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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前特殊教育专业认证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专业认同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未来就业，建立专业

认同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就业，避免特殊教育师资人才流失。本研究以培养学前教育阶段特殊

教育师资的F省Z校特殊教育专业在读108名专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专业认同现状，调查发现：该校特殊教

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在性别、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在对结果分析与讨论的基础上从

学校、社会和学生三个方面提出提高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水平的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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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aking Z College in F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Xian-da，JIAO Jing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dheres to“student-centered, output-oriented,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Professional identity affects students’living and future employment. Therefore,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conducive to

mobilizing students’learning enthusiasm, improving learning efficiency,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avoiding the loss of teachers and

talents for special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08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in Z School of F Province, which train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in this school is generally at a medium level,

with differences in grade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source of stude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

sul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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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特殊教育

教师的发展与培养，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第

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要

加强专业化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培养质

量[1]。福建省为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

制定了《福建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8-

2020）》，提出扩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规模，健全

教师培训体系，提高专业化水平[2]。

已有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学生

专业认同程度不高，人才流失问题比较严重[3]。

其中在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如幼儿园、早教中心等

工作的特教老师就更少了。了解学生的专业认

同是开展教育教学的基础。专业认同与大学生

的主动学习呈正相关，专业认同会直接或间接影

响学生的学业成绩[4]。分析近年相关研究发现，

已有专业认同研究从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学前

教育、特殊教育，对学前特殊教育研究较少，就研

究层次来看，以本科生研究为主，对专科层次的

研究较少。F省Z校的特殊教育专业主要以培养

学前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专科生为主,该校以百

年学前教师教育办学历史的优势为基础，结合特

教专业的社会需求调研，将人才培养定位在学前

教育阶段（以0-6岁儿童为主要对象的单位如幼

儿园为主要就业单位）的复合型学前特殊教育师

资，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特

殊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以Z校学前特殊教育专业

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专业认同进行调查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持续改进。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Z校所有在读特殊教育专业专科生

为被试，共计108人。利用网络方式发放调查问

卷，共发放108份，回收有效问卷108份，被试基

本情况见表1。

2.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问

卷主要借鉴官春兰、王雁编制的《特教专业本科

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根据大专学生的实际情

况对原问卷中的部分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问

卷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情况；第二

部分包括价值和发展认同、教学认同、情感认同、

专业投入、职业认同五个维度。问卷采用5级评

分，得分越低专业认同越高，采用SPSS17.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表1 被试基本情况

变量

性别

生源地

年级

组别

男

女

城镇

农村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人数（n=108）

4

104

24

84

28

45

35

百分比（%）

0.03

0.96

22.22

77.78

25.93

41.67

32.41

3 调查结果

3.1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价值和发展认同维度

的平均分为2.014，情感认同维度为2.040，教学认

同维度为2.332，职业认同维度为2.574，专业投入

维度为2.595，得分介于2-3之间，可知F省Z校的

专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在5个维度中，价值和

发展认同最高，其次依次为情感认同、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专业投入最低。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被试专业认同各维度得分

项目

价值和发展认同

情感认同

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

专业投入

n

108

108

108

108

108

M

2.014

2.040

2.332

2.574

2.595

SD

0.562

0.713

0.589

0.602

0.538

3.2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的

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性别在各个维度

上的差异性，从下表可以看出，不同性别样本在

价值和发展认同、情感认同、教学认同、职业认

9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12期

同、专业投入均未有显著差异（p>0.05），具体见

表3。
表3 不同性别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

差异（n=108）

维度

价值和发展认同

情感认同

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

专业投入

女

（n=104）

M

2.01

2.04

2.33

2.58

2.60

SD

0.56

0.71

0.59

0.61

0.54

男

（n=4）

M

2.19

2.00

2.30

2.55

2.60

SD

0.72

0.82

0.66

0.57

0.52

t

-0.627

0.114

0.097

0.085

-0.018

p

0.532

0.909

0.928

0.937

0.987

3.3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在生源地上

的差异

生源地在专业认同上差异不显著。具体到

各子维度，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被试在价值

和发展认同、情感认同、教学认同、职业认同、

专业投入五个维度上均未有显著差异。具体

见表4。
表4 不同生源地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

差异（n=108）

维度

价值和发展认同

情感认同

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

专业投入

城镇
（n=24）

M

1.83

2.10

2.38

2.53

2.56

SD

0.63

0.96

0.74

0.69

0.64

农村
（n=84）

M

2.07

2.02

2.32

2.59

2.60

SD

0.54

0.63

0.54

0.58

0.51

t

-1.802

0.355

0.409

-0.374

-0.338

p

0.074

0.725

0.684

0.709

0.736

3.4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在年级上的

差异

不同年级学生在专业认同上存在差异，具体

到各维度结果不同。不同年级学生在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上无显著差异，而在价值和发展认同、

专业投入上的差异极其显著，在情感认同上差异

显著，结果显示：价值和发展认同、情感认同和专

业投入三个维度专业认同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大

三、大二、大一，具体见表5。
表5 不同年级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n=108）

维度

价值和发展认同

情感认同

教学认同

职业认同

专业投入

大一（n=28）

M

1.91

1.93

2.22

2.46

2.51

SD

0.57

0.79

0.57

0.66

0.50

大二（n=45）

M

2.23

2.27

2.48

2.64

2.87

SD

0.51

0.71

0.57

0.46

0.48

大三（n=35）

M

1.81

1.84

2.22

2.58

2.31

SD

0.53

0.58

0.60

0.71

0.47

F

6.755

4.266

2.682

0.700

13.745

p

0.002**

0.017*

0.073

0.499

0.000**

*p<0.05，**p<0.01

4 分析与讨论

4.1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基本情况分析
在本次调查的108份问卷中，在性别上，女

生占比96%，男生3%，男女比例为1：26。其原
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不当职业价值观的影
响。社会大众对学前教育阶段的职业定位有严
重的性别倾向，对学前特殊教育职业的定位多
为女教师，认为女生在性格上比男生更细心、有
耐心，能更好地照顾、教育学前阶段的儿童。第
二，受经济效益的影响。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女生在择业的时候倾向于稳定的工作，男生倾
向于挑战性大、收益更多的职业。该专业以幼
儿园教师、早教机构康复教师为主要就业岗位，
这些岗位教师工资普遍不高，对在大城市要成

家立业的男生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直接影
响其专业的选择。在生源地上，农村生源所占
比例较大，约77.78%，在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学
生家庭情况一般，收入较低，这一结果与徐帅[5]

等人的调查结果相一致，这可能是在选择专业
的时候，农村生源的学生会考虑学业成本，尽量
避开高花费的专业，对于特殊教育的冷门、辛苦
程度等考虑较少。
4.2 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总体认同水平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F省Z校学前特殊教育专业
学生的专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与本科高校特
殊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相差不多，与之前相关
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6-7]。从研究的维度来
说，价值和发展认同、情感认同较高，其次是教学
认同，职业认同、专业投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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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价值和发展认同、情感认同较高的原因

分析

一是政策的导向。近年来政府陆续提出了
在工资、表彰奖励等方面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的
政策。国家层面的关注让大家对特殊教育的价
值、发展前景有了积极的认同。二是教师的正确
引导。在该校百年学前办学历史的熏陶下，在专
业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不断学习、实践，在与
孩子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特殊教育在促进特
殊儿童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明白特教教
师于特殊儿童而言的巨大意义，从而形成尊重特
殊儿童、正确定位特殊教育专业的正确认知。
4.2.2 教学认同较低的原因分析

首先，人才培养定位、专业课程设置与就业
岗位匹配度有待完善。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定位为学前特殊教育，培养
的人才主要面对的群体是学前教育阶段的特殊
儿童。但具体培养的是面向特殊学校的特殊教
育教师还是面向特教机构的教育康复师，由于是
新办专业，尚没有明确的定位，还处在摸索当
中。如果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是各科教学法，而毕
业后就业选择的却是学前教育阶段的特教机构，
从事康复训练工作，就会出现所学与所用无法对
接的问题。其次，特殊教育专业技能类课程设置
相对较少，实操类课程受实践基地制约较大。学
校开设实操性课程较少，部分实操内容安排为下
特殊教育实践基地（既有公办的特殊学校，也有
民办的特教康复机构）的实习项目，但是因为儿
童自身的特殊性，实践基地较少安排实习老师上
手操作，还是以见习、观摩为主，影响了学生实践
技能的学习。另外，作为一个新办专业，专业师
资较薄弱，对学生的就业指导经验不足。此外，
教材的可选择性较少，适配度低。目前市面上的
特殊教育教材较少，主要以本科层次为主，对于
专科层次的书目比较少，针对学前特殊教育专科
层面的教材则更少。
4.2.3 职业认同和专业投入最低的原因分析

职业认同较低的原因有：第一，工作枯燥，成
就感低。在选择专业前与特殊儿童接触较少，但
是在之后的实习、见习中会发现，教育特殊儿童
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效果
不明显[8]。在见习与实习过程中，经常一个知识
点反复讲解几周儿童仍然没有掌握，导致学生难
以产生成就感。儿童各种问题行为的出现也常

常让学生手足无措。第二，大众的偏见。访谈发
现有的学生最终决定不从事特殊教育教师行业
的原因是受周边亲人、朋友的影响。很多人对特
殊教育不了解，觉得特殊教育教师教的是“傻
子”、“智障”，认为只有学习不好的、成绩差的学
生才会当特教教师，这些不正确的观念给学生带
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第三，就业渠道狭窄，公
办学校编制较少。特教学生目前面临的就业问
题也较多，如大多数特教学校要求报考的学生要
具备本科学历（全日制），另外大多数幼儿园在招
聘教师时没有将特殊教育专业列为报名专业范
围，很多地方教育局对Z校开设这个专业不了解，
出现幼儿园要求学前教育专业才能报考的尴尬
境地，其实幼儿园很需要学前特殊教育师资。

专业投入受学生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多方
面的影响，从部分访谈的学生来看，有的学生一
方面受自身职业规划不清晰的影响，学习只是机
械的跟随老师，老师讲什么听什么，没有学习的
侧重点。另一方面，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完善、特
殊教育专业教学资源较缺乏也间接的影响其专
业投入。
4.3 性别对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影响

的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在各个维度上都不存在
明显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对专业认
同具有显著影响不一致[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可能是：一是受研究对象人数的影响，此次问卷
调查中，男生所占比例较少，仅为3%，可能会影
响性别差异的调查结果。二是实践基地的良好
反馈。实习学校表示很欢迎男老师的到来，因为
男老师在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行为如攻击
性行为时，表现出比女老师更大的优势。这些良
好的反馈让男老师感觉自己的专业得到了认可，
同时也促使他们在专业学习上更加努力。
4.4 生源地对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影

响的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生源地在各个维度上均
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说明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
的专业认同度受生源地的影响较小。专业认同
感的形成主要还是依赖学校的培养、社会的影响
以及自身的要求。部分同学表示，自己对于专业
的认识和思考主要是在进入学校，接触这个专业
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报考专业之前只是有一个
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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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不同年级对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

影响的分析

研究表明，不同年级学生的专业认同存在较
大差异，其中不同年级在情感认同、专业投入、价
值和发展认同三个维度呈现显著性差异。在这
三个维度上专业认同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大三、
大一、大二。

首先，大三的专业认同度最高。经过三年的
专业学习，让大三学生对特殊教育有了比较全
面、清晰的认识，能够理性的看待特殊教育。对
于自己将来工作的定位更加明确，能够针对性的
进行专业学习，投入较大的精力。其次是大一，
大一阶段主要以文化通识和学前教育专业类课
程为主，特殊教育的专业课程比较少，下园的实
践中以观摩为主，没有太过强烈的认同或不认
同。大二的专业认同度最低，可能的原因是大二
阶段开始大量学习特殊教育专业课程，对特殊教
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还不深入，自己也在尝
试着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但是由于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
以大二阶段的学生专业认同受到环境和自身感
受的影响最大。

5 建议
从整体来看，我国对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专业

认同的研究始于2010年，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专业
认同研究来看，文献数量少，研究时间晚，主要集
中于近几年，远远落后于对其他专业学生专业认
同的研究[10]。即便现有特殊教育的专业认同研
究，也以本科办学层次的特殊教育专业研究居
多，而尚无专门针对专科层次的学前教育特教专
业学生专业认同的深入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
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低于常见的几个
专业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小学语文等专业。
针对Z校学前特殊教育专科生专业认同的现状，
结合同类开办特殊教育专业的专科学校，本研究
从学校、学生和社会层面提出以下可行性建议。
5.1 学校层面

5.1.1 明确特教教师定位，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由上述研究结果分析可知，该校存在培养定
位模糊的问题。目前特教教师的培养方向主要
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教育教师方向，主要从事
相关的教育教学工作；另一种为教育康复方向，
主要就业去向是学前儿童康复类机构。虽然都
为特殊教育，但是定位不同，人才培养的课程设

置、实习安排和就业方向却相差很大。所以，学
校的第一要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结合学校自身的优势对学前特殊教育教师的
培养进行明确定位，在首届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
的就业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更有针对性的学前特殊教育教师。
5.1.2 摆脱课程设置理论化，凸显课程实用性

摆脱课程理论化，突出实践性的价值取向。
调整课程设置，立足一线教学需要、学生兴趣，在
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删除不符合学生需求的课
程，在注重学前教育知识、特殊教育知识的同时，
注重加入特殊教育方面的实用性课程，如：增设
自闭症儿童的干预、特殊儿童班级管理、沟通与
合作等课程。凸显特教课程的实用性，以便更好
地满足特教岗位的工作需求。通过课程设置的
改革和优化，凸显特殊教育专业认证的“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
5.1.3 扩充师资力量，促进人才培养

强大的师资力量是顺利开展教育教学的保
障，决定着教育的质量。此次调查显示，学生对
于学校专业教师整体比较满意，但是反馈学校师
资力量较薄弱。学校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扩充师
资力量，一方面可以积极引进特殊教育方面专业
人才；另一方面可以邀请校外特教专家或一线有
经验教师定期开展讲座，让学生了解专业的最新
理论，学习一线名师的教学经验。该校通过招聘
老师公开录用从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
西南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三位硕士，同时依
托学前教育专业优势，配置了学前教育专业省级
带头人、学前教育专业骨干教师和教研室主任构
成的师资队伍，同时外聘特殊教育专业老师参与
专业授课和实训指导。
5.1.4 加强专业导航，稳固专业思想

学校应发挥百年学前教师教育办学历史的
优势，将在学前教育专业上的办学积淀迁移到特
殊教育专业，邀请优秀校友到学校宣讲、让特殊
教育专业学生通过下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有
更全面的了解，逐步树立愿意去幼儿园工作的职
业理想。同时结合特殊教育专业一年级学生每
周到幼儿园进行教育见习的机会，让学生零距离
接触孩子，培养学生的职业情感。平时学校还可
以指导学生到特教实践基地开展专业实践、社会
志愿者活动、团日党日活动等，培养学生的爱心，
稳固专业思想，让更多的学生毕业后能从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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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的工作。
5.2 学生层面

5.2.1 明晰就业方向，制定职业规划

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
的时候并非自愿，有个别同学甚至对特殊教育一
无所知。基于此，学生入学后要尽快调整自己，
通过教师、学姐、学长尽快了解特殊教育，在对自
己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好学习和职业规划。
班主任或专业教师可以提供一些特殊教育专业
学生或已经毕业学生的发展规划范例，引导他们
做好科学的职业规划。
5.2.2 主动投身专业学习，提升专业综合素质

调查中发现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价值认
同感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不具备一定的职
业技能。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在下园实践工
作中受阻，难以体现成就感，没有成就感又反过
来导致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就要求学生要打破恶性循坏，从调整自己开
始，主动投身学习，多阅读相关书籍，多投身社会
实践参，提升专业综合素质。
5.3 社会层面

5.3.1 加强思想宣传，营造良好就业氛围

传统价值观认为特殊教育教师就是教聋哑
儿童，不需要多高的学历，甚至觉得随便是谁都
可以教他们。这种周围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学
生的专业学习和未来就业。如果周围人对特殊
教育持支持的态度，学生会坚定自己的专业选
择，更有信心、有动力的进行学习。反之，则让特
殊教育学生有巨大的精神压力，消极学习，甚至
在毕业时会转专业到其他领域。因此，政府应利
用媒体、网络等多种手段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宣
传，引导大众正确认识特殊群体、接纳特殊群体，
树立正确的特殊教育观念。
5.3.2 加大政策支持，拓展学前特教就业渠道

就业率是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主要考虑的因
素之一，保障学生职业前景的良好发展是促进学
生专业认同的重要举措。在现实情况中，关于特
殊教育教师的招聘，学校对学历的要求多为本
科，部分地区教育局在报考条件中设置了一条

“需具备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事实上从2014年
全国就没有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资格证。关于
公办幼儿园教师的招聘，在报考条件中没有将特

殊教育划分在所属招聘范围之内。这些招聘要
求的设置，限制了学生的报考资格，将专科层次
的学前特殊教育学生拒之门外，学生感觉学习了
三年的专业没有用武之地，降低了对特教专业的
认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因此，政
府教育部门应从实际出发，拟定符合当地学前特
殊教育招聘的相关要求，如调整公办特殊学校招
聘录用教师的学历要求、将特殊教育专业纳入公
办幼儿园教师招聘的专业范围等，这样学生就不
会因为害怕将来就业“无门”而排斥特殊教育专
业。相反，这样吸引更多的学生认同特殊教育专
业、选择特殊教育专业、加入到特殊教育教师的
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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