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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教师承担着保育和教育的双重职能，其队伍稳定是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对H幼教集团

287名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H幼教集团教师的流动意愿普遍较低，且存在不同教龄、年龄和婚姻状况下的差异，其

中有10年以上教龄教师的流动意愿最低，21-30岁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愿最高，并呈现出年龄越大流动意愿越低的趋势，已

婚无孩教师的流动意愿最高，已婚有孩教师的流动意愿最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教师的流动意愿与工作压力、园所管理、人际

氛围、待遇福利、家人支持、社会地位、专业发展及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相关，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工作压

力和幸福感对教师流动意愿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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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Mobility Willingness of Teachers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to be High
—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achers’

Mobility in H Preschool Education Group
LI Xin，ZHANG Ze-dong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China）
Abstract：Kindergarten teachers assume the dual functions of childcare and education，and the stability of their team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87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e H preschool education group and found that the willingness to move among teachers in the H preschool education group is gener⁃
ally low，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teaching ages，ages and marital status. Among them，the mobility willingness of teach⁃
ers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teaching is the lowest and 21-30 years old teachers have the highest willingness to move. The trend
shows that the older the age，the lower the willingness to move. Married teachers with no children have the highest willingness to
move，and married teachers with children have the lowest willingness to move.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teachers’willingness to
move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work pressure，school management，interpersonal atmosphere，benefits，family support，social stat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nd happiness.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it is found that among all influencing factors，work
stress and happines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eachers’willingness to flow.
Key words：private kindergartens;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llingness to flow;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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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在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下，民办

幼儿园蓬勃发展，在学前教育领域占有重要地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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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民办幼儿园要参

照当地公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收入水平，合理确

定相应教师的工资收入；各类幼儿园依法依规足

额足项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等［1］，为民办幼儿园教师稳定安心工作提供了政

策保障。但已有研究表明，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

动率仍高于公办幼儿园［2］，民办园每学年教师的

平均流失率达到了20%-30%，有的班级一学期甚

至要频繁更换4-5位教师［3］，教师的流动主要从

综合条件较差的园所流向条件和待遇更好的园

所，甚至还有直接选择其他行业［4］，民办幼儿园逐

渐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跳板［5］，成为公办幼儿园

教师补充的培养基地。其中，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幼儿园教师流动率整体居于中等水平且以行业

内的频繁、失衡流动为主要特征［6］；贫困地区、农

村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内流动意向和职业外流动

意向明显，将近六成教师希望换园，另外四成准

备离开幼教行业［7］。幼儿教师资源配置严重失

衡，教师流动严重失范已成为学前教育稳定发展

的瓶颈，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消极影

响［8］。影响幼儿园教师流动意愿的因素多元复

杂，有工资待遇因素、工作条件、社会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和教师个人因素等多个方面［9-12］，而园

所管理是否科学合理、园所物质环境与文化氛围

的优劣、给教师提供的专业提升与发展机会的多

少以及待遇福利的高低都是影响教师流动意愿

的直接因素。因此，幼儿园想要保障教师队伍的

稳定性还应当加大对教师失衡流动的关注与重

视、从幼儿园自身出发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13-14］，

尤其是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负担及其对学前

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公办园教师，应更

加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与发展需求，对她们的流

动意愿进行研究非常必要。

所谓流动，有位置不固定、变换位置之

意［15］。我国学者多将教师流动分为两类：“内部

流动”与“外部流动”，或“职业内流动”和“职业外

流动”［16］，还有采用“教师社会流动”这一概念，将

教师流动分为在教育系统内的社会流动和向教

育系统外的社会流动［17］。本研究将幼儿园教师

流动限定为幼儿园教师在学前教育系统内、教育

系统内不同学段之间进行流动或离开教育系统

流向其他行业；并将幼儿园教师流动意愿定义为

教师在从教过程中考虑各种因素并进行职业规

划后所产生的离开当前职位的想法或倾向。对

教师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刻把握有助于

对教师流动问题的再认识，但解决教师流动问题

还应该分析教师队伍稳定的典型，从中梳理稳定

教师队伍的经验与规律。本研究通过前期调查

了解到H幼教集团办园规模较大、历年的教师流

出率也较低，符合本研究对典型的期望，因此选

择对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找到低

流动意愿的民办园教师群体流动意愿低的原因

所在，为建设与稳定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贡献一

份力量。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域内幼儿园生存

状态与发展路径研究”，根据目的性抽样的原则，

向H幼教集团全体在职幼儿园教师发放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287份，有效率为100%。

问卷调查对象中，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教师

占49.1%，6-10年的教师占24.7%，10年以上的教

师占26.1%，其中有5年及以下教龄的教师相对较

多；年龄在20岁及以下的教师占4.5%，21-30岁

的教师占55.4%，31-40岁的教师占30.3%，而40

岁以上的教师仅占9.8%，教师队伍年轻化特征明

显，跟目前全国幼教队伍现状相似；具有高中及

以下学历水平的教师占8.7%，大专学历的教师占

70.7%，本科学历的教师占20.6%，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教师居多。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据H幼教集团内部资料，参考以往

相关研究并结合本次研究的目的形成《幼儿园教

师流动意愿及影响因素初始问卷》，再通过初始

问卷的分析修改形成正式问卷。

1.问卷维度与题项设置

问卷首先调查了幼儿园教师的性别、年龄、

教龄、学历及其目前的婚姻、家庭的基本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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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量表部分维度的划分主要依据谢延龙所著

的《教师流动论》［18］及奥尔德弗的新人本主义理

论（以下简称ERG理论）①，除流动意愿维度外，还

包含幼儿园层面下的工作压力、园所管理制度、

人际氛围、工资和福利等五个子维度；家庭层面

下的家人支持一个子维度；社会层面下的社会地

位一个子维度；教师自身层面下的专业发展成就

感、幸福感等两个子维度。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

分法，数值1-5分别代表不同的符合程度，“1”代

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用数值1-

5进行正向计分。

2.问卷的科学性检验

面向H幼教集团全体在职幼儿园教师共回

收有效问卷287份，使用Spss25.0和Amos24.0软

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整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0.861，稳定性较好；

进行项目分析后，发现量表中初始测量项目的t

统计量均大于 3，因此保留全部题项；量表的

KMO=0.932，Bartlett球形检验系数为0.000，说明

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测量题项在相关因子上的

载荷系数均大于0.45，题项变量与共同因素间关

联较大，且无跨因子载荷现象，所得因子结构与

初始理论预期一致；最后，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删除不适配的“人际氛围”维度中的测量题项，且

为使模型更加精简化对部分题项进行打包处理，

模型拟合结果发现7个常见适配指标均达到了适

配标准（如表1），可知模型适配度良好，各维度的

建构也符合标准。
表1 量表维度假设模型适配度检验

适配指标

分析值

临界值

CMIN/DF

2.154

<5.0

RMR

0.035

<0.08

SRMR

0.0402

<0.05

GFI

0.903

>0.90

NFI

0.942

>0.90

RFI

0.925

>0.90

IFI

0.968

>0.90

CFI

0.968

>0.90

TLI

0.958

>0.90

（三）数据处理

研究使用Excel2010对数据进行简单整理后

导入分析软件Spss25.0，并用Spss25.0和Amos24.0

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包括探

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独立样本 t检

验、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回

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愿现状

本研究借助教师流动意愿维度对H幼教集

团全体在职幼儿园教师流动意愿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研究以1-5五个分值将教师流动意愿划分

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值越大、等级越高代表

教师的流动意愿越高，研究对象流动意愿的均

值为 1.96，低于理论均值 3，属于较低水平，说

明 H 幼教集团内幼儿园教师的流动意愿普遍

较低。
表2 教师流动意愿的现状

流动意愿

样本量
（N）

287

极小值
（Min）

1

极大值
（Max）

5

均值
（M）

1.96

标准差
(SD)

0.93

（二）不同群体教师流动意愿的差异

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将H幼教集团教师的

教龄、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水平和流动经历划分

为不同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阶段

教师流动意愿的差异，并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群体教师流动意愿的差异分析

流动意愿

教龄

年龄

5年及以下（A）

6-10年（B）

10年以上（C）

20岁及以下（A）

21-30（B）

31-40（C）

40岁以上（D）

描述统计量

N

141

71

75

13

159

87

28

M

2.10

2.15

1.49

1.90

2.13

1.88

1.26

SD

0.96

0.94

0.71

0.95

0.94

0.93

0.48

单因素方差分析

F

13.627

7.633

P

0.000

0.000

事后比较

LSD

A>C***

B>C***

A>D*

B>C*

B>D***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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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

学历

流动经历

未婚（A）

已婚无孩子（B）

已婚有孩子（C）

高中及以下（A）

大专（B）

本科（C）

0（A）

1（B）

2（C）

3（D）

4（E）

129

23

135

25

203

59

40

102

95

34

13

2.09

2.49

1.73

1.73

1.98

1.97

1.93

1.97

1.80

2.18

2.33

0.95

0.85

0.88

0.84

0.96

0.87

0.91

0.97

0.93

0.89

0.75

9.574

0.778

1.658

0.000

0.460

0.160

A>C**

B>C***

注：*p<0.05，**p<0.01；***p<0.001

第一，不同教龄阶段教师流动意愿的F值为

13.627，显著性概率值P<0.001，在99.9%的置信区

间内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有5年及

以下教龄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9%的置信区间内

显著高于有1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有6-10年教

龄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9%的置信区间内显著高

于10年以上的教师，其中有10年以上教龄教师

的流动意愿最低。第二，不同年龄阶段教师流动

意愿的F 值为 7.633，显著性概率值P<0.001，在

99.9%的置信区间内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

较发现20岁及以下这一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

愿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教

师，21-30 岁这一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愿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高于31-40岁的教师，21-

30岁年龄阶段的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9%的置信

区间内显著高于40岁以上的教师，31-40岁这一

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的置信区间内显

著高于40岁以上的教师。表明21-30岁这一年

龄阶段的教师的流动意愿最高，且呈现出教师年

龄越大流动意愿越低的趋势。第三，不同婚姻状

况下教师流动意愿的F值为9.574，显著性概率值

P<0.001，在99.9%的置信区间内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未婚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的

置信区间内显著高于已婚有孩子的教师，已婚无

孩子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9.9%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高于已婚有孩子的教师。表明已婚无孩子教师

的流动意愿最高，而已婚有孩子教师的流动意愿

则最低。

除此之外，不同学历水平教师流动意愿的F

值为0.778，显著性概率值P为0.460（P>0.05），不

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流动经历教师流动意愿的

F值为1.658，显著性概率值P为0.160（P>0.05），

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应接受虚无假设、拒绝对立

假设，研究假设没有获得支持则无须进行事后比

较。结果表明，不同学历水平与流动经历教师的

流动意愿没有显著差异。

（三）教师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影

响教师流动意愿的幼儿园层面主要包含工作压

力、园所管理制度、人际氛围、工资和福利；家庭

层面因素主要包含教师家人的支持；社会层面包

含民办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教师自

身层面主要包含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成就感、幸福

感等。对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

描述统计见表4所示。
表4 教师流动意愿影响因素各维度统计

工作压力

园所管理
制度

人际氛围

工资

福利

家人支持

社会地位

专业发展

幸福感

样本量
（N）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287

极小值
(Min)

1

1

1

1

1

1

1

1

1

极大值
(Max)

5

5

5

5

5

5

5

5

5

均值(M)

3.06

4.02

4.24

3.73

4.06

4.02

2.94

4.00

4.39

标准差
(SD)

0.96

0.78

0.68

1.00

0.87

0.87

0.88

0.77

0.75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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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幼儿园层面除工资的均值为3.73外，

园所管理制度、人际氛围、福利、教师家人的支

持、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与成就感、幸福感等维

度的均值均高于4.00，说明H幼教集团的教师对

上述维度的满意度均较高，其中幸福感的均值

（M=4.39）最高；其次，幼儿园工作压力的均值为

3.06，略超过理论统计均值水平，但整体来看教师

的工作压力仍在正常范围之内；最后，社会地位

的均值为M=2.94，略低于理论统计均值水平，说

明集团内教师对民办幼儿园教师职业社会地位

的认可程度普遍略低。

表5 教师流动意愿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000

.426***

-.466***

-.456***

-.372***

-.410***

-.474***

-.308***

-.449***

-.427***

2

1.000

-.401***

-.300***

-.338***

-.315***

-.353***

-.423***

-.368***

-.219***

3

1.000

.727***

.673***

.811***

.684***

.319***

.746***

.623***

4

1.000

.457***

.658***

.751***

.224***

.790***

.735***

5

1.000

.593***

.532***

.314***

.528***

.405***

7

1.000

.352***

.846***

.672***

8

1.000

.340***

.153***

9

1.000

.716***

10

1.000

注：1=流动意愿；2=工作压力；3=园所管理制度；4=人际氛围；5=工资；6=福利；7=家人支持；8=社会地位；9=专业发展成就

感；10=幸福感；*p<0.05；**p<0.01；***p<0.001

对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教师的流动意愿与

工作压力（r=0.426，P<0.001）在99.9%的置信区间

内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教师的工作压力越大其流

动意愿越高；教师的流动意愿与幼儿园管理制度

（r=- 0.466，P<0.001）、人际氛围（r=- 0.456，P<

0.001）、工资（r=-0.372，P<0.001）、福利（r=-0.410，

P<0.001）、教师家人的支持（r=-0.474，P<0.001）、

职业的社会地位（r=-0.308，P<0.001）、教师自身

的专业发展与成就感（r=-0.449，P<0.001）、幸福

感（r=-0.427，P<0.001）在99.9%的置信区间内呈

显著负相关，说明教师对上述维度的满意度越

高，其流动意愿越低。

表6 各维度影响因素对教师流动意愿的回归分析

模型

流动意愿

幼儿园

家庭

社会

教师自身

（常量）

工作压力

管理制度

人际氛围

工资

福利

家人支持

社会地位

发展成就

幸福感

非标准化系数

B

3.85

0.24

-0.10

-0.17

-0.05

-0.01

-0.18

-0.09

0.15

-0.21

标准误差

0.44

0.06

0.13

0.13

0.06

0.09

0.10

0.06

0.13

0.10

标准系数

β

0.25

-0.08

-0.12

-0.06

-0.01

-0.17

-0.09

0.13

-0.17

t

8.73

4.39***

-0.76

-1.32

-0.81

-0.06

-1.73

-1.57

1.17

-2.17*

F

16.219***

R 2

0.345

调整后的R2

0.324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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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深入探究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

愿的影响因素，分别以幼儿园层面、家庭，社会和

教师自身为预测变量，以教师的流动意愿为因变

量，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调整后的R2=0.324，表示预测变量共可解

释“流动意愿”变量32.4%的变异量。但变异量显

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16.219，显著性概率值 P 为

0.000，小于0.001的显著水平，表示回归模型整体

解释变异量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幼儿园层面

的工作压力（β =0.25；t=4.39；P<0.001）对教师的

流动意愿在99.9%的置信区间内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教师自身的幸福感（β =-0.17；t=-2.17；

P<0.05）对教师的流动意愿在95%的置信区间内

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从标准化回归系数

上来看，工作压力（β =0.25）和幸福感（β =-0.17）

相对较大。因此，幼儿园的工作压力和教师自身

的幸福感是影响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愿的关

键变量，相比于其他维度，二者对教师流动意愿

的影响更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H幼教集团教师的流动意愿普遍较低

本研究对H幼教集团在职教师流动意愿的

现状进行调查，测得H幼教集团在职教师流动意

愿的均值为1.96，属于较低水平，表明集团内教师

的流动意愿普遍较低。勒温（Kurt Lewin）在其场

论中提到“生活空间”这一重要概念，即个体的行

为会随着个体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9］。如果教

师处于不利的环境中，改变的方法就是离开当前

的环境到另一个合适的环境中去，这也是教师产

生流动的原因。H幼教集团教师的低流动意愿表

明教师普遍对其当前的工作较为满意，从这份工

作本身来看，教师更倾向“安于现状”。

（二）不同教龄、年龄和婚姻状况教师的流动

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水平和流动经历教

师的流动意愿没有明显差异

本研究对H幼教集团内不同教龄、年龄和婚

姻状况教师的流动意愿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不同

群体教师的流动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第一，H幼

教集团不同教龄教师的流动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有10年以上教龄教师的流动意愿低于其他教龄

阶段的教师，教龄越大教师的流动意愿就越低。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教师的社会流动与其经

验密切相关，新教师的流动率相对较高，而经验

丰富的教师流动率则相对较低［20］。这可能是由

于新教师初入职场对工作的期待比较高，但工作

一段时间后发现现实没有达到期望的水平，因而

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并最终产生流动的意

愿。第二，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愿存在显

著差异，21-30岁这一年龄阶段教师的流动意愿

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教师，且呈现出教师年龄越

大流动意愿越低的趋势。与教龄相同，年轻教师

身上还没有很重的家庭负担与经济压力，仍富有

冒险精神，因此在面对新的工作机会时更容易产

生重新开始的想法。相反，年龄较大的教师比较

清楚自身的需求，或多或少还要担负家庭的经济

压力，因此其流动意愿也相对较低。第三，不同

婚姻状况下教师的流动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已婚

无孩子教师的流动意愿最高，而已婚有孩子教师

的流动意愿则最低。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可以

看出，未婚教师和已婚未生育教师的流动意愿均

明显高于已婚已育的教师［21］。这是由于未婚教

师和已婚未育教师在职业发展中受到的限制相

对较小，考虑更多的是其职业的发展前景与收益

问题，尤其是未婚教师，还要考虑当前工作所在

地能否为其组建家庭提供方便的问题；而已婚已

育教师的家庭已相对稳定，且需要投入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照顾子女，因此更倾向于维持目前稳定

的工作。

H幼教集团不同学历水平教师的流动意愿不

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是因为集团内教师的学历

水平相差不大；另一方面由于H幼教集团在当地

有一定的知名度，属于民办幼儿园中的“佼佼

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较高学历与素质

的幼儿园教师对于职业的需求。而不同流动经

历背景下教师的流动意愿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很

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对人才的流动经历进行

考量，认为流动经历丰富的人才“留不住”，对此

在本研究范围内得出了不同结论，流动经历较为

丰富的教师与流动经历较少的教师的流动意愿

没有明显差异。

（三）幼儿园管理制度、人际氛围及待遇福利

负向作用于教师的流动意愿

本研究在对H幼教集团教师流动意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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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进行均值统计与相关分析后，发现集团的

园所管理制度、人际氛围、工资及福利的均值均

较高，且与教师的流动意愿密切相关。第一，H幼

教集团园所管理制度的均值较高，且负向作用于

教师的流动意愿。这说明如果民办幼儿园对教

师的管理不够规范合理、制度的制定只从自身营

利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教师也会为了得到更好的

保障转而流动到其他岗位上去［22-23］。反之，规范

的幼儿园管理不仅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态度与积

极性，还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凝聚力、降低教师的

流动意愿。第二，H幼教集团幼儿园人际氛围的

均值较高，且负向作用于教师的流动意愿。已有

研究也以人才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发现人际氛

围作为一种微观环境对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

影响力最大［24］，这是由于温馨有爱、团结互助且

积极向上的环境不仅能够避免因人际关系带来

的压力、促使教师良好情绪的产生，更能带动教

师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当前的岗位上。第三，H

幼教集团幼儿园工资与福利的均值均较高，且二

者均负向作用于教师的流动意愿。一般人在选

择职业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而经

济因素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职业流动。严格来

说，虽然教师职业的相对特殊性使得教师的流动

与一般人口流动不同，但对适宜的物质生活的追

求仍然是其最为基础性的追求。已有研究也表

明待遇低是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的主要原

因［25-26］，而民办幼儿园较高的工资、更人性化的福

利确实能够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教师。

（四）家人支持与社会地位负向作用于教师

的流动意愿

本研究在对H集团教师流动意愿的影响因

素进行均值统计与相关分析后，发现教师的家人

普遍对其当前的职业有较高的支持度，但教师对

其职业社会地位的认可程度普遍较低，且二者均

与教师的流动意愿密切相关。第一，教师的家人

对其职业支持的均值较高，且负向作用于教师的

流动意愿。这是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家本位”

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无论是未婚教师还是已婚

教师，他们的流动意愿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家庭因

素的影响。而教师的家人作为教师生活中最亲

密的人，不论是从幼儿园教师这份职业的专业性

来看、还是从工作本身的稳定性来看，如果得到

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消除教师未来职业发展的后

顾之忧，就能够大大降低教师的流动意愿［27］。第

二，教师对其社会地位认可程度的均值略低，且

负向作用于教师的流动意愿。已有研究也表明，

社会地位低是导致我国幼儿园教师尤其是民办

幼儿园教师流动性增大的原因［28］。而一项针对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调查表明，社会对于

本科生从事幼儿园一线工作的认同度不高［29］。

这不仅是幼儿园自身的性质问题，人们对幼儿园

教师职业的社会评价也会影响教师对自身职业

社会地位的看法。例如，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

区一直将幼儿园教师视作为“看孩子的”，加之近

几年频繁被曝出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大众

对幼儿园教师“缺乏专业性”的这种误解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对自身职业社会地位的认

可度。

（五）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负向作用于教师

的流动意愿

本研究发现H幼教集团教师专业发展与成

就感的均值较高，且负向作用于教师的流动意

愿。ERG理论将“成长需要”定义为人最高层次

的需要［30］47-49，而教师的成长需要则指教师的个人

发展和自我完善，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理想与追

求，也都对自己的职业有着规划与打算，希望通

过自身的努力在工作中施展才华、实现理想。一

般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当前的工作平台上提升

自身的专业能力，并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有较高

的成就感，教师就会对这份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产生很大的信心，流动意愿也会随之降低。

（六）工作压力与幸福感是教师流动意愿的

关键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H幼教集团教师的工作压力较

为适宜、幸福感也非常高，教师的流动意愿与幼

儿园的工作压力及其自身的幸福感密切相关。

且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相比于其他维度，

工作压力和幸福感对教师流动意愿的影响更大，

这说明教师的需要在不同阶段也有强弱之分，而

目前看来，工作压力和幸福感对H幼教集团教师

的流动意愿起着更具主导性的影响。第一，任何

工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力，幼儿园教师每天要

对幼儿进行精心的教育和保育，有工作压力是正

常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幼儿园每天给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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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与薪酬待遇严重不符的工作，则比较容易引

起教师的不平衡心理，继而出现职业倦怠，最终

导致教师流动意愿的产生［31］；相反，如果幼儿园

给教师的工作压力在其承受范围之内，就能够降

低教师的流动意愿。第二，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

是来自多方面的，有时是领导的关心与重视，有

时是同事之间的守望相助，但更多的还是对学前

教育事业的热爱以及与幼儿相处时的快乐。儿

童具有纯真的天性，教师在跟孩子们相处时常常

被他们的童真和童趣所打动，而儿童的爱与关

心、信任和依赖，都能够使教师产生幸福感。

五、教育建议

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对民办园幼儿

的健康成长与园所的正常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必须予以重视。上述对H幼教集团教师流

动问题的研究结论也给了我们对于稳定民办幼

儿园教师队伍的一些思考，想要使民办幼儿园教

师队伍保持稳定且不断壮大，需要民办幼儿园和

教师共同合力。基于此，本研究将从民办幼儿园

和教师自身两个角度出发为稳定民办幼儿园教

师队伍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民办幼儿园：第一，本研究发现民办幼儿园

教师的工作压力是影响教师流动意愿的关键因

素，这就需要民办幼儿园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时

间和工作量，在适当的情况下减轻教师的工作压

力；第二，幼儿园管理是影响教师流动意愿的重

要因素，因此民办幼儿园需要保证管理的科学

性，并严格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以提升自身的管

理水平尤其是在教师管理方面的水平；第三，人

际氛围是影响教师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民办幼

儿园应积极创设良好的园所氛围，为教师提供一

个“清净和谐”的工作环境，创建一个互帮互助、

共同进步的温暖“大家庭”；第四，工资与福利是

影响教师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民办幼儿园想要

更好的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就应当适度提高教

师的工资、给予教师更加人性化的福利，并且足

额足项为教师保险，为教师提供一个充足的保

障。此外，民办幼儿园也应当多留心教师的工作

情况，主动为教师提供与其工作成果相符的薪资

待遇，尽量避免教师产生付出与收获不平衡的心

理，让教师得到应有的待遇也是激励教师工作积

极性的一种手段；第五，教师对其专业提升与发

展的满意度是影响教师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民

办幼儿园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平台，

切实增强教师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拓宽教师

的专业视野。

民办园教师：首先，教师应当了解自己的工

作性质、了解幼儿这个工作对象，努力提高对自

身职业的认同感，并培养出对自身职业发自内心

的热爱，并因热爱而产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其

次，教师自身应秉承“终身教育”理念，主动对教

育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及时进行工作反思，积

极参与培训学习等，养成自主学习、坚持学习的

好习惯，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最后，教师应该注意保持

良好的心态，通过调整心态去积极适应岗位的要

求，并学会合理发泄不良情绪、缓解工作压力。

［［注释］］

① 新人本主义理论是奥尔德弗对于人三种核心需要的论

述，包括生存（Existence）需要、关系（Relatedness）需要

和成长（Growth）需要，简称ERG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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