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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2001-2020年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关于幼儿教师形象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二十年来我国幼儿教师形象

认知内容从关注师表形象到关注师德形象，认知态度从正面报道为主到以负面倾向占据主导，认知期待从幼儿教师养育者形

象向幼儿教师专业者形象过度。探究认知变化背后的原因发现：国家相关政策颁布拓展形象认知；媒体语言“象征性权力”滥

用误导形象认知；社会大众育儿观念变化反刍形象认知。今后需增强正面报道、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对幼师职业的全面认

知，培养大众科学育儿观，多方协同塑造新时代幼儿教师良好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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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gnition Change of Chinese Kindergarten Teachers’Image
—Take Sina，Sohu and Tencent News Reports Between

2001-2020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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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kes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websites which are Sina，Sohu and Tencent to talk about kindergarten teach⁃
ers imagebetween 2010-2020 and it shows that the cognitive content of Chinese media on the im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e
past 20 years has changed as following: before the mass media paid attention to outward appearance and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while
it focuses more on teachers’ethics now，before the cognitive attitude of the mass media was positive reporting while now it is more neg⁃
ative reporting; before the cognitive expectation of the mass media wask indergarten teachers’foster image while now it is more on kin⁃
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image. This paper explored reasons of these cognitive changes and it found out that: the state-related
policies that issued has promoted media cognition changed；the“symbolic power”abuse of media language mislead image cognition; the
public’s concept of parenting changes and ruminates on image cognition.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sitive reports，
strengthe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areer，cultivate the public's
scientific concept of parenting，and coordinate to create a good new im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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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兴国必先强

师”。教师形象是“人们对教师教学行为表现的

一种宽泛界定，是教师特定姿态和风貌的一种表

征。它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反映

了特定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1］对“教师形

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形象概念、要素、塑造

等方面。研究多从“形象”、“角色形象”和“职业

形象”概念引申出“教师形象”概念，认为教师形

象并不是“静态的、单层面的”，而是一个“具体

的、多层面的矛盾统一体”［2］，指出教师形象由教

育形象与社会形象构成［3］，也有研究者从师表、

师道、师职形象三方面对教师形象构成要素进行

划分［4］。在教师形象塑造上，面对媒体对知识话

语权的消解，有研究者提出从客观现实、媒介建

构以及公众认知三个不同互动侧面重塑教师良

好形象［5］，着力加强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形象的正

面塑造［6］。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幼儿眼中、网络影视中及

教师自我心中的形象探究，鲜有从时间纵向层面

对幼儿教师形象认知变化予以梳理。幼儿教师

形象认知是塑造幼儿教师形象的关键因素之一，

也在一定程度上映衬着社会大众对幼儿教师职

业的认识。近二十年来，民众在幼儿教师形象认

知上发生着何种变化？为何会存在这些变化？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幼儿教师形象建

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大众通过媒介来认

识和了解幼儿教师。基于此，本研究以三大新闻

网页有关幼儿教师形象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展现幼儿教师形象认

知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并为新时代幼儿教师

形象的塑造和优化提供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新浪、搜狐、腾讯新闻三家门户网站的数据

流量大、受众较广。依据三大目标媒体，使用“八

爪鱼”采集器分别在其新闻频道进行以“幼儿教

师”为关键词的新闻内容抓取，样本起止时间以

网络平台能显示的最早新闻为起点（2001 年 8

月），以着手收集新闻的时间为截止点（2020年12

月）。利用软件自带覆盖重复新闻的技术进行初

步筛选，以Excel格式导出后，再淘汰掉广告、招

聘等无用信息，共计856条。重复出现的新闻只

取其中一条（95条），剔除网址无法打开的幼儿教

师新闻（18条），最后获得有效样本量共计743条。

（二）研究方法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认为内

容分析是一种对传播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的、系

统的、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巧［7］。内容分析法首

先要求明确研究问题，本研究期望借助内容分析

法了解媒介如何认知我国幼儿教师形象，二十年

其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次，在已有理论基础

上明晰“幼儿教师形象”这一核心概念，并以问题

解构的方式对幼儿教师各类形象进行操作化（见

表1）；第三，选择合适样本，定义分析单位，研究

将每一篇新闻报道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接着，结

合核心概念的操作化问题建构类目，制定编码

表。在正式编码前，研究使用100篇报道检测两

名编码员的斯科特信度系数，整体信度为0.97，主

要分析类目信度分别为：发表时间1.00，报道倾向

0.98，报道内容主题0.96，报道内容类属（幼儿教

师形象类属）0.94，信度系数满足分析要求。此

外，采用ROSTCM6.0软件进行词频分析，以期对

报道文本的分析更加全面与多维。

表1 幼儿教师形象变量的操作化问题

主维度

师表形象

师德形象

子维度

仪容

仪表

仪态

师业

师爱

定义

指幼儿教师的妆容、面容

指幼儿教师的穿戴

指幼儿教师的言行举止、姿势、风度（内
在气质的外化）

指幼儿教师对待职业的态度

指幼儿教师是否爱孩子、尊重孩子

操作化问题

是否提及幼儿教师化妆问题

是否提及幼儿教师着装风格、样式等

有没有提到幼儿教师语言、站姿、坐姿、外化的内在气质
（如，活泼、随和）

幼儿教师是否敬业、乐业、勤业，坚守教育岗位、具有职
业规范意识？是否违反职业道德

幼儿教师是否关爱、关心孩子，对待幼儿细心、贴心，有
责任心？有没有虐待、体罚、侮辱幼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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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形象

师风

专业理念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指幼儿教师的优良作风

指幼儿教师应当有着正确的儿童观、

教师观、教育观，具有专业自主性

与专业意识

指幼儿教师应具备一定的保教知识、

幼儿发展知识及通识性知识

指幼儿教师应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保教能力、观察评价能力、组织管理

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环境创设能力、

学习探究能力、批判反思能力等

有没有提及幼儿教师以身作则、言行垂范、依法执教、廉
洁从教等

有没有提及幼儿教师应拥有一定的专业理念。如，儿童

观方面，能尊重幼儿，给予幼儿充分的机会发展自我；理

解幼儿，对幼儿言行予以客观认识与理解，不以成人思

维禁锢幼儿等；教师观方面，是否承认幼儿教师的专业

性？认为幼儿教师应具备一定的专业意识与自主性？

教育观方面，是否拥有科学合理的育人观念

是否提及幼儿教师不仅懂得一定的育儿知识，也知道一

些教育幼儿、发展幼儿的知识及专业知识以外的通识性

知识

是否提及幼儿教师应当多才多艺，琴、舞、唱、画样样精

通？是否教学业绩突出？能否很好地开展家园工作，与

家长进行良好沟通？能否很好地观察解读幼儿，开展教

育研究工作？是否拥有较好的反思批判能力等

二、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从师表形象到师德形象的关注

有关幼儿教师的网络新闻报道共计覆盖16

类主题（见表2）。由表可见，网络媒介对幼儿教

师形象方面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幼儿教师的师德

形象，其中涉及幼儿教师的道德素养、伦理作风、

行为品质、教育情怀、责任感、职业规范意识等；

其次，关注幼儿教师的师职形象，即多种专业技

能、家园沟通、工作业绩与成果等。对幼儿教师

师表形象关注不多，但媒介期望幼儿教师有良好

的精神风貌，活泼开朗、纯真可爱。
表2 网络报道主题内容排名统计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报道主题内容

殴打、体罚幼儿

教唆、恐吓、侮辱幼儿

情系幼儿、奉献爱心

坚守教育岗位、为教育全身心付出

违法、犯罪行为

工资待遇问题

工作压力、心理问题

妆容得体、良好精神面貌

关心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

多种专业技能

活泼开朗、纯真可爱

违背伦理的行为

家园沟通

教学或管理能力突出

遇难、殉职、去世

家庭问题、婚恋问题

类属

师德

师德

师德

师德

师德

其它

其它

师表

师德

师职

师表

师德

师职

师职

其它

其它

篇数

391

74

63

52

38

24

24

35

15

32

21

8

8

10

6

2

占全部篇数的比例

48.21%

9.12%

7.77%

6.41%

4.69%

2.96%

2.96%

4.32%

2.18%

3.95%

2.59%

0.99%

0.99%

1.23%

0.74%

0.25%

采用 ROST CM6.0 软件对 743 篇网络文本

内容所使用的修饰幼儿教师的词汇进行提

取、归纳，运用该软件的功能性分析，得到词

频分析结果，呈现出频数不小于 4 的词汇，并

将其按照首现时间由前往后依次排列（见表

3）。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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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网络新闻关于幼儿教师形象词汇频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词汇

衣着

活泼

开朗

纯真

爱心

热情

任劳任怨

耐心

细心

责任心

尊重

兢兢业业

能歌善舞

热爱

粗鲁

频数

15

16

6

6

55

14

4

25

9

15

5

5

43

6

50

首现时间

2005

2007

2007

2007

2009

2009

2011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2

2014

2014

类属

师表

师表

师表

师表

师德

师表

师德

师德

师德

师德

师职

师德

师职

师德

师德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词汇

奉献

年轻

温柔

爱岗敬业

踏实

阳光

活力

关心

高尚

广博

全面

认真

优秀

多才多艺

可爱

频数

9

25

10

22

4

9

6

5

4

6

20

9

8

22

7

类属

师职

师表

师表

师德

师职

师表

师表

师德

师德

师职

师职

师职

师职

师职

师表

首现时间

2014

2016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由表3可知，有关幼儿教师师德、师表、师职

形象描述的高频词汇个数分别为5、2、13。媒介

在描述幼儿教师形象时，主要集中在对其师德形

象的描述上。从时间层面观之，媒介前期在呈现

幼儿教师相关报道时，常常使用“活泼、开朗、纯

真、热情”等来修饰幼儿教师。自2010年后，媒介

对幼儿教师的描绘多以“任劳任怨、耐心、细心、

责任心、兢兢业业、粗鲁、粗暴、爱岗敬业、高尚”

等词汇予以呈现。媒介对幼儿教师形象的关注

逐渐从外表形象转向道德形象，不再局限于对幼

儿教师外在形象的单方面认识，而更多以“对待

幼儿是否有责任心、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伦理作

风正派、品行良好、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等来衡量

幼儿教师。

（二）由正面报道转向负面报道为主

由表2可见，殴打、体罚幼儿与教唆、恐吓、侮

辱幼儿这两大主题占据总样本数的绝大部分；情

系幼儿、奉献爱心及幼儿教师坚守教育岗位、为教

育全身心付出的主题虽排名也相对靠前，但报道

篇数却远不及前两者。网络新闻中呈现的幼儿教

师正面形象有：坚守教育岗位、为教育全身心付

出；情系学生、奉献爱心；多才多艺、专业技能扎

实；关心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教学或管理成

果突出；良好精神面貌等。负面形象有：虐童；暴

力；教育方法不当；违背师德；不尊重幼儿；无证上

岗；有违伦理；骗取家长钱财；拿孩子出气等。

在743条报道中，正面、负面、中性及争议性

（报道里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报道数分

别为80条（13％）、163条（23％）、272条（51％）、90

条（13％）。从报道倾向年度趋势图（如图1）可

见，在2010年之前，网络媒体对幼儿教师的正面

报道多于负面报道，2010年之后则相反。特别是

在近几年，有关幼儿教师的各种负面新闻频频爆

出，尤以“虐童”事件为首。且一个负面新闻的出

现会带来连锁效应，引发大面积的网络评论与报

道，如2012年的浙江“温岭事件”、2017年的“红黄

蓝事件”等。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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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0

40

30

20

10

0

正面评价 中性评价 负面评价

图1 网络新闻对幼儿教师报道倾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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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养育者形象认知到专业者形象期待

在有关幼儿教师形象的新闻报道中，媒介最

开始常常以“幼儿教师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照

顾孩子”、“幼儿教师要管理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幼儿教师很会照顾人”等语句来评价幼儿教师，

这些语句集中体现出媒介在定位幼儿教师角色时

更多是站在养育、抚育的角度来思考。但近几年

的网络新闻报道呈现出对幼儿教师更高的专业性

期待，由表3高频词汇的首现时间可知，近两年媒

介开始以“广博”、“全面”、“优秀”、“多才多艺”等

词汇来修饰幼儿教师，对幼儿教师职业形象的认

知逐步发生变化，体现在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理念、

专业知识及教师多重专业能力的诉求上。

随着《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和《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出台，以“幼儿为本”的基本

理念深入人心，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各领

域活动更是成为幼儿教师设计、组织各类教育教

学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尊重儿童”、“发现儿童”、

“理解儿童”等词汇被用来修饰具备专业理念的

幼儿教师。在知识层面，幼儿教师成为“全面”、

“通才”、“‘十万个为什么’的‘解答器’”；在能力

层面，幼儿教师被描画为“全能”、“能歌善舞”、

“能唱会跳”、“心灵手巧”的教育工作者。此外，

媒介对幼儿教师专业者形象的期待还表现在新

时代幼儿教师多重角色的认知上，幼儿教师不仅

是“生活中的妈妈”、“教学中的老师”，还是“游戏

中的伙伴”。“幼儿教师是专业的”，首先，体现在

“懂小孩”，懂得孩子不同的年龄特征、懂得孩子

成长的不同需要，懂得孩子的学习方式并因势利

导等，尤其强调“幼儿教师不是谁都可以担任的，

因为幼儿教师是专业的”。针对“幼儿教师是保

姆”这一认识误区媒介指出幼儿教师的专业性，

应明确幼儿教育工作者“教师”的身份。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国家相关政策颁布拓展幼儿教师形象认知

网络媒体关于幼儿教师形象的报道数量总

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在2006、2010、2012、2015

年，网络媒体对幼儿教师的报道量位于峰点，且

直线递增（见图2）。2006年，多部门联合制定了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媒体目光逐渐投

向幼儿园安全问题事件。2010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同年11月发布“国十条”（《国务

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学前教

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2012年2月，教育部制定

并发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同年10

月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5年颁

布《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2012和2015这两个时

间段幼儿教师新闻报道数量最多，尤以幼儿教师

“虐童事件”关注度最高。“虐童事件”的高频报道

加速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同时，相关权威

条例的颁布又进一步助推媒介对学前教育行业

的重视，引发公众对幼儿教师形象的探讨。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强调“师德为先、幼

儿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的基本理念，在这

一理念引领下，幼儿教师师德形象备受关注。媒

介以幼儿教师是否“依法执教、履行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是否关爱幼儿、尊重幼儿人格；是否富有

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等来严格比对幼儿教

师师德形象。《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使幼

儿教师在政策层面上获得了教师的专业身份，幼

儿教师不再以单纯的养育者、抚育者形象呈现在

大众眼中，取而代之为更高的专业者形象期待。

幼儿教师不仅应当具备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

且应拥有多种知识与能力，具备较高的专业素

养。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促使媒介加深对幼儿

教师职业的关注，同时，也从专业性层面引领媒

介对幼儿教师形象予以全面客观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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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幼儿教师新闻报道总趋势

2.媒体语言“象征性权力”滥用误导幼儿教师

形象认知

“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概念是布迪厄近半个世

纪以来所努力创建的‘象征形式反思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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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核心部分。在布迪厄看来，语言不仅仅是

沟通的一种单纯手段，也是整个社会进行再建构

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介。”［8］语言总是在执行着一种

符号权力的功能，它意味着一种无中生有的建构

力量，通过命名或表征，可以把某种意义强加于

某一事物或另一种意义之上，并因此可以向社会

行动者强加以某种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感知［9］。

媒体语言的运用及其表达方式，积极地发挥着象

征性权力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媒体工作者对新

闻信息“如何叙述”非常关键，在信息加工过程

中，其所采用的词汇往往带有选择性、倾向性与

塑造性，不同词汇的选择与运用构成不同的文本

内容，传达着不同的文本意义，给受众带来不一

样的想象空间。

在一系列“虐童事件”曝光后，为赚取新闻点击

量，媒体语言的“象征性权力”被加以利用。一些

“标题党”应运而生：“网曝‘最毒’幼儿园老师揪小

孩头发硬塞奶瓶”；“4岁娃因偷吃被扎20针，幼儿

园老师‘酷刑’残忍”；“幼儿园现老师版‘容嬷嬷’，

多名孩子被扎”；“浙江虐童案：幼儿园教师缘何渐

变成‘狼外婆’”……这些夺人眼球的新闻将媒介的

“象征性权力”发挥到极致。他们在新闻内容中放

大缺点，未经如实考证就进行舆论宣传，而受众在

未全面了解事情真相前就对幼儿教师进行无端猜

忌，给幼儿教师贴“标签”，使得幼儿教师集体形象

受损，成为更加弱势的群体。“象征性权力”的滥用

致使幼儿教师正面形象宣传匮乏，负面新闻报道有

增无减，严重影响公众对幼儿教师形象全面客观地

认知，同时，让幼儿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知逐渐模

糊［10］。“如果说形象是一种生命形式，而物体是他们

的身体，那么媒介就是形象在其中活过来的栖居地

或生态系统。”［11］在这样一种充斥着疑虑、否定、讽

刺的生态系统中，幼儿教师形象愈加显得如此无

力、软弱与卑微。

3.大众育儿观念变化反刍幼儿教师形象认知

大众育儿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科学的儿童

观与教育观的形成。科学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

一个有着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个体，其发展是在社

会化过程中通过积极能动的方式与他人、与环境

互动的结果。”［12］既然是能动的个体、积极发展的

个体，那么师幼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谐共处

的关系，幼儿教师则更多以一种引导者、陪伴者的

角色形象予以呈现。儿童是独立发展的个体，并

不是无知无能的白板，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小大

人”，幼儿教师是以潜能挖掘者与发展支持者的角

色形象出现在幼儿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在这样一

种儿童观引领下，社会大众期望幼儿教师能像朋

友一样对待幼儿、尊重幼儿，肯定幼儿而非控制幼

儿，更不能体罚幼儿甚至暴力虐待幼儿。

科学的教育观承认教育的有限性，提出应遵

循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因材施教，否定

超前教育。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应试教

育的弊端，注重幼儿综合素质的培养，因而在幼

儿教育阶段不再对“教师教多少知识”予以看重，

而对幼儿教师专业工作者形象予以期待。在近

几年的新闻报道中，描绘幼儿教师专业角色的词

汇逐渐呈现在大众面前，如，“潜能的挖掘者”、

“行为的观察者”、“游戏的陪伴者”、“教育的反思

者”、“事件的研究者”等等。科学育儿观念的形

成促使社会大众更加客观地认知幼儿教师职业，

对幼儿教育不再“唯知识”与“唯能力”，家长更看

重幼儿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及幼儿兴趣的培养与潜能的挖掘。这些科学

育儿观念的形成反过来促使大众对幼儿教师形

象予以重新认知。

（二）研究建议

1.增强正面报道，传播幼师良好新形象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承担着构建和

谐文明社会、展示社会良好风貌的重任。媒介在

对新闻报道时应融入人文关怀，充分考虑幼儿教

师的利益和立场，关注被报道行业群体的集体感

受，关爱弱势群体。在新闻内容选材上，可充分挖

掘幼儿教师故事，如，扎根乡村一线的幼儿教师报

道、投身幼教事业多年的老幼师口述史、幼儿园男

幼师一日生活追忆等。通过树立正面典型，让优

秀的幼儿教师代言，对其先进事迹进行大力宣传，

向社会大众传播正能量，让人们认识到幼儿教师

职业的崇高、不易与不可替代性。当然，幼儿教师

良好形象的舆论宣传工作不只在危机发生后的公

关时刻，在平常生活中，教育行政部门、幼儿教育

专家、主流教育媒体工作者应积极借助教育媒体

平台客观公正地对幼儿教师进行真实报道，营造

良好的幼教舆论氛围。

2.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对幼师职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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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认知

“形象居住在媒介里，正如生命体居住在他

们的栖息地”［11］。媒介对于幼儿教师形象的宣传

与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素养的提升使

公众能以批判反思性的眼光甄别新闻内容，在媒

介语言“象征性权力”运行下依然能保持客观中

立的态度，辨清事实并理性地分析问题。媒介素

养教育的核心是“解构”，即分解媒体信息、操作

实践、流程、机构以及影响的具体构件，并进行深

入分析，通过这种教育工作，使得大众了解新闻

报道与现实生活的异步关系［13］。加强媒介素养

教育，即是增强公众解构信息、悬置价值预判并

重构价值认知的能力。首先，它培养公众对幼儿

教师的新闻报道内容进行事实求证的习惯，对真

实描述和夸大其词的媒体语言予以分解；其次，

训练公众悬置媒体语言事先呈现出来的幼儿教

师形象的价值判断，将自身抽离出来，以第三方

视角审视新闻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最后，在还原

事实的基础上，学会运用理性思维对事件本身予

以重新认知与判断。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还体

现在对报道群体的深入认识与了解，在对幼儿教

师群体进行报道时，媒介应对幼儿教师职业有足

够全面的认知，从行外到行内，从“局外人”到“局

内人”，学会站在他者视域和全局视域看问题，只

有在深入了解报道对象的基础上，才能更加精准

地对新闻事件予以客观判断与评析。

3.提升大众科学育儿观，多方协同塑造幼师

专业形象

科学育儿观念的形成有助于提升大众对幼

儿教育的理性认识，使目标追求不再“唯知识”，

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识

与了解，让幼师形象不再“唯保姆”。科学育儿观

的培养和正确职业认知的形成需多方协同努力，

共同搭建互促平台。教育行政机构可通过“学前

教育宣传月”等活动大力宣传学前教育，普及科

学育儿知识，增进大众对幼儿教师群体的专业性

认知；幼教专家可借助科研课题开展调研，了解

社会大众、家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幼儿教师自

身对幼儿教师形象的认知，增强彼此间的相互理

解；家长是和幼儿教师密切接触的关键群体之

一，他们对幼儿教师形象的认知关系到家园工作

是否能有效开展与推进，幼儿园除借助家长讲

座、宣传手册普及家长对幼儿教育的基础知识

外，还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家长进课堂、进

幼儿园，真正参与到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之

中，让他们切身体会幼儿教师的一日生活，感同

身受，从而提升他们对幼儿教师专业形象的认

知；除此之外，园方可借助园内外培训学习与活

动的机会来提升幼儿教师行为与情绪的管理能

力，加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幼儿教师自身

也须规范自身言行，加强专业学习、提升自我专

业素养，做好职业规划，拒绝网络捆绑、维护职业

良好形象［14］。只有多方携手共进，才能更好地塑

造新时代幼儿教师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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