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

王路曦 ，钱 梅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为探析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在不同年龄、教龄、学历等层面在压力应对方式的差异，使用《应付方式问卷》对155名公办幼

儿园教师和179名民办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更多使用“自责”的应对方式。具体

来看，“31岁及以上”的公办教师比“25岁及以下”的公办教师更多使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不同年龄组的民办教师在压力

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无显著差别。“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0-5年”和“6-10年”教龄的公办幼儿园教师更倾向于使用

“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0-5岁”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多的使用“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同

学历的公民办教师在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基于此结果，提出应建立民办教师社会支持制度，降低“自

责”方式的使用频率；加强专业素质培训，提升青年公办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观念，转变“幻想”、“退避 ”等消极

的应对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公民办教师中不同学历的独特优势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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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Coping With Stress Style of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ANG Lu-xi，QIAN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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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stress coping style with different ages，teaching experience，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other
aspect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this paper us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to investigate 155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179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more likely to
use“self-blame”strategy than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Specifically，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over 31 are more likely to use

“problem solving”strategy than teachers under 25.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ess coping styles between private kinder⁃
garten teachers of different ages.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over 11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prob⁃
lem-solving”strategy than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0-5 years or 6-1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over 11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are also more inclined to use“rationalization”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than teachers
with 0-5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ress coping styl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
ten teachers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results，this paper offered following proposals，such as establishing a so⁃
cial support system for private teache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using“self-blame”strategy; reinforcing professional train⁃
ing for teachers so as to enhance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 ability of“problem solving”; establishing right concept to transform nega⁃
tive coping with stress styles into positive strategies; enforc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o as to develop special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11月
第37卷 第11期

November 2021
Vol.37 No.11

收稿日期：2021-09-03；修回日期：2021-09-13

项目基金:安徽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金项目（2017XJJ13）；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BBA190027）

作者简介:王路曦，男，山东临沭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

前教师教育；钱梅，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11期

backgrounds.
Key words: public kindergarten teachers；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stress coping style

一、问题提出

公办和民办是我国幼儿园办学的两种重要

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

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1］。”2017年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鼓励社会力量兴

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是一项事关当

前、又利长远的重要任务［2］。”2018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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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3］。由此可

知，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实状况都表明两种办

园模式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

位。此外，2020年发布的《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规

范化培训实施指南》中也指出应造就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注重教师素质的培养。但

与此同时，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提高教师专

业素质标准也给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带来了诸多

压力。康康对西安民办幼儿园教师调查发现，幼

儿园教师认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幼儿

园重视程度不高”以及“民办幼儿园工作不稳定，

流动性大”等因素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压力［4］。

王萍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公办幼儿园教师在

培训、评比、考核等方面的次数多于民办幼儿园，

从而加大了他们的职业压力［5］。同时，先行研究

中也表明，压力应对方式是对幼儿园教师职业倦

怠、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重要因

素［6—8］。

综上所述，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教师存在不同

的职业压力，压力应对方式的差异又会影响其心

理状况进而影响职业素养。因此，在公办园和民

办园各占半壁江山的背景下，对比公民办幼儿园

教师压力应对方式，探寻对其差异产生影响的因

素，在促进教育公平、平衡师资力量方面有着重

要的意义。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又称应付方式、应对

策略，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运用的

认知和行为方式。它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

中介调节因素，影响着个体应激反应的性质和

强度，在应激和反应结果间起调节作用［9］。钟

妮等认为，神经质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与积

极应对呈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职

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高宜人性的

教师运用积极应对方式来缓解倦怠感时，更容

易得到他人的帮助，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愿意

以积极方式来对抗倦怠［10］。项紫霓等认为，应

对方式在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职业倦怠将减少积极的应对方

式，而增加消极应对方式，这将进一步增加医

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风险［11］。同时，采取积极应

对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能更有效的应对

问题，获得对世界的掌控感，从而增加对于自

我内控的感知，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相反，消

极应对的个体则倾向于把事件归因于外部世

界，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从而增加了消极

情绪［12］。李永鑫指出，具有主动的、积极的应

对方式的个体，能更容易把来自外界与自身的

压力予以解压，从而降低应激水平，较少地产

生倦怠；与此对应，具有被动的、退缩的应对方

式的个体，对应激事件能体验到更多的倦怠情

绪［13］。王黎华也认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较多的使用积极

的应对方式而不是消极的小学教师的幸福感

更高［14］。综上所述，压力应对在缓解职业倦

怠、促进心理健康以及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很好地缓解教师等

特殊人群的职业压力，也能促进其心理健康的

发展。

在先前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对公办与民办

幼儿园教师压力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康康通过

对西安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调查研究发现，幼儿教

师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工资福利待遇与社会地位、

个人能力与自我期望、幼儿园工作氛围与人际关

系等7个维度，其中工资福利待遇与社会地位的

压力影响最大，幼儿园工作氛围与人际关系的压

力影响最小［4］。赖德信对北京市公办幼儿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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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于职业特

征、社会环境、专业成长和儿童问题。其中，职业

特征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15］。陈娟采用问卷的

方式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业

压力可以概括为个人期望、家长因素、发展前景、

工作负荷等六个维度。其中，家长因素影响最

大，工作负荷影响最小［16］。马新新针对公办幼儿

园教师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影响因素对比分

析发现，公办幼儿园教师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家长

而民办幼儿园教师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职业性压

力［17］。李学科对民办幼儿园90后教师的研究发

现，教师职业压力由六个维度构成，分别是工作

负荷、家长因素、社会支持、幼儿园管理、发展前

景和个人期望。其中，家长因素影响最大、发展

前景影响最小［18］。由此可知，公办与民办幼儿园

教师的压力是与家长、工作负荷、社会地位、个人

期望等多因素有关的。同时，公办与民办幼儿园

教师压力影响因素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

师压力状况对比进行研究。王爱军采用发放问

卷的方式对上海市某区的幼儿园进行调查发现：

公办园幼儿教师由身心特征产生的压力高于民

办园幼儿教师，而工作特征因素产生的压力低于

民办园幼儿教师［19］。赵海云指出，在人际关系、

教学自主、工作负荷三个纬度上，民办幼儿园教

师的压力大于公办幼儿园教师，而工作回报这一

维度上公办教师却大于民办教师［20］。王萍等对

公办园和民办园教师职业压力来源进行分析发

现：公办园中 94.9%的教师选择了一般以上的压

力，民办园中选择一般以上压力的教师占83.9%，

略低于公办园［5］。马新新则通过问卷整理发现，

公办园教师的职业压力相比民办园教师来说略

高［17］。芦苇指出，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幼儿园教

师，大多数教师认为职业压力都较大［21］。由此可

知，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师都存在较大的职业压

力，只是职业压力的表现特征有所不同。

最后，一些学者对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的应

对方式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彭莉莉等采用问卷

测试发现，幼儿教师的应对方式存在年龄和职称

间的差异，并且应对方式的积极性会随着职称的

晋升而提高［22］。陈利平也通过研究发现，幼儿教

师职业压力应对方式在教龄、年龄、学历、职称等

方面存在差异，工具性社会支持是幼儿教师运用

最多的应对方式［23］。马新新通过调查发现，幼儿

教师在面对职业压力时，大多数采用趋向于积极

态度的应对方式，面对不同类型的压力时，能采

取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应对［17］。赵红利指出，农

村幼儿教师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九种应对方式都

会被采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采用得相对较

少［24］。由此可知，幼儿教师在面对压力时多采用

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会受到职称、年龄、教

龄等多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三个方

面：一是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影响因素的

研究；二是公办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状况的对

比分析；三是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方式的研究。

先前研究中已有多数学者对幼儿园教师应对方

式进行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对公办与民办幼儿园

教师应对方式进行研究，但对公办幼儿园教师与

民办幼儿园教师应对方式的对比研究涉及甚

少。一方面，对比研究的方式可以填补该理论基

础的空缺，拓宽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的研

究路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比研

究能了解公民办幼儿教师的压力现状，及时调整

以促进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本研究

采取对比研究的方式分析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应

对方式的差异，寻求更加具体且有效的应对方式

来改善职业压力等相关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0年8月-10

月，在安徽省内随机选取参加乡村幼儿园教师保

教能力提升项目、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专业补偿

培训项目、幼儿园骨干教师访名园浸润式培训项

目等各地各类国培项目的公民办幼儿园教师334

人为对象进行问卷发放，回收334份（100%），有

效问卷303份（90.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为包括职业属性、年龄、教龄、学历等个人信息；

第二部分为广泛使用的肖计划等编制的《应付方

式问卷》（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CSQ）。第二

部分共有62个题目，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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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因子。

第二部分的所有题目均采用二值计分的方

法，每个题都有“是”和“否”两个选项，除“解决

问题”因子中的 1 个题目和“求助”因子中的 3

个题目（选择“是”得1分，选择“否”得0分）外，

其余题目均为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见

表1）。
表1 “应付方式问卷”（第三版）分量表条目构成

分量表

1.解决问题

2.自责

3.求助

4.幻想

5.退避

6.合理化

分量表条目构成编号

1，2，3，5，8，-19，29，31，40，46，51，55

15，23，25，37，39，48，50，56，57，59

10，11，14，- 36，- 39，-42，43，53，60，62

4，12，17，21，22，26，28，41，45，49

7，13，16，19，24，27，32，34，35，44，47

6，9，18，20，30，33，38，52，54，58，61

三、结果及统计

根据调查结果，将公民办幼儿园教师按照年

龄、教龄、学历的不同进行了分析（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种类

学历

人数

教龄

人数

人数

合计

公办园教师

专科及

以下

39

0-5

68

129

303

6-10

24

本科及以上

90

10年以上

37

民办园教师

专科及

以下

82

0-5

107

174

本科及以上

88

6-10

49

4

10年以上

18

数据处理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和分析。问卷的克隆巴哈 α系数为0.847，其中

各维度的克隆巴哈 α系数分别为：解决问题维

度0.632；自责维度0.827；求助维度0.584；幻想

维 度 0.719；退 避 维 度 0.731；合 理 化 维 度

0.655。调查对象中公办园教师 129 名，年龄

36.72 ± 9.64 岁 ；民 办 园 教 师 174 名 ，年 龄

28.76±4.86岁。

（一）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应对方式的整体

比较

对各维度下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总体进行

方差齐性检验，发现在自责、求助和幻想维度上

方差不齐，后续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柯克兰—柯克

斯t检验，对解决问题、退避和合理化三个维度进

行高赛特t检验（见表3）。
表3 公民办教师在六个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
X ±SD

0.784±0.167

0.804±0.161

0.306±0.309

0.238±0.226

0.636±0.193

0.645±0.22

0.433±0.257

0.439±0.21

0.368±0.252

0.383±0.218

0.424±0.214

0.437±0.18

T

-1.05

2.32

-.38

-.25

-.55

-.56

p

.293

.021

.701

.802

.586

.573

结果显示:只在自责维度上，公办教师和

民办教师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公办教师

在自责的使用上显著低于民办教师。而在解

决问题、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五个维度

上，不同类型的幼儿园教师之间并不存在显

著的区别。

（二）不同年龄段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

对方式的对比分析

参照先前研究中幼儿园教师年龄的划分方

式［7］［15］［19］［25］，各维度下不同年龄段公办教师的总

体均满足方差齐性检验，对各维度进行F检验，并

利用LSD进行方差齐性的事后检验。

对公办教师不同年龄组的应对方式进行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解决问题维度上，不同年

龄组的公办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

验结果表明：“25岁及以下”年龄组和“31岁及

以上”年龄组在解决问题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而“25 岁及以下”和“26-30”之间以及“26-30”

和“31 岁及以上”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此

外，在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维度

上，不同年龄组的公办教师之间也没有显著

差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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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年龄段的公办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

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
X ±SD

0.752±0.166

0.803±0.16

0.841±0.149

0.278±0.233

0.245±0.168

0.205±0.253

0.663±0.195

0.657±0.202

0.623±0.248

0.43±0.213

0.443±0.19

0.443±0.223

0.365±0.218

0.388±0.182

0.39±0.244

0.423±0.183

0.393±0.155

0.475±0.189

F

4.33

1.47

0.54

0.06

0.19

3.04

p

0.015

0.234

0.585

0.943

0.825

0.051

LSD

A<C

对各维度下不同年龄段民办教师的总体进

行方差齐性检验，发现在解决问题维度上方差不

齐，后续对此维度进行 Welch 检验，利用 Tam-

hane’sT2进行方差不齐的事后检验；对其他几个

维度进行F检验，并利用LSD进行方差齐性的事

后检验（见表5）。
表5 不同年龄段的民办教师在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
X ±SD

0.768±0.128

0.756±0.203

0.828±0.163

0.31±0.283

0.319±0.315

0.289±0.326

0.627±0.186

0.631±0.192

0.648±0.201

0.435±0.231

0.44±0.25

0.423±0.287

F

3.07

0.16

0.18

0.08

p

0.049

0.85

0.838

0.928

退避

合理化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26-30

31岁及以上

0.349±0.226

0.375±0.256

0.377±0.27

0.384±0.178

0.435±0.232

0.445±0.217

0.20

1.35

0.82

0.263

结果显示：在解决问题维度上不同年龄段的

民办幼儿园教师存在边缘显著，但Tamhane’sT2

事后检验显示：三个年龄组之间两两比较的结果

都不显著，p介于（0.09-0.98）。而在自责、求助、

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维度上，不同年龄组的民办

教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将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进行对比，针对

职业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对应对方式各维度的影

响，进行两因素组间方差分析（见表6）。
表6 各年龄段的公民办教师

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职业*年龄

误差

职业*年龄

误差

职业*年龄

误差

职业*年龄

误差

职业*年龄

误差

职业*年龄

误差

SS

0.026

8.839

0.024

24.518

0.091

13.919

0.048

18.406

0.005

18.611

0.107

12.823

Df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MS

0.013

0.027

0.012

0.075

0.045

0.042

0.024

0.056

0.003

0.057

0.053

0.039

F

0.477

0.161

1.069

0.432

0.047

1.368

P

0.621

0.851

0.344

0.650

0.954

0.256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职业和年龄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即在各年龄组之间，公办教师

和民办教师的差异没有显著区别。

（三）不同教龄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

方式的对比分析

参照先前研究中幼儿园教师教龄的划分

方式［5］［7］［19］［25］，各维度下不同教龄的公办教

师的总体均满足方差齐性检验，对各维度进

行 F 检验，并利用 LSD 进行方差齐性的事后

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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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见表 7）。
表7 不同教龄的公办教师在应对方式

的不同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
X ±SD

0.773±0.167

0.793±0.163

0.865±0.133

0.253±0.212

0.281±0.206

0.182±0.256

0.648±0.206

0.658±0.217

0.629±0.247

0,428±0.20

0.468±2.00

0.44±0.234

0.363±0.202

0.431±0.189

0.384±0.261

0.406±0.166

0.431±0.202

0.493±0.178

F

4.984

2.126

0.181

0.4

1.1

3.444

p

0.008

0.123

0.835

0.671

0.335

0.034

LSD

A<C

B<C

A<C

结果显示：在解决问题和合理化两个维度

上，不同教龄组的公办教师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表现在：0-5 年教龄者在解决问题的

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显著低于11年以上的教龄

者；而6-10年教龄者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上

的得分也显著低于11年以上的教龄者。0-5年

教龄者在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上显著低于11年

以上的教龄者。由此可说明11年及以上教龄

的公办教师比 0-5 年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使用

“解决问题”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比6-10年

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的

应对方式。对于“自责”“求助”“幻想”“退避”

这四种方式的使用没有显著差别。

相对于公办教师，各维度下不同教龄组民

办教师的总体均满足方差齐性检验，对各维度

进行F检验，并利用LSD进行方差齐性的事后

检验（见表8）。

表8 不同教龄的民办教师在应对方式

的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0-5

6-10

11及以上

-
X ±SD

0.774±0.157

0.783±0.208

0.847±0.148

0.305±0.299

0.35±0.342

0.195±0.253

0.627±0.20

0.642±0.169

0.668±0.211

0.445±0.234

0.43±0.31

0.368±0.231

0.381±0.233

0.371±0.309

0.283±0.174

0.425±0.195

0.44±0.274

0.378±0.118

F

1.44

1.76

0.40

0.73

1.27

0.58

p

0.241

0.176

0.669

0.482

0.283

0.561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不同教龄组的民

办教师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将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进行对比，针对

职业和教龄的交互作用对应对方式各维度的影

响，进行两因素组间方差分析（见表9）。
表9 各教龄的公民办教师

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职业*教龄

误差

职业*教龄

误差

职业*教龄

误差

职业*教龄

误差

职业*教龄

误差

职业*教龄

误差

SS

0.004

8.926

0.026

24.322

0.039

14.006

0.1

18.353

0.191

18.395

0.191

12.827

df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2

328

MS

0.002

0.027

0.013

0.074

0.019

0.043

0.05

0.056

0.095

0.056

0.095

0.039

F

0.082

0.176

0.455

0.897

1.701

2.436

P

0.921

0.838

0.635

0.409

0.184

0.089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职业和教龄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即在各教龄组之间，公办教师

50



总37卷 王路曦，钱 梅：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

和民办教师的差异没有显著区别。

（四）不同学历公民办幼儿园教师压力应对

方式的对比分析

各维度下不同学历组的公办教师的总体均

满足方差齐性检验，对各维度进行高赛特t检验

（见表10）。
表10 不同学历的公办教师在应对方式的

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
X ±SD

0.825±0.164

0.794±0.159

0.24±0.231

0.237±0.225

0.615±0.237

0.658±0.212

0.446±0.217

0.436±0.207

0.421±0.221

0.365±0.216

0.477±0.199

0.418±0.169

t

1.08

0.06

-1.14

0.26

1.46

1.91

P

0.280

0.956

0.258

0.798

0.147

0.058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专科及以下”学

历的公办教师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公办教师

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相对于公办教师，对各维度下不同学历组的

民办教师的总体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发现在自责、

幻想和退避维度上方差不齐，后续对这三个维度

进行柯克兰—柯克斯t检验，对解决问题、求助和

合理化三个维度进行高赛特t检验（见表11）。
表11 不同学历的民办教师在应对方式的

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
X ±SD

0.788±0.173

0.782±0.172

0.332±0.344

0.283±0.274

0.642±0.184

0.631±0.201

0.448±0.288

0.42±0.226

0.376±0.287

0.361±0.217

0.439±0.245

0.411±0.182

t

0.24

1.05

0.39

0.71

0.41

0.90

p

0.813

0.298

0.701

0.48

0.681

0.368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专科及以下”学

历的民办教师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民办教师

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将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进行对比，针对

职业和学历的交互作用对应对方式各维度的影

响，进行两因素组间方差分析（见表12）。
表12 不同学历的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

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职业*学历

误差

职业*学历

误差

职业*学历

误差

职业*学历

误差

职业*学历

误差

职业*学历

误差

SS

0.011

9.224

0.042

24.762

0.056

13.986

0.006

18.449

0.029

18.549

0.018

12.943

df

1

330

1

330

1

330

1

330

1

330

1

330

MS

0.011

0.028

0.042

0.075

0.056

0.042

0.006

0.056

0.029

0.056

0.018

0.039

F

0.396

0.554

1.332

0.113

0.521

0.448

P

0.529

0.457

0.249

0.737

0.471

0.504

结果显示：在六个维度上，职业和学历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对于应对方式的六个维度而

言，公办幼儿园教师与民办幼儿园教师在解决问

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维度上的得

分没有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即公办教师和民办

教师在压力应对方式的六个维度上不会随学历

的改变而改变。

四、讨论分析

（一）公民办教师整体上仅在“自责”方式的

选择上差异显著

总体来看，公民办教师的整体比较中，仅在

仅在“自责”方式的选择上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

民办教师更多的使用“自责”方式。而其他五种

方式的选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自责”是幼儿园教师问题处理及压力应对

的方式之一，是指因个人缺点或错误而感内疚谴

责自己。在问卷中的具体体现有“常抱怨自己无

能”、“常自我责备”、“常自感运气不好”、“选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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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当，是自己常遇挫折的主要原因”、“常怪自

己没出息”等。相较于公办教师，民办教师较多

的采用此类方式的原因可能是：相对来讲，社会

对于民办教师的接受度较低，社会地位也不高，

同时也存在无编制，整体工资待遇不稳定等情

况。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总是责怪自己没有较

好的运气，没有考上公办园，自己能力不行等。

该原因也在董慧芳，康康等人的研究中同样被指

出［4］［26］。此外，幼儿园教师受家长的影响较大，民

办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等更容易受到家长的

轻视和质疑。加之有部分民办幼儿园中管理观

念和体系不合理，也可能会造成教师的工作负

荷，影响教师的自信心，导致遇到问题时候会“自

责”。

（二）同年龄段的公民办教师之间差异不显

著，但不同年龄段的公办教师间差异显著

在年龄层面，公民办教师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年龄段的民办教师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31岁及以上的公办教师比25岁及以下的

公办教师更多的使用“解决问题的”方式。

“解决问题”主要是指个体能够理智的应付

困境，并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积极寻找方法，

去努力改变现状以使情况朝好的方向发展等。

“31岁及以上”年龄组相较于“25岁及以下”年龄

组的教师更倾向于“解决问题”的使用，原因可能

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

的丰富，在工作中积攒出的问题解决方法较多，

能力也增强，这种情况下，年龄较大的教师已具

备解决挫折的能力和方法，善于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能从容不迫地从以往的失败中总结经验，

寻求他人的帮助与合作，以后会更善于解决遇到

的各种压力和困境。该原因也在王艳洁，曲鑫等

的研究中被提出［7］［27］。年龄较小的教师由于其心

理发展不成熟、抗压能力弱、应变能力差等原因，

常常会不知所措、幻想甚至做出逃避现实的行

为；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办教师面临着职称

晋升、个人能力与自我期望等多方面的压力，使

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比消极的应对方式更利于缓

解各种困难和压力，促进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同教龄段的公民办教师之间差异不显

著，但不同教龄段的公办教师间差异显著

在教龄层面，公民办教师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教龄段的民办教师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0-5年教龄

和6-1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使用“解决问

题”的方式，同时，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

0-5年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使用“合理化”的

方式。

分析其原因可能如下：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

办教师处于工作的成熟阶段，已经具备丰富的工

作经验，也获得了相应的工作职称。幼儿园中的

工作任务与能力已经趋于一致，工作经验的娴熟

已经使得教师善于使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

式。当工作中出现各种压力与困境时，11年及以

上教龄的公办教师善于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能主动地解决遇到的问题。而0-5年的公办教师

处于入职的初期阶段，渴望在工作中取得相应的

成就，但面对着工作任务与能力不匹配的现状，

常常会出现职业倦怠、工作适应困难等问题。同

时，0-5年的公办教师刚刚进入职场，对于幼儿园

中教学任务、工作环境等处于磨合和适应的阶

段，工作中不善于处理教学任务与人际关系等也

会导致教师产生巨大的职业压力。该结论与康

康，赖德信的研究一致［4］［15］。

同时，11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6-10年

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的应

对方式的原因可能是：6-1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处

于事业的上升期，工作经验与能力日渐丰富，承

担着幼儿园中重要的教学任务和科研压力，较容

易产生巨大的职业压力。而11年及以上教龄的

公办教师处于事业的成熟期，伴随着教学与科研

能力的提升，抗压能力以及自我效能感较高，遇

到压力和困境时能左右逢源、轻松应对，也善于

使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

此外，11 年及以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比 0-5

年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使用“合理化”的

方式。“合理化”主要是指某一个追求的目标不

能实现时，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使自己

心理上得到安慰，或找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的

行为和不愿承认的事实。其既包含成熟型应

对方式，又包含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在量表制

定 者 及 诸 多 研 究 中 被 称 为 混 合 型 应 对 方

式［28］。在问卷中的具体体现有“自感挫折是对

自己的考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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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不公平的表现”“没有必要那么费力去

争成败”“平心静气，淡化烦恼”等。11年及以

上教龄的公办教师更倾向于“合理化”的方式，

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随着教龄的增长，

在工作和生活中反复磨砺，大多失去了年轻时

的“冲劲”，心态更加平和；二是公办园的职务

晋升系统中，幼儿园教师并没有太大的晋升空

间，园长和副园长等职位数量比较固定，11 年

及以上教师大多仅能在职称的晋升上有所突

破，因此，为了缓解自己，进行自我安抚，容易

形成“合理化”的心态。

最后，0-5年教龄的公办教师与6-10年教

龄的公办教师在使用“解决问题”和“合理化”

的应对方式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公办教师

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可能是：0-5 年教龄的公

办教师经常会面临成长需求障碍、工作适应困

难、职业认同受阻等问题，受到职业关系与环

境变化的影响新入职的教师不善于使用“合理

化”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6-10年教龄的公办

教师虽然已经度过了职业的适应期，但正处于

职业的上升阶段，面对幼儿园中纷繁复杂工作

任务以及人际交往的困境也会出现许多的职

业压力。此结论与赖德信，阿拉坦巴根等人的

研究一致［15］［25］。同时，6-1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

除了面临极大的职业压力之外，还面临着巨大

的生活压力，主要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

父母的赡养问题等。而幼儿园又缺乏处理教

师压力应对方式的解决方案以及提供温馨环

境的良好条件。因此，0-5 年教龄的公办教师

与6-10年的公办教师都不善于使用积极的应

对方式，在“解决问题”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同学历的公民办教师之间差异不显著，

不同学历的公民办教师间差异也不显著

从结果来看，不论是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之

间，还是民办教师内部以及公办教师内部，六个

维度的差异都不显著，也就是说学历的差异都不

影响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出现这个结果的原

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在入职前的教师培养阶段，

相对来讲，专科的学校偏重技能，本科类的学校

偏重理论［29-31］。虽然两者都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但课程设置都属于通识类课程，不针对专业特殊

性展开，且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的教师也并非专

业出身，由思想政治教师或辅导员等担任。因

此，不同学历的学生整体上都缺乏心理健康专业

的教育；其次，可能是幼儿园环境的干扰，无论是

刚入职的公办教师还是民办教师，都会受到所处

幼儿园环境的影响。“破窗理论”认为环境对人的

影响是直接的、强烈的以及具有诱导的作用［32］。

幼儿园的环境、氛围等对教师产生影响后都会造

成公民办教师在面对种种压力与困境时，不善于

使用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根据以上的原因分

析可知，职前、职后的教育及培训超越了学历的

影响，因此，不同学历的公民办幼儿园教师之间

以及其内部没有显著差异。

五、教育建议

（一）建立民办教师社会支持制度，降低“自

责”方式的使用频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

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

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

方针［33］。”首先，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民办幼儿

园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克

服民办幼儿园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错误观念，为

民办幼儿园提供大量的资金及技术的支持，从

而提高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待遇和职业声

望；其次，建立健全对民办教师的奖励机制。

给予民办教师同等的“事业编制”待遇，在晋升

职务、评选等方面将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一视

同仁；最后，规范社会舆论的大环境。组织和

动员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民办教师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积极主动地给予民办教师

帮助和支持，降低民办教师在面对职业压力时

使用“自责”方式的频率。

（二）加强专业素质培训，提升青年公办教师

“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教师

自身素质的提高。幼儿园应满足青年教师自

我发展、终身发展的需要。公办幼儿园里晋升

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大，所以，可以开展职前培

训和在职培训，鼓励青年教师参与相关的科研

工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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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水平的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问题解

决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同时，公办青年教

师自身也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利用网

络、图书等资源学习有关教育学、心理学和社

会学的知识，不断的提升自我修养，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三）树立正确的观念，转变“幻想”、“退避 ”

等消极的应对方式

树立正确的观念是公民办教师转变消极应

对方式的重要一环。首先，公民办教师应建立

合理的期望，大胆承认自己的不足与缺陷，树

立积极乐观的心态，保持豁达开朗的心情，学

习正确的归因方式；其次，树立正确的信念和

职业理想。充分认识到不论公办教师还是民

办教师在学前教育事业中都占据的重要地位，

教师的劳动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报酬上，也

体现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教师工作的意义不

能完全用经济标准来衡量；最后，树立积极的

应对方式。主动适应环境，自觉的调节情绪，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活

动，将“幻想”、“退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转变

为积极的应对方式。

（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公民办教师

中不同学历的独特优势

不论是专科院校还是本科院校的学生，心

理健康课程都是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一环。一

方面，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应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的开发和管理，开设以“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为主题的必修课以及相关的辅助课或

延伸课。同时，也应发挥师资的独特优势，对

不同专业的、将来从事不同行业的学生进行针

对性辅导，切实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压力应

对能力。对于专科院校而言，将心理健康纳入

到专科院校的督导评估范围内，培养和吸纳专

职的心理辅导教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辅

导。同时，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心理健康相关的

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

面，幼儿园应创设宽松的心理健康环境和氛

围，让教师可以进行互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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