的课
程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
课程教学一定要紧紧围绕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
所必须的职业认同感、学习品质、职业道德以及
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来设置。首先，培养院校应明
确学前教育的培养目标，重视学生学习品质的发
展，从专业认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和情感这三
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从职业道德、职
业知识、职业技能以及教育能力这四方面来培养
学生的专业素养；其次，培养院校应增加学生实
习见习的机会，充分利用实习见习来增强学生对
幼儿园现状、幼儿园教师以及幼儿的了解，以此
来提高其职业认同感；最后，培养院校还应重视
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营造良好的校园坏境，把
培养学生的学习品质和职业认同感放在首位，让
学生在校园中受到熏陶，增强其对学前教育专业
及幼儿园教师的自豪感。

（四）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促进专业发展

在校期间是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和职业认同
感的关键时期，学生应认识到学习品质对职业发
展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加强自主学习，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知识、价值理念和教学技能，学会自我
调适。同时，还应重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情感态
度的培养，应不断提高自己对幼儿园教师的的职
业认同，从专业认识、专业情感、专业知识这三方
面着手，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认真遵守
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只有从准教
师的学习品质和职业认同感的提高入手，才能不
断提高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规模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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