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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实证研究对50名高职学前师范生开展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根据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和当前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

的主要内容，从意义人生、投入人生、快乐人生和积极组织系统四个层面分析当前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培育的主要挑战，提出

通过探寻人生意义增强职业使命感、通过加大积极投入增强学习内驱力、通过提高自我概念水平增强行动效能、通过营造积极

环境增强育人担当的教育情怀培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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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Educational Devotion Among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
CEN 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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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we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50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in high⁃
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current educational devotion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we analyzed the main challenges of cultivating educational devotion of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from at
four levels: meaningful life, life of devotion, happy life and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proposed four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educational devotion by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lif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mission, enhancing the internal drive for
learning by increasing positive engagement,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on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elf-concept, and enhanc⁃
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nurturing people by creating a posi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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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印发的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等多

个文件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的

幼儿教师。教育部印发的《学前教育专业认证

标准》更是明确指出，学前师范生毕业的首要条

件就是“践行师德：师德规范、教育情怀”。教育

情怀是学前师范生成为合格幼师的必要前提，

是决定其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和专业水平的核心

素养，是加快党和国家优质幼师队伍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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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加大对

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的培养力度，不断加强其

从教意愿、从教热情和从教信念，为实现人民群

众“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幼有优育”的美好期

盼奠定坚实基础。

一、积极心理学与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

培养的相关性

（一）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的主要内容

教育情怀是教师对教育事业产生的专业心

境和情感依附，为教师投身教育事业提供内在动

力和精神支撑［1］。而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的内

容，从文献梳理来看，可概况为以下三点：一是社

会维度上的家国情怀厚植和师德伦理遵循；二是

育幼维度上的仁爱之心维系和职业情感倾注；三

是自身维度上的专业能力精进和教育境界升

华。从国家政策来看，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学

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提出教育情怀包含以下内

容：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

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

观。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幼儿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幼儿健康

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

行）》就教育情怀提出了四项标准：一是职业认

同。具有家国情怀，乐于从教，热爱教育事业，能

领会学前教育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认同促

进幼儿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的理念；二是关爱幼

儿。热爱、尊重、理解幼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三是用心从

教。爱岗敬业、认真履职，积极专研业务知识；四

是自身修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

神，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符合教

师礼仪要求和教育教学场景要求。

综合以上内容，笔者将学前教育师范生的教

育情怀整合为以下四项内容：一是有报国之大

爱，做教育事业的奉献者；二是有育幼之仁爱，做

幼儿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三是有从教之真

爱，做职业发展的推动者；四是有修己之自爱，做

完善自我的自觉者。

（二）本研究运用的积极心理学理论依据

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Martin E.P.Seligman于

20世纪末创立了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

gy），作为揭示人类优势和促进其积极机能的应用

科学，积极心理学致力于人类幸福、社会和谐和

国家兴旺，提倡以积极的理念、开放的心态去面

对心理问题和社会现象。目前积极心理学主要

以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为研究目标，重点研究三

方面内容：即主观层面的积极情绪、个人层面的

积极人格特质和群体层面的积极组织系统［2］。积

极心理学内容广博而丰富，本研究主要选用Seg-

liman提出的“幸福人生的三种模式”作为主要理

论依据，并结合积极组织系统创建的相关内容作

分析。Segliman认为幸福人生有三种类型，分别

为意义人生（Meaningful Life）、投入人生（Life of

Engagement）和快乐人生（Pleasant Life），且这三种

模式相结合才是真正幸福而完整的人生。

首先，“意义人生”是指个体对自身及其存在

的本质和对那些自认为比较重要事物的感知和

觉察，分为发现意义和创造意义两种形式，重点

关注个体生存的价值和使命［3］。意义疗法（Logo-

therapy）创始人Frankl认为，个体只有清晰自身的

生命意义，树立明确的生活目标，才能收获生活

的信心和幸福。研究者Wong从成功和意义两个

维度设计了“意义定向看世界模型”，认为个体的

人生追求中只有加入了“意义”才是理想人生［4］。

其次，“投入人生”是指个体注意力的凝聚与

专注，在投入中达到“忘我境界”，类似于Abra-

ham H. Maslow提出的“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

一种状态［5］。投入与心流有关。心流创始人Mi-

haly Csikszentmihalyi 指出，心流（Flow）是个体出

于对事物浓厚兴趣而自觉忘我地投入其中的一

种情绪体验，能激励个体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华和

技能，并从中获取强烈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投入

也与自主动机有关。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

nation Theory）根据个体行为产生的原因区分了两

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动机：一是自主动机（Autono-

mous motivation）即个体出于自己的意愿和自由选

择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二是受控动机（Con-

trolled motivation）即个体出于内部（如内疚）或外

部（如他人要求）压力而从事某行为的动机。研

究表明，自主动机能不断激发个体对某项任务的

热情与兴趣，并不求外在回报地持续投入其中［6］。

再者，“快乐人生”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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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如快乐、满足、自豪等［7］。

积极心理学领军人物Barbara Feridrckson针对积

极情绪的特定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拓展—建构”

理论（the Broaden-and-Built theory），认为积极情

绪具有拓展并构建个体即时思想或行为的作

用。这意味着积极情绪不仅能促使个体认知更

全面、反应更准确、思维更活跃，而且还能帮助个

体建立更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资源如智力资源、

生理资源、社会资源、心理资源等。积极情绪获

得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面对消极事件时，

可通过乐观归因法、ABCDE自我分析技术（合理

情绪疗法）等来重获积极情绪；二是面对积极事

件时，可通过品味、正念等来强化积极情绪；三是

面对未知事件时，可通过心理资源补给、成长型

思维培养等来维持积极情绪。

最后，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是指促使个体获

得更多积极体验并易于形成积极品质的环境系

统，包含宏观层面的国家组织系统、中观层面的

单位或社区组织系统、微观层面的家庭组织系

统［8］。其主要作用是为个体的成长发展、潜能挖

掘等提供良好的资源和条件。积极的社会组织

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心理学之外还涉及

管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内容。

（三）积极心理学与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的

契合内容

意义、投入、快乐、积极组织系统的相关理论

对学前师范生形成报国之大爱、从教之真爱、俢

己之自爱和育幼之仁爱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

图1），以下为两者的契合性分析。

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

振国之大爱 从教之真爱 修己之自爱 育幼之仁爱

追求
意义人生

追求
投入人生

追求
快乐人生

创设
积极环境

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

图1 积极心理学与学前师范生教育情怀的契合内容

1.“意义人生”有利于学前师范生形成报国之

大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有”好老师的首要

标准就是“心中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

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学前师范生的教

育情怀首先是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为对国

家和人民赋予的责任表示高度认同，愿意为党

和国家的幼教事业持之以恒地投入与奉献。积

极心理学强调在探寻人生意义中追求幸福，具

备人生意义感的个体既能明确自身的生存价

值，又能遵循自身信念不断追寻更高的价值体

验。清晰人生意义的学前师范生能充分认识到

幼师职业对儿童成长、家庭幸福、社会稳定、国

家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对即将成为一名幼儿教

师充满期待感，发自内心地愿意为幼教事业奋

斗终生。

2.“投入人生”有利于学前师范生形成从教之真爱

深厚的职业情感为学前师范生在校期间学

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提供心理保障，能引

导其不惧外界诱惑，忠于幼教事业；不惧挑战艰

巨，勤于专业修炼；不惧舆论冲击，乐于为幼儿成

长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积极投入的相关理论为

学前师范生的专业能力精进与职业热情培养提

供了新思路。一方面，心流的内在激励作用能引

导学前师范生乐此不疲、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专业

学习中，并不断激发学习斗志，增加学习信心。

另一方面，有强烈自主动机的学前师范生能不受

外在环境影响，专注于专业的精进与突破，具备

幼儿教师特有的工匠精神。

3.“快乐人生”有利于学前师范生形成俢己之自爱

学前师范生作为未来幼儿成长的启蒙者和

引路人，自身首先要具备健全健康的人格，拥有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

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和人格魅力为幼儿健康成长

做好示范引领。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新型幼儿教

育理念和方法、培植“崇文尚美”的人文情怀，不

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积极情绪体验能助推

学前师范生在自我关怀的基础上做到自我提升

与自我完善。一方面，积极的归因模式、思维模

式、比较模式能引导学前师范生以新视角看待成

败与挫折，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认知水平，具

备向前、向上、向好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内在生命

动能。另一方面，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

理论，增加积极情绪体验还能拓展师范生的思维

和视野，进一步激发教育智慧和艺术灵感，有效

提高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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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的组织系统有利于学前师范生形成育

幼之仁爱

对幼儿怀有“仁爱之心”是学前师范生未来

从业的前提和底线，要求其理解、尊重儿童的发

展规律与个性特点，树立正确的儿童教育观，愿

意为幼儿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矢志不渝、担当作

为。同时还要自觉学习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教师

队伍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以及与幼师相关的职业

法律法规，并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做

到为人师表、为师立范。马克思说过：“人创造了

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积极的组织系统特

别是有利于学前师范生成长发展的国家政策、学

校教育环境、班级寝室氛围等为其善良、正义、克

己等积极品质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其敬

业、勤业、乐业的职业精神培育提供了成长沃土，

更为其坚定从教信心与决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前师范生

教育情怀培养的主要挑战

（一）研究方法

采取整群分层抽样方式选取了50名高职学

前师范生，女生42名，男生8名（学前教育专业

男生人数较少，仅占该专业总人数的10-20%），

人才培养模式分为中高职一体化（包括五年制

“3+2”模式、“五年一贯制”模式）、高职单考单招

形式和普通高考升学形式，成绩分为班级前

30%（三等以上奖学金获得者）、后30%和中等三

类。自编访谈提纲，事先找了2名学前师范生作

预访谈，并对内容作了适当微调。采用半结构

化深度访谈形式，每位师范生访谈时间为30-40

分钟，历时3个月，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运用录

音笔和Word进行访谈记录，事后将访谈文本资

料和录音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0 和 Excel

中进行梳理归纳，通过访谈资料、相关文献和笔

者一线学生工作经验三者之间的循环互动来提

取研究信息。

（二）研究结果分析

1.“意义人生”层面：职业意义感缺失动摇从

教决心

意义感缺失对个体职业生涯的规划、人生梦

想的设定具有一定负面影响［9］。访谈中发现师范

生的职业意义感不清晰、不稳定，导致职业情感难

以积淀，从教意愿摇摆不定。一方面，择业方向偏

离，职业使命感不强。仅有30%的师范生职业理

想与学前教育专业相关，15%的师范生为“无欲无

求”“佛系人生”的无目标状态，其余以“成为有钱

人”“实现财富自由”为职业奋斗方向，仅把成为幼

师作为安身立命的“糊口”职业。另一方面，专业

选择徘徊不定，职业坚守度不高。对比专业选择

初衷和再次专业选择态度（如表1），50%的师范生

回答“如果重新选择专业，会再次选择学前教育”，

主要原因包括对专业的喜爱度高、专业成就感高、

对幼师发展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等，其他师范生犹

豫或放弃的理由可归纳为专业困扰、现实困扰和

家庭困扰。再对比两者的专业选择初衷，前三名

排序中唯一区别在于“父母建议”，家庭困扰也因

此成为师范生从教意愿动摇的主要原因，甚至1

名荣获国家奖学金且已考编成功的大三师范生也
表1 学前师范生专业选择初衷和再次选择专业态度的情况

再次选择专
业的态度

100%坚
定者

犹豫/放
弃者

归因：
核心要素（选择概率）

专业喜爱度（50%）

专业成就感（30%）

职业前景乐观
度（20%）

家庭困扰（40%）

专业困扰（40%）

现实困扰（20%）

典型言语例举

喜欢做幼儿教师；喜欢与小朋友相处；学前教育专业与自身优势、
性格等匹配度高

实习中帮助特需儿童后收获职业成就感；完成绘画、玩教具等
作品后有强烈满足感；男生在女生领域的技能竞赛中获胜有
较高成就感

国家二胎三胎背景下，幼师职业前景光明；男生在幼师市场
较为“吃香”；女生做幼师声誉佳且工作稳定

父母建议，服从心态；父母建议，不喜欢该专业

技能学习压力大且累；只喜欢声乐，其他课程没有兴趣

分数低只能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幼师工资低，担心未来生计问题

专业选择初衷
（排序前三）

1.个人兴趣
2.学业因素
3.专业吸引

1.个人兴趣
2.父母建议
3.学业因素

89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1期

表示“如果不是父母建议，会选择其他专业”。职

业坚守与成绩好坏、考编与否并非直接相关，关键

在于100%坚定者对职业热爱度更高、专业成就感

更多、职业期待感更强。

2.“投入人生”层面：自主动机缺乏导致专业

学习被动

访谈中发现，师范生严重缺乏专业学习的自

主动机，超过80%的师范生表示日常课后学习以

被动为主，学习主要是迫于老师抽点抽查、应付

考级考试、获得奖学金等规避惩罚、自尊维护的

外在原因，专业学习的自发性主动性积极性不

高，心流体验较少。此外，归因偏差引发师范生

成长动力不足。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高职单

考单招形式的师范生普遍对自身理论学习能力

抱有质疑态度，自认为“没有天赋”。普通高考升

学形式的师范生对唱跳弹画等技能课有所畏惧，

认为自身基础薄弱，追不上职高班的学习进度，

技能学习充满“苦、累、烦”。根据韦纳的归因理

论，两者普遍将自身学业失败归因于内部、稳定

且不可控的因素即自身能力原因，导致自我效能

感持续降低，成长动力受阻。

3.“快乐人生”层面：消极自我概念加剧行动

不确定性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个体通过经验、反

省和他人反馈，凝练而成的自我认知，影响个体

信息加工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品质培养等［10］。

对比师范生自我描述中积极词汇出现的频率（如

表2），发现以消极自我概念为主的师范生，成绩

普遍在后30%或中等程度，专业坚持度倾向于放

弃或不确定，学习主动性不高，职业梦想和人生

目标缺失或与专业无关。而积极自我概念为主

的师范生，成绩普遍在前30%，对幼师职业坚守度

较高，人生规划清晰且以成为名师、名园长为主，

在专业学习中的成就感、满足感更高。深谈后发

现，师范生的消极自我概念主要由于以下三项原

因：一是不恰当的社会比较；二是成长环境中个

体与父母、教师、同伴等的不良互动影响；三是反

复体验失败后的习得性无助。
表2 消极自我概念为主的师范生与积极自我概念为主的师范生的情况对比

自我概
念类型

消极自
我概念
为主

积极自
我概念
为主

性
别

女

女

女

男

学制
类型

三年制
（普高班）

三年制
（普高班）

三年制
（职高班）

五年一贯
制

成
绩

后
30%

中
等

前
30%

前
30%

自我描述
（3个词）

自卑、异类、犹豫

不善言辞、善变
（仅想到2个词）

活泼、善良、好学

自信、孤独、好强

积极词
汇出现
频率

0

0

3/3

2/3

再次选择，
对专业的
坚持情况

100%放弃

100%放弃

70%坚持

100%坚持

学习主动性
情况

被动为主

被动为主

主动为主

主动为主

考编失败后
是否会改变
职业方向

坚持3年，
失败转行做
其他工作

未考虑

基本不会

不会

人生目标/
职业梦想

无

挣很多钱

成为幼儿园
园长

做幼师，成
立宁波市男
幼师联盟

4.积极组织系统：积极环境创设不足影响从

教信心

生态系统环境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

ry）提出，人的发展受其所在的环境以及与其发

生交互作用的嵌套式环境影响。外界环境是否

积极适宜对师范生的从教信心与决心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访谈中发现较多因外界环境而萌

生转行的案例，按照生态系统理论中四个从小

到大的层次系统分析得知：一是微观系统即个

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包括专任教师、辅导

员、寝室同学等。如师范生提到由于专任教师

在授课中反复强调考编的高难度与进编的低概

率，导致信心丧失，出现强烈的转行意愿。二是

中间系统即个人在两个或多个情境中的互动，

包括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家校关系等。如师范

生提到在实习期间听到园区教师对工作的抱怨

与诉苦，令其对幼师职业望而却步，害怕面对经

济回报低、事务工作繁杂的职业现状。三是外

层系统即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其发展产生

影响的系统，包括学校管理模式、重要他人言行

等。如师范生在目睹亲戚管教幼儿的艰辛后，

认为幼儿“不可控、太可怕”，对自身能力产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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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对职业前景出现担忧。四是宏观系统即存

在于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

境，包括社会对幼师职业的评价、各级政府出台

的法规政策等。访谈中发现师范生普遍对考编

政策尤为敏感，部分师范生意识到个别一二线

大城市对幼师的学历要求已趋向本科，引发一

定的职业焦虑，在从教与转行之间犹豫徘徊。

师范生还提出外界对幼师职业的负面评价，如

认为幼师是“保姆行业”“门槛最低的教师”等也

会引发其内心的失落感与焦虑感。

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学前师范生

教育情怀培植的策略探析

（一）从职业选择到职业坚守：通过探寻人生

意义来增强职业使命感

Frankl为人类追求生命意义提供了路径与方

法，后经其徒弟Alex Pattakos总结概括为OPA意

义法则，即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Others）、对

从事的工作有崇高的目标（Purpose）、用积极的态

度拥抱生活（Attitude），该法则与访谈中师范生坚

定职业目标的三项原因即专业成就感、专业喜爱

度、职业前景乐观度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故借此

提出强化职业使命感的三种方式：

1.增加助人行为，明晰专业价值

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之一Chrisopher Peterson

在描述什么是积极心理学时，曾说到“他人很重

要（Other People Matter）”，即和别人建立有意义

的联结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研究发现，与他

人产生联结尤其是助人行为的产生可以帮助个

体提高自尊，明确自身价值，找到人生目标和人

生意义［11］。如访谈中某师范生在无意帮助了一

名特需儿童后收获了强烈的专业成就感和满足

感，提高了对幼师职业和幼儿本身的热爱程度，

坚定了做幼师的决心。因此，学校可通过增强

师范生的助人意识和助人行为来提高其从教意

愿，例如针对师范生的志愿服务项目可多增设

下乡支教、特需儿童帮扶等关爱儿童的内容，激

励师范生在帮助幼儿过程中不断清晰专业学习

的价值和意义，逐步树立起为幼教事业奋斗终

生的信念。

2.树立崇高目标，升华思想境界

Alex Pattakos认为个体如果仅以外在物质作

为职业目标就会陷入“意义迷宫”即在前行之路上

易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就像访谈中部分师范生

仅将幼师职业作为未来维持个人生计的教书差

事，易频繁陷入“弃业、转业”的旋涡中。提高师范

生职业坚守度的首要前提是要引导其树立与国家

命运、民族振兴、幼儿前途和时代发展相联系的职

业目标如个别受访者提到的“成立男幼师联盟，为

孩子带去阳刚教育”“成为名师，改变当地相对落

后的幼教现状”等。此外，个人目标的认同感

（Commitment）即个体认为目标重要且有价值、效

能感（Efficacy）即个体认为可通过自身努力达到

目标，两者的交互作用能进一步提高个体对目标

的喜爱度和坚守度［12］。因此，学校既要向师范生

反复强调幼师职业独特的性质、意义、作用和价值

以及未来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也要根据师范生的

不同培养模式合理设计教学评价体系、非学业因

素考核标准等，助推师范生不断挖掘自身成为幼

师的优势与潜能。

3.在顺逆境交替中探寻意义，以积极心态应

对挑战

根据生命意义双系统构建模型理论（the Du-

al-systems Model），生活中的顺境和逆境是共存

的，且均包含对立成分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

之所伏［13］。关键要学会在顺境中寻找意义，产生

更强大的生活动力；在逆境中创造意义，从困难

和挑战中获取成长元素。师范生在积极环境中

要尝试探寻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如某师范生

在成功完成玩教具制作后明确了自身优势，提高

了专业信心，拓展了职业意义，坚定了从教信

心。在消极环境中要应用认知重评（Cognitive re-

appraisal）策略，即通过对消极事件的重新认识与

理解来挖掘成长资源。如师范生普遍反映：因父

母建议或成绩不理想等原因选择学前教育专业，

学习积极性难以激发。建议师范生从新角度解

读专业初衷，认为学习该专业是对自身适应能

力、坚毅水平等的锻炼与提升，通过认知改变来

降低专业学习的焦虑感与无力感，提高学习热情

与学习兴趣。

（二）从受控动机到自主动机：通过加大积极

投入来增强学习内驱力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可

推动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发展，下面笔者结合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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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情况从认知、情感、行动三个层面探析激发师

范生自主学习动机的方式：

1.改变归因模式，提升专业信心

韦纳的归因理论认为个体对前次失败/成功

的归因会影响下一次行为的期望、情绪和努力程

度。因此，师范生面对学业失败要尝试归因于外

部的、不稳定的因素如任务难度、身心状况、努力

程度等，避免给自己“贴标签”“下定义”，认为职

高生的理论水平不高，普高生的技能难以与职高

生持平，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之中。面对学

业成功要尝试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因素如能

力、天赋、智商等，进一步提振学习信心，有热情

与干劲去迎接下一次挑战。

2.提高价值认同，强化专业情感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从规避惩罚、维护自尊

等受控动机向自主动机转变的关键在于引导师

范生认同和内化所学专业的应用价值。一方

面，教师要减少日常控制性信息的高频输出如

反复强调“课堂出勤率少于2/3，则考核不合格”

或“参加此活动有利于评奖评优”等。而是将教

育重点放在学好该门课程、参加该类实践对师

范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可通过名师名园长宣讲、热点新

闻讨论等方式引导师范生深入思考所学专业的

时代意义，理解自身业务水平与幼儿健康成长、

国家教育兴衰休戚相关，进一步提高专业学习

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3.强化心流体验，激发学习动力

心流产生的条件主要有三项：一是所从事的

活动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如明确目标、具体规

则等；二是能及时得到结果的反馈；三是所感知

的挑战和技能水平之间必须建立平衡［14］。基于

以上理论，师范生首先可依照现代管理学之父

Peter F. Drucker提出的SMART原则①设置清晰具

体的学习目标，并通过测试、他人评估等方式确

保学习成效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关键还要根据

专业学习进度逐步调高挑战难度，确保觉知到的

挑战略高于自身技能水平，在心流体验中不断激

发专业精进动力，提高专业学习能力。

（三）从外在束缚到自我关怀：通过提高自我

概念水平来增强行动效能

社会学家Cooley认为个体把别人当作镜子

来进行自我感知即镜像自我，长期受到消极社

会评价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具有较大的负面

影响，结合访谈中师范生消极自我概念产生的

原因，从积极面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个角度提

出建议。

1.调整内部加工过程，理性看待过去

消极自我概念主要源于原生家庭和成长经

历中的负面评价和不良互动，但过去经历对现在

或将来产生的影响是通过回忆过去产生的情绪

体验起作用的，与事件本身无关［15］48-49。家庭治疗

大师Virginia Satir认为个体在面对成长创伤时，

不是耗费时间去清除原有“症状”，而是重构认知

添加新体验和新觉悟。师范生要接纳无法改变

的事实，并尝试调整对事件的内部加工过程，从

新角度解读和理解曾经的负性事件，避免反刍式

思考和习得性无助。

2.发挥自身优势，专注投入当前

管理学理论强调“木桶短板理论”，而积极心

理学强调“木桶长板理论”即个体获取成就的关

键不是去克服缺点而是去发挥优势。从问题视

角向优势视角转变可以帮助师范生进一步挖掘

内在潜力和优势资源，在优势发挥中提高抗挫

力、增强自信心。师范生首先要通过自我评估、

他人评价、权威测试等方式识别自身优势，并在

对应的教学活动、社会实践、技能竞赛中积极发

挥优势，提升自我效能感。学校也要通过设置专

业选修课清单、“师生双选”导师制等教育模式，

引导师范生根据自身优势和特长选择专业课程

和学业导师，提高师范生的专业胜任力。

3.优化比较模式，乐观面向未来

不恰当的社会比较会降低自我评价水平和

自我满意度，如访谈中个别师范生反复强调当地

幼师考编对具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更青睐，自己

未来考编希望渺茫。师范生产生消极自我概念

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以他人的优势如学历

等与自己的短处作比较。要建立多元化的自我

评价体系，全方位地开展自我认知，如在分析考

编信息时，不能仅看到学历因素，高职毕业的师

范生在专业技能方面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中高职

一体化培养模式下的师范生，相对训练时长久，

基本功扎实。此外，还要根据不同的比较目的，

适当调整比较方向，向上易激励努力行动，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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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积极体验。师范生要根据自身需求合理

进行社会比较，确保在比较中既可摄取奋斗力量

亦可寻求自我安慰。

（四）从一己之力到全员助力：通过营造积极

环境来增强育人担当

积极环境对师范生的从教信念厚植、育人责

任强化、积极品质与美德培养等起着潜移默化的

促进作用，基于对访谈中四个环境层次系统的梳

理与整合，提出以下建议。

1.将政策文件转化为成长动力

十年来，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30余份有利于

幼师队伍发展的政策文件，专任教师、辅导员、班

主任等要将文件精神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师范生，

并从积极的角度进行解读与宣传，让师范生感受

到职业前景的美好，提振专业和职业信心。同

时，还要加强地方政策的宣传特别是非编幼师的

激励性政策，如浙江宁波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江北区学前教

育优秀合同制教师年金激励管理办法》，文件中

明确提出“幼儿园劳动合同制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社平工资水平”“对表现优异

的非编幼师给予丰厚的年金奖励”，而且当地在

职称评聘、荣誉评比、竞赛参与等方面为非编幼

师提供了专门名额，通过政策解读来进一步消除

师范生对未来就业的思想顾虑。

2.创建以“修身立德”为导向的两代师表文化

一方面，一代师表要为师立范，发挥榜样引

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教育者先受

教育”，现任教师包括实习基地的幼师要做好自

我教育和自我管理，通过自身的师品、师能、师

风、师爱去引导师范生热爱教育、关爱儿童、潜心

育人，避免向师范生传播幼师考编难、工作杂等

动摇从教信念的观念与价值。另一方面，要坚持

文化熏陶，提高师范生的德行自觉。要在课堂教

学、实习实训、管理服务中融入大量的师表文化

元素，培育“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优良校风教

风学风，引导师范生自觉践行职业道德规范，坚

定职业理想和职业追求，不为外界不良舆论和负

面社会思潮所影响。

3. 打造学校-家庭-社会三级联动式的社会

支持系统

研究证明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帮助个体缓

解职业倦怠和心理压力，对职业发展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16］。根据社会支持内容，三者可从以下几

方面发挥联动作用：一是提供工具支持，要持续优

化外部环境，尤其是各地政府要加快研究制定保

障幼师地位和待遇的政策法规。二是提供情感支

持，学校、家庭要支持、理解、认同师范生的职业梦

想，尤其在其面临考编升学两难选择时、学业受挫

时、生活失利时，要积极为其开展心理疏导和情感

陪伴，帮助其提振信心、坚定目标。三是提供信息

支持，师范生获取资讯的途径、内容有限，要多渠

道为其输送最新的专业知识、政策信息等，特别要

加大积极社会评价的传达，舆论反馈对师范生的

从教意愿影响突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媒体

工作者等不仅要宣传先进典型，更要引导教育名

家、新媒体大V专家积极为幼师职业“发声”“发

力”，改变公众对幼师的刻板印象，为师范生未来

从教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

［注释］

① SMART 原则：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

able）、可达到的（Attainable）、和其他目标具有相关性

（Relevant）、具有明确的截止期限（Tim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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