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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教学频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方便取样，对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200名幼儿

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87份。结果发现：（1）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呈显著正相关，且科学

教学频率在编制、园所性质、园所等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在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间起

完全中介作用。因此，社会需要为幼儿园教师建立学习社群，幼儿园需要为幼儿园教师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高校也要为学前

师范生提供更多的通识类选修课，同时教师自身也应当多充实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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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Scientific Teaching Attitude
and Teaching Frequency：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Teaching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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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scientific teaching attitude and teaching frequency and

its mechanism，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00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Ningbo and Shaoxing，Zhejiang Prov-

ince，and 18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1）kindergarten teachers’scientific teaching attitude is sig-

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ientific teaching frequency，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uthorized strength，

nature of kindergarten and kindergarten level of scientific teaching practice；（2）kindergarten teachers’scientific teaching efficacy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cience teaching attitude and science teaching frequency. Therefore，the society needs to

establish a learning community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kindergartens need to create good growth environment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rovide more general elective courses for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and teachers them-

selves should enrich scientif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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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对自然界充满了好奇，他们是积极的探

索者，通过观察、玩耍、互动来了解世界，Gelman

等人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称为“未来的科学

家”［1］。《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科

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

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2］。虽然科学教育有利于促

进幼儿科学思维发展，但它很容易在幼儿教育领

域被忽视。有研究者对台湾地区259名幼儿园教

师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幼儿园教师在

班级组织过相关的科学教学活动［3］。此外，有研

究者通过课堂观察，发现当前幼儿的语言和读写

能力课程占主导地位，教师很少参与正式的或非

正式的科学教学［4］。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历

史上看，科学一直被视为额外而非必要的学前课

程［5］，并由于其他课程的要求而处于次要地位［6］；

另一个影响因素则是幼儿园教师对科学教育的

态度及科学教学效能感。

研究表明，早在上学之前，幼儿就已经开始

学习科学了，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具有基本的科

学学习能力［7］，并对科学具有好奇心［8］。此外，研

究发现，幼儿早期的科学能力有利于他们日后在

学校的发展［9］，这就凸显了幼儿园教师在幼儿科

学教育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国内学者针对科学

教学的研究较多关注中小学教师群体，这些研究

结论是否适用于幼儿园教师还有待检验。此外，

影响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的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有必要

考察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教学频率的关

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而为提高幼儿园科学教育质

量提供实证依据。

（一）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的关系

态 度 是“ 个 体 对 某 事 积 极 或 消 极 的 感

觉”［10］。本研究中，科学教学态度是指幼儿园教

师对科学教学积极或消极的感觉。积极的科学

教学态度是有效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

对科学教学的态度不仅仅影响了其对科学的理

解［11］，也影响了教学实践。可见，这种态度不仅

是一种促进科学教学的情感因素，更是一种决定

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有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

对科学的态度能够影响其教学行为。有的幼儿

园教师认为科学是一个难以教授的领域［12］，或认

为科学对于幼儿来说太难、太抽象，就会低估幼

儿已掌握的有关科学的前期经验［13］，以一种随意

的态度应付科学教学。还有的教师因为在过去

的学习经历中，对科学具有厌恶情绪，这种态度

又延伸至教育工作中［14］，使其感到不适或焦虑，

认为自己无法胜任科学教学［15］，从而减少了组织

科学教学活动的频率。因此本研究认为，幼儿

园教师的科学教学态度可能会影响科学教学频

率，也就是说，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呈

正相关。

（二）科学教学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对其在特定环境

中组织和执行某些教学任务所需能力的信

念”［16］。一般来说，教师的自我效能主要包括“个

人教学效能”和“一般教学效能”。本研究中，科

学教学效能感是指幼儿园教师自身对科学教学

的信心。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其教学

实践特别强大的预测因子，决定了他们在教学活

动中的努力程度，以及面对逆境时的适应力［17］。

以往研究均揭示了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对教学实

践的重要性。例如，Harlen和Holroyd［18］发现，那

些对科学教学缺乏信心的教师，倾向于尽可能少

接触科学教学。Lohse-Bossenz［19］等人也发现，幼

儿园教师的科学教学效能感与科学教学实践（即

教师在科学活动中为幼儿提供的支持量）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另外，在对美国 146名幼儿教师的

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教师对科学教学的

总体态度影响了教师将科学活动纳入幼儿教学

计划的程度，而这种程度又会影响教师组织科学

活动的频率［20］。此外，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强调，意图是个体的内在

状态，其作为中介变量会使得态度和行为的关系

更加紧密。由此可以推测，教学效能感作为一种

意图（内在活动过程），它可以使教学态度与教学

频率的关系更加紧密。Oppermann等人的研究也

发现，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与其科学教学频率之

间受到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的中介作

用。因此，本研究将科学教学效能感作为中介变

量。据此推测，幼儿园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可能在

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及研究问题，做出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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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呈显

著正相关（H1）；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在科

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间起中介作用

（H2）。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科学教学效能感

科学教学频率科学教学态度

图1 假设模型图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使用方便取样，对

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 200名幼儿园教师发放问

卷，剔除无效问卷13份，得到有效问卷187份，问

卷有效率为 93.5%。有效被试中男教师 10人，女

教师 177 人；具有大专学历的 62 人，本科学历的

119人，研究生及以上的 6人；所在幼儿园为一级

园的81人，二级园的78人，三级园的9人，其他等

级的为 19 人；所在幼儿园为公立幼儿园的 152

人，私立幼儿园的35人。

（二）研究工具

1.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

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的测量参考了Un-

al［21］等人修订的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量表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Attitudes towards Sci-

ence Teaching Scale）。原量表由 Hyung- Sook-

Cho［22］等人开发。原量表由 4个维度（舒适度、课

堂准备、管理实践科学、发展适宜性），22个项目

组成。Unal 等人修订的量表经探索性因子分析

提取了 2个公因子，并删除了原量表中的 2、4、5、

12、13、17、18、20、22 题，因此该量表由两个维度

（自我效能、自我发展），13个项目组成，维度 1自

我效能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维度2自我发

展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本研究首先对该

量表进行中文版的编译与修订。采用临界比率

法和题总相关法进行项目分析。结果发现，高分

组和低分组的项目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均显著，相关系数在

0.705-0.897之间（p＜0.01），这说明项目具有较好

的区分度。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的

KMO值为 0.956，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

性水平（p＜0.001），这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采

用主成分分析、最优斜交法（Promax），根据碎石

图及分析结果，提取出 1 个公因子，其特征值为

9.212，解释了 70.86%的变异，因子载荷系数为

0.677-0.899之间。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

13 个项目。验证性因素表明，量表的结构良好

（χ2/df=2.577，RMSEA=0.092，GFI=0.888，AGFI=

0.828，NFI=0.942，IFI=0.963，TLI=0.951，CFI=

0.963）。因此，本量表由单个维度，13个项目组成

（例如：“我准备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来丰富自身

科学知识储备”“我会使用开放式问题来鼓励幼

儿的科学探索”）。使用李克特 5点评分，选项依

次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

符合”“完全符合”。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3。

2.幼儿园教师科学效能感

幼儿园教师科学效能感的测量参考了 Mai-

er［23］编制的幼儿园教师科学效能感量表。该量表

由3个维度，31个项目组成。3个维度分别是：教

师舒适度（Teacher Comfort）、儿童信念（Child

Benefit）和挑战（Challenges）。本研究首先对该量

表进行中文版的编译与修订。采用临界比率法

和题总相关法进行项目分析。结果发现，高分组

和低分组的项目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

除项目26与总分的相关不显著外，其余项目与总

分的相关均显著，相关系数在 0.277-0.772 之间

（p＜0.01）。综合上述结果，将项目 26 予以剔

除。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的 KMO 值

为 0.928，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

（p＜0.001），这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

分分析、最优斜交法（Promax），根据碎石图及分

析结果，对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量相差小于 0.1

的题项进行删除，删除了6个项目（分别为项目1，

15，17，21，28，29）后，得到了稳定的量表因子结

构，项目载荷在0.500-0.998之间。此时有3个公

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分别为 11.605，3.193，

1.320，能解释67.16%的变异。将3个公因子命名

为教师舒适度（例如：“我会和其他教师共同探讨

科学领域教育教学有关问题”“组织科学活动让

我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儿童信念（例如：“我认

为科学活动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数学能力”“我觉

得幼儿对科学概念和科学现象感到好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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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认为科学活动对幼儿来说太抽象了”

“组织科学活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验证性因

素表明，量表的结构尚可（χ2/df=1.824，RMSEA=

0.067，GFI=0.845，AGFI=0.808，NFI=0.883，IFI=

0.944，TLI=0.935，CFI=0.943）。因此，本量表由 3

个维度，24个项目组成。使用李克特 5 点评分，

选项依次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

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1，三个维度的 Cron-

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7，0.899，0.844。

3.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

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的测量参考了Op-

permann等人编制的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问

卷。该问卷使用一个项目进行测量：“请回想，在

过去的三个月里，你多久会和幼儿一起探索科学

相关的问题？”使用李克特 5点评分，1为“每月少

于1～3次”，2为“每月1～3次”，3为“每周一次”，

4为“一周几次”，5为“每天”。该测量方式的有效

性得到诸多研究的认可［24］。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管理、描述统计、相

关分析等。使用 AMOS 26.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应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和 Hayes［25］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是否在编、不同园所性质、园所等级

的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进行差异比较，统计

结果见表1。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在编与非

编幼儿园教师的科学教学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t=3.322，p＜0.05）；公立园与私立园幼儿园教师

的科学教学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t=2.548，p＜

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等级幼儿

园的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差异显著（F=

3.537，p＜0.05）。事后分析表明，二级园幼儿园

教师的科学教学频率（M=2.83，SD=1.17）显著优

于一级园幼儿园教师（M=2.43，SD=1.22）、其他等

级园幼儿园教师（M=1.95，SD=1.08）。

表1 科学教学频率描述性统计

编制

园所性质

园所等级

变量

在编（n=98）

非编（n=89）

公立（n=152）

私立（n=35）

一级园（n=81）

二级园（n=78）

三级园（n=9）

其他（n=19）

教学频率（M±SD）

2.82±1.21

2.25±1.12

2.65±1.20

2.09±1.12

2.43±1.22

2.83±1.17

2.33±1.00

1.95±1.08

t

3.322

2.548

p

0.001

0.012

F

3.537

p

0.016

（二）相关分析

对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教学态度、教

学效能感进行相关分析，统计结果见表2。如表2

所示，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与科学教学频

率呈显著正相关（r=0.27，p＜0.01），科学教学态

度与科学教学频率呈显著正相关（r=0.20，p＜

0.01），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效能感呈显著正

相关（r=0.80，p＜0.01）。

表2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变量

1 教学频率

2 教学态度

3 教学效能

M

2.55

4.07

3.94

SD

1.20

0.71

0.55

1

1

0.20**

0.27**

2

1

0.8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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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效应检验

描述统计分析发现，幼儿园教师的科学教学

频率在编制、园所性质、园所等级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因此在中介效应检验时，将编制、园所性

质、园所等级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温忠麟［26］等人

的建议，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的相关都应

显著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相关分析发现，幼

儿园科学教学频率、科学态度、科学效能均存在

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

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接下来使用

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

检验。在控制了编制、园所性质、园所等级后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教学态度显著正

向预测教学效能（β=0.79，p＜0.001），教学效能显

著正向预测教学频率（β=0.32，p＜0.01），但教学

态度不能显著预测教学频率。中介效应分析见

表4，结果表明，科学教学态度对科学教学频率的

直接效应值-0.07，其95%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科

学教学态度对科学教学频率的直接效应不显

著。此外，教学效能在教学态度对教学频率影响

中的间接效应为 0.25，其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明教学效能在教学态度与教学频率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中介模型图见图2。

表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教学效能

教学频率

预测变量

教学态度

园所性质

编制

园所等级

教学态度

教学效能

园所性质

编制

园所等级

整体拟合指数

R

0.80

0.37

R2

0.64

0.14

F

81.51***

5.69***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79

0.01

0.03

-0.04

-0.07

0.32

-0.11

-0.20

0.03

t

17.93***

0.25

0.53

-0.75

-0.62

2.76**

-1.39

-2.59*

0.42

注：模型中各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表4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路径

教学态度→教学频率

教学态度→教学效能→教学频率

效应值

-0.07

0.25

95%置信区间

-0.30～0.16

0.08～0.45

科学教学效能感

科学教学频率科学教学态度

0.79*** 0.32***

-0.07

图2 中介模型图

四、讨论

（一）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频率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首先，在编与非编幼儿园教师

的科学教学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

与在编幼儿园教师相比，非编幼儿园教师专业发

展的自觉性尚且不足［27］，且对参与教学准备（如

备课）的积极性不太高。此外，相较非编幼儿园

教师，在编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安全感高，心理压

力较小，且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因此会以积极的

态度对待工作［28］。其次，公立园与私立园教师的

科学教学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公

立幼儿园由政府管理，园长专业素质高，教师入

职门槛高，待遇稳定［29］，而私立幼儿园的福利待

遇、教师的进修机会稍逊于公立幼儿园［30］，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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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园教师缺乏组织科学教学活动、精进教学能

力的动力。另外，公立幼儿园会给教师提出更多

的工作要求、更严格的考核手段等［31］，使得幼儿

园教师不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最后，

不同等级幼儿园的教师科学教学频率差异显著，

二级园教师的科学教学频率显著优于一级园和

其他等级园教师，这与以往研究不符［32］，可能是

由于二级幼儿园是浙江省等级幼儿园的示范中

坚力量，且政府部门不断加强省二级幼儿园的发

展，扩大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覆盖面［33］，使得正

处于园所等级评定“上升期”的二级园会对幼儿

园教师提出较高的工作要求。

（二）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科

学教学频率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幼儿园教师

科学教学态度越好，其组织科学教学活动频率也

越高。幼儿园教师对科学教学的积极态度是有

效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幼儿园教师对科

学教学存在消极态度，就有可能降低对科学知识

的兴趣、忽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缺乏组织科学

活动的动力、脱离其在幼儿科学学习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自然也就减少了教学频率，导致幼儿

缺乏有效的科学学习机会。正如 Levitt［34］所强

调，教师对科学教学本质的理解很大程度决定了

他们会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科学教育。因此，当

幼儿园教师对自己的科学知识储备存在消极态

度，可能就会忽略科学学习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

性［35］，或是以一种刻板的方式看待幼儿科学教

育［36］，并刻意回避科学教学。此外，本研究还发

现，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不能显著预测科学

教学频率，这与以往研究较一致［37］，这表明科学

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间存在某种作用机制。

（三）科学教学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在

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学频率间起完全中介作

用，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认知理论和理性行

为理论。一方面，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内在

因素对个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自我效能感

更是在行为决定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Bandura

的说法，自我效能感促使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协调

必要的行动来完成既定任务。教师的教学效能

感是教师课堂行为的重要预测因子之一，一个拥

有高度教学效能感的教师会努力投入教学任务

以获得成功［38］。另一方面，理性行为理论阐述了

态度、意图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个体的实际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行为意图决定的，而行为

意图又是由个体对该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决

定的［39］。其中，意图可以看作态度的内部驱动过

程，如果没有意图的内在状态，行为的产生就会

缺乏一定的动力。进一步说，意图作为中介变量

会使得态度和行为的关系更加紧密［40］。由此可

以认为，教学效能感作为一种内在活动过程（即

意图），可以使教学态度与教学频率的关系更加

紧密。此外，这一论点也印证了教师专业能力模

型，该模型认为，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专业态度与

教学实践是相互交织的［41］。因此，当幼儿园教师

对科学教育存在消极态度，就会怀疑自己无法胜

任科学教学，从而减少组织科学活动的频率。相

反，具有积极态度的幼儿园教师则会相信自己的

教学能力，并会采取更积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策略［42］。总之，这一中介模型说明，幼儿园教

师的科学教学态度是通过教学效能感的中介作

用对教学频率产生影响。

五、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

为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科学教学频率、科

学教学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研

究发现：（1）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

学频率呈显著正相关，且科学教学频率在编制、

园所性质、园所等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幼儿园

教师科学教学效能感在科学教学态度与科学教

学频率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具有一定的

启示。首先，社会可以为幼儿园教师建立跨园、

跨学段的学习社群，通过学术沙龙，讨论、分享科

学领域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心得，使科学教学不再

是单打独斗之事，以提高幼儿园教师科学教学的

信心；其次，幼儿园需要为幼儿园教师创造良好

的成长环境，为其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营造支

持的组织氛围，提升其专业发展效能感和教学效

能感，帮助其建立专业自信［43］，使其对科学教育

形成良好的教学态度，提高其组织科学教学的动

力；再次，在职前培养阶段，高校可为学前师范生

提供更多的通识类选修课，提高其对科学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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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以及对科学探索的兴趣；最后，幼儿园教师

自身应当多充实科学知识，参加相关研习以提升

科学教学知能，并且抱有与幼儿共同学习、成长

的心态，使得教与学互为补充。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

究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因此研究结论不

能完全代表全国的幼儿园教师，未来研究可扩大

样本量与样本来源，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其

次，本研究是横断研究，无法对科学教学态度和

科学教学频率的因果关系进行推断，因此未来研

究可以使用纵向研究弥补这一不足；最后，本研

究数据均由幼儿园教师自我报告，未来研究可以

结合幼儿园园长、幼儿家长的报告，以获得更全

面客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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