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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教师持续学习是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素质以及优化学前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英国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离不开幼儿教

师队伍的持续学习。依据双因素理论对其相关经验分析发现：英国以明确的要求与标准、动态的监督与评价和充足的资金支

持等保健因素，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强化幼儿教师专业认同和设置内在连续的发展空间等激励因素，以及兼具保健与激励

的薪酬制度共同保障和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梳理和总结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幼儿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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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Encouraging Preschool Teachers’
Continuous Learning in Britain Based on The Two-fact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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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chool teachers’continuous learning i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in Britai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of the preschool t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wo-factor theory，we have found: With the aid of hygiene fac⁃
tors of clear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dynamic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motivation factors of im⁃
proving the preschool teachers’social status，strengthening the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setting up internal continu⁃
ous development space，and a salary system that combines hygiene factor and motivation factor，Britain has effectively encouraged the
continuous learn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encouraging preschool teachers’con⁃
tinuous learning in Britain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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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持续学习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终身

教育思潮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幼儿教师知识

更新、能力提升，以及保障学前教师队伍质量的现

实需求。当前，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存在诸多问

题，主要原因在于持续学习的动机不足。研究表

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动机总体仍需提高，部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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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师缺乏目的性和意识性［1］。幼儿教师开展在

职培训学习的频率较低，少数教师甚至与此无

缘［2］。动机是行为的先导，动机不足会严重制约

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行为直接关乎目标的

实现。为落实持续学习的行为和实现专业发展

的目标，必须激发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动机和愿

望。

高质量学前教育是英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追

求。为此，英国相继出台多项法规政策，展开大

刀阔斧的改革，在学前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3］。本文将基于双因素理论，梳理和

分析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实践，为促进

我国幼儿教师持续学习、完善学前师资队伍建设

提供借鉴。

一、引言

（一）激励及激励理论

激励，不同学科存在不同解释。心理学将激

励视为持续激发个体动机的心理过程，管理学则

将其视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过

程［4］。总之，激励是基于需要而发生的激发和维

持动机的心理过程，个体在过程中为实现某种目

标而维持兴奋状态，产生内驱力［5］。激发个体内

在动机的具体模式为：需要引起动机，动机引起

行为，行为又指向特定目标。学者们从不同视角

对激励展开研究，提出了诸多理论，依据具体内

容分为三类：内容型激励理论主张从个体不同层

次、不同水平需要的角度探讨激发人们动机的因

素；过程型激励理论关注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

间的关系与作用过程；综合型激励理论力图从组

织管理和员工个人等方面综合地理解、分析激励

的影响机制。不同理论基于不同视角，具有不同

的适用性，本文将依据内容型激励理论中的双因

素理论分析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实践

经验。

（二）双因素理论

作为诸多激励理论之一，双因素理论引起了

人们对于内在动机的关注，为组织管理中提高个

体工作积极性、发挥创造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双因素理论思想源于赫茨伯格（Herzberg）上

世纪50年代末对匹兹堡地区203名工人的研究，

1959年，他于《工作的激励》中正式提出双因素理

论。该理论认为，员工的工作态度主要受到两类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外部环境、条件等，如

组织政策、监管制度、工作条件（如工资、工作环

境等）、人际关系、安全与生活条件等保健因素

（hygiene factor）解决不好，是导致员工不满意的

主要因素；但即使改善，也仅能消除不满、怠工和

对抗，不能增加工作满意度和激发工作积极性。

而由工作本身产生的职业成就感、身份认同以及

工作本身的责任感、使命感、职业发展等激励因

素（motivation factor），若不理想，员工未必不满

意，但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但激励因素改善，员工

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会明显提高。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现代薪酬制度的革新，当前的工

资结构更加多元化，既属于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

保健因素，又反映着工作上的赞扬和晋升等激励

因素。此外，赫茨伯格在批判传统二元对立观点

的基础上，提出员工存在满意与没有满意、没有

不满意与不满意4种工作态度，激励因素影响前

一状态，保健因素则对后一状态起作用，即导致

工作满意与不满意的因素是彼此独立的［6］。

（三）双因素理论对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

实践的适用性

双因素理论源于员工工作满意感和积极性影

响因素的调查，当前已应用于不同行业不同问题的

分析当中，如公务员职业倦怠、护士工作潜能激发、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用户移动支付意愿、大学生村

官激励管理等。可见，双因素理论在激励管理实践

中的可靠性和广泛适用性。在教师领域，依据双因

素理论也展开了丰富研究，对象集中在高校教师、

职校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乡镇教师、辅导员、

科研人员，问题涵盖教师流动流失［7］、教师科研［8］、

教师职业倦怠［9］、教师绩效［10］、教师培训［11］、教师队

伍建设［12］等。双因素理论至今已相当成熟，在员工

培训和学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出了多种有效

的激励手段，Barrett和Myrick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

双因素理论在教师群体的适用性［13］。双因素理论

最初以工程师和会计师为研究样本，主要运用于对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分析。幼儿教师作为专业人员，

其工作具有创造性、灵活性等特征［14］121-122，属于从

事脑力工作的知识型劳动者；幼儿教师持续学习这

一行为实践需要相应的动机支持，以激发其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障其专业发展的目标，

112



总38卷 田秀玉，严仲连，张兰香：双因素理论下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经验与启示

而双因素理论为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提供了具

体思路。因此，将双因素理论用于指导幼儿教师持

续学习的激励实践，是适宜且具有指导性的。

二、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经验

依据双因素理论，外在环境带来的基本需要

满足是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保健因素，而工作本

身所带来的认可、责任和成长等是幼儿教师持续

学习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相互独立

又彼此关联，共同推动英国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

实践。基于相关文献和政策的查阅发现，英国激

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经验中保健因素和激励

因素主要体现见表1。
表1 英国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

保健因素

明确的要求与标准

动态的监督与评价

充足的资金支持

工资薪酬

激励因素

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

强化幼儿教师专业认同

设置内在连续的发展空间

（一）保健因素

1.明确的要求与标准

英国教师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政府介入。通过明确的要求和标准不断

拓展专业教师的内涵，促进其专业水平提升，以

适应时代需求［15］。

一方面，明确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责任和义

务。英国政府相继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保障教

师在职培训。如《詹姆士报告》规定：“教师每从

事教育工作满7年应参加半个学年培训”“每所学

校都应对本校教师进行再培养”；《提高师资质

量》白皮书是对教师在职培训制度的完善，其中

针对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等不同进修方式提出

具体要求［16］；《把学校办得更好》白皮书中指出，

所有教师都应定期进行在职培训；《教师工资待

遇法》要求，每年设置5天为教师的“持续专业发

展日”（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简称

CPD Day）；此外，英国政府还规定新教师参加培

训时间不得少于工作日的1/5［17］、实施教师国际专

业化发展计划，派送约7500名教师到国外进行研

究、访问和学习［18］；颁布《专业发展: 支持教与学》

《合格教师专业标准》等法律法规，充分保障幼儿

教师专业提升的权利。明确的法律规定确保了

政策推行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履行其责任和

义务，幼儿教师必须到大学参加相关专业培训及

各种协会活动，开展在职专业学习。

另一方面，明确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标准。

英国政府提出，“在早期教育阶段，再也没有什么

比教育提供者的素质更为重要”［18］。因此，除完

成必须的学习要求之余，政府还设置了相应标准

管理幼儿教师的学习质量。针对幼儿教师的准

入门槛，英国政府明文规定最低资格等级和资格

标准。《早期奠基阶段》（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简称EYFS）指出：英国0～5岁学前教育机

构中的幼儿教师职级应至少达到3级［19］。资格标

准对准入幼儿教师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和

理解做出了具体要求，为职前幼儿教师的培养和

实习幼儿教师的学习提供了明确方向。

针对高水平幼儿教师，英国儿童工作者发展

委员会（Children Workforce Development Council，

简称CWDC）制定并颁布《早期教育专业教师身份

标 准 》（Early Years Professional Status Stan-

dards）［20］，要求从业者具备相关知识技能，有创造

力、诚信、热情，并有实践经历等。2011年，英国

政府对早期教育专业标准展开修订，更加明确申

请者的各项具体要求［21］。这些要求既是幼儿教

师保教工作和专业发展的规范和指引，也是幼儿

教师培训、学习的标准和依据。

针对多元发展的幼儿教师，在《早期教育基础

阶段法定框架》（Statutory Framework for 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中，政府对幼儿教师所

持资格证书设置了“完全和相关”两组标准［22］。

英国早期教育领域的资格证书结构比较复杂，在

课程管理局网站上列示的幼儿教师相关证书多

达77类［23］。持有不同种类、不同方向资格证书的

幼儿教师需接受“完全和相关”标准的检定，如果

未能达到，持证人需进一步接受专业培训，确保

早期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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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的监督与评价

为指导和监督教师的学习与成长，英国学校

培训与发展署（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chools，简称TDA）在“入职档案”（Career En-

try Profile，简称 CEP）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入职与

发展档案”（Career Entry and Development Profile，

简称CEDP）制度［24］。CEPD具体翔实地记录和评

估了每位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与情况，是开展连

续且针对性地幼儿教师的职前、入职及在职教育

和学习的重要依据。

此外，英国的教师评价制度——绩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系统［25］也有效监督了

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进程。为确保教师评价的

有效性，英国设立三个层级办学主体——各级教

育局、学校董事会和学校本身来推动教师评价的

顺利实施，并设立八个方面的标准对教师的知识

和理解、教学与评价、专业特征以及学生的成长

进步等指标进行全面考核。借助法律化、制度化

和规范化的教师评价框架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是绩效管理制度的核心所

在。教师的工作绩效、专业发展与学校管理的有

机整合对幼儿教师的持续学习也形成了有力监

督。

3.充足的资金支持

为保障和鼓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英国政府

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一方面，提升并完善幼

儿教师的工资及福利，满足幼儿教师的基本生活

需要。DFE自2018年开始逐步提高教师基本工

资，根据教师职务和等级的不同，其涨幅有所差

别。其中，一线教师主流工资（Main Pay Range）和

未评级教师工资（Unqualified Teachers Pay Range）

提高3.5%；上级工资（Upper Pay Range）、杰出实

践者工资（Leading Practitioner Pay Range）及所有

薪资范围内全部津贴提高2%；领导层工资（Lead-

ership Pay Range）提高1.5%［26］。截止到2018年，

全国仅有11%的25岁及以上的学前教育机构工

作人员的时薪低于全国生活工资［27］。此外，继续

保障教师的高养老金和附加雇主养老金标准［28］，

与多方主体合作为教师提供子女保育、住房、交

通等福利［29］。

另一方面，提供财政经费的大力支持，保障幼

儿教师持续学习的顺利开展。如英国政府设立

的毕业生领导者基金（Graduate Leader Fund，简称

GLD），2008~2011 年共投入 3.05 亿英镑［30］。另

外，针对高水平学前教育从业者——EYPS的在职

培训，英国政府自2012年对参与EYPS培训的全

部在职幼儿教师，提供免费EYPS培训，并为其所

在幼教机构提供经费补贴；对存在正在参加EYPS

培训员工的民办早教机构给予额外财政资

助［31］。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实施基于早期教育

教师评价标准（Teachers’Standards（Early Years））

的早期初始教师培训（Early Years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并提供各项经费支持［32］。

（二）激励因素

1.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

英国在遭遇教育质量下滑的难题后，十分重

视教师选拔，而想要让优秀人才投入到教育领

域，关键在于提高教师职业在全社会的地位。英

国首相布莱尔在代表工党竞选时就强调教育的

重要地位，并以媒体为载体，以政界为牵引，采取

多种措施唤起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33］30-131。

此后，英国设立了10多项奖励提高优秀教师的地

位，激励教师自主专业发展。如英国政府计划以

每年4000万英镑的资金奖励成果卓越的学校；创

设“教师褒奖制度”表彰优秀教师；创设表彰教师

教育质量杰出的“国家教学奖”（National Award

for Teaching），以及资助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奖

金”（Professional Bursaries）计划等［34］。教师地位

的提高，激发了学前教育从业者成为优秀幼儿教

师的强烈愿望，是其展开持续学习的内在动力。

2.强化幼儿教师专业认同

英国政府还通过构建幼儿教师的专业身

份，强化学前教育从业者的专业认同，以其自

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促进幼儿教师队伍的

持续学习。不同于普通学前教育工作者，早期

教育专业教师是英国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设

立的专业教师身份，具有高质的专业素养和独

特的专业属性［35］。CWDC颁布的《早期教育专

业教师身份标准》（Early Years Professional Sta-

tus Standards）不仅是幼儿教师培养、学习和专

业发展的方向，更是对高水平学前教师专业身

份的认可。依据政府指导文件，早期教育专业

人员（达到EYPS的人，其学历水平等同于研究

生）将会在实施高质量早期保教服务的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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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领导者角色［36］159。自该标准实施后，英国

已 有 超 过 9600 位 申 请 者 获 得 早 期 教 师 身

份［37］。可见，该政策充分强化幼儿教师的专业

认同，并激励幼儿教师积极参与培训、学习。

3.设置内在连续的发展空间

此外，英国借助阶梯式资格证书制度为幼儿

教师设置了内在连续的发展空间。幼儿教师在

资格证书多元化的基础上设置统一的级别划分，

从低到高逐级递升，呈现出阶梯式资格证书体

系。在所有以学校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幼

儿教师的资格水平与其承担的职务和享有的工

资待遇相挂钩［38］。英国资格与课程委员会（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简称QCA）

对各类幼儿教师资格证书进行严格认证和定义

后，将其统一划分为8个水平（1-8级）［39］。不同级

别表示不同难度，每一资格级别依据学习量又分

为认证（Award）、证书（Certificate）和文凭（Diplo-

ma）三类［40］。学前教育从业者在确定某一具体分

支后，即可沿着该专业方向持续学习。在这个过

程中，前一阶段的学习是后一阶段的良好基础，

其学历和能力逐步更新和完善［41］。逐级递升的

阶梯式资格证书体系为幼儿教师构建了系统连

贯的发展阶梯和充分衔接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从

精神上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

提升能力，以稳固其专业水平。

（三）保健与激励的有机整合

根据赫兹伯格的最初定义，工资薪酬属于保

健因素。但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和更新，现

代意义上的薪酬，不仅具备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

意义，“工作上的被认可、责任和成就感以及发展

晋升的可能性”等激励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在薪酬

制度中得以实现［42］。也就是说，当前健全的薪酬

结构兼具保健和激励的双重功能［43-44］。因此，那

些有机整合保健与激励的因素，更值得被关注。

英国在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实践中，通过津

贴、奖金和在职进修与晋级加薪相挂钩的制度实

现物质与精神双重激励。

在英国，参加脱产进修的教师可带全薪学

习，同时享有鼓励教师在职进修的专门津贴，参

与并修完一年制长期在职进修课程的幼儿教师，

其工资待遇会比没有参加此类课程的幼儿教师

高出4%~5%。随后，英国政府还设立在职训练课

程 奖 励 金（Award- Bearing in- Service Training

Courses），支持教师在职培训发展［15］。英国教育

与就业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

ment，简称DFEE）宣布，参与“研究生教育证书课

程”的全体人员在学习期间将收获全年6000英镑

的培训工资；参与“毕业生和注册教师课程”的在

职教师，学习期间将享有13000英镑的培训工资

和4000英镑的培训补贴［17］；此外，英国政府明文

规定，没有进修就没有升薪的机会，推行在职培

训与晋级加薪相挂钩的制度。在职幼儿教师进

修合格，取得更高一水平的证书，薪资也能得到

相应的晋升。幼儿教师的资格水平在薪酬体系

中通过不同的薪资水平得到承认［45］。将参加在

职进修与教师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最大程度激发

了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对激励我国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启示

双因素理论强调，若环境、条件等外部因素

无法满足幼儿教师的基本需要，必然会带来不

满、倦怠；而工作本身所带来的认可、成就及发展

等因素的缺失，会严重削弱其动机。因此，激励

幼儿教师持续学习，两大因素都不可或缺。

（一）健全保健因素，保障幼儿教师持续学习

的外部环境

首先，国家应保障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物质

基础。具体来说，一方面，国家及各级政府应结

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明确而具体的最低工资标

准，落实农村偏远地区幼儿教师基本工资和薪酬

福利，满足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政

府应逐步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确保幼儿教师

继续教育、专业成长的经常性经费比例逐年增

加，并设立幼儿教师持续学习的专项经费，从而

奠定坚实的资金支持。

其次，幼儿园应创设有利途径，搭建发展平

台，营造利于幼儿教师自主、持续学习的环境。

研究表明，影响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外部因素

都与幼儿园管理制度直接相关［46］。因此，应完善

幼儿园管理机制，合理安排幼儿教师的工作内容

和时间，避免“工学矛盾”；积极开展园内幼儿教

师的自主研修和学习分享，举办专家报告会和同

行交流会，鼓励不同阶段的幼儿教师参与培训、

进修；此外，构建专业发展取向下的幼儿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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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共同体，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合作发展，将幼儿教师的自我反思、同伴互助和

专家引领有机结合。

最后，培训院校应优化对幼儿教师受训情况

的监督和管理，规范考核标准，确保幼儿教师学

有所得。传统的培训考核主要关注外在、形式化

的教师出勤情况、课时完成情况、作业表现及培

训结束时的考试成绩等，忽视了对幼儿教师的发

展性评价。因此，培训院校应针对不同阶段、不

同水平的幼儿教师，设置具体考核标准，达到理

论及实践的双重标准才准予结业。此外，还应建

立培训机构与幼儿园共同合作监管的评价体系，

以幼儿教师受训后的具体教学表现为指标，对幼

儿教师的学习表现及效果展开监督管理。

（二）完善激励因素，激发幼儿教师持续学习

的内在动机

首先，大力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一方

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幼儿教师的社会权

利。如增加幼儿教师参政议政的机会，提高幼儿

教师专业自主意识，完善落实幼儿教师社会保障

和服务政策等。另一方面，应严格规范幼儿教师

持证上岗，逐步提升幼儿教师的准入门槛，发展

幼儿教师的在职教育，实现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的优化和提升。

其次，强化幼儿教师专业认同。幼儿教师专

业认同的培养应伴随其职业生涯的始终，职前、

入职和在职各阶段的教育必须系统连贯、协同一

致。职前教育阶段，高校应开设针对性的课程，

并加强对学前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和解读，

针对不同培养层次的学前师范生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入职教育阶段，幼儿园应为新手教师安排

指导教师，帮助其适应教师角色，并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的支持作用，感受工作所带来的成就和快

乐；在职教育阶段，应引导幼儿教师不断完善个

人职业发展规划，创新激励制度，鼓励专业发展，

体验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进一步深化其认同感和

责任感。

最后，设置充分的职业发展空间。教师的专

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处于不同阶段的教师

的能力和目标有所差别。幼儿教师职业生涯是

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也应是一个不断学

习、接受教育的连续过程。因此，应依据幼儿教

师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职位、职务及工作，开

发逐级递升的职业发展阶梯。可将幼儿园的工

作、幼儿教师的个人情况及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涯

不同阶段的特征有机整合，以此作为标准安排不

同的职务和工作，设计充分而畅通的职业发展空

间，激发幼儿教师学习、晋升的热情。

（三）构建兼具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工资

与奖励机制

绩效工资既是保健因素，又是激励因素，保

障和激励幼儿教师持续学习应构建绩效工资制

度。具体来说，绩效工资包含基础性绩效工资和

奖励性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按照统一标

准落实；奖励性绩效工资在核定比例内“先切块、

再分配”，并按照一定比例，重点向有突出成就的

在职幼儿教师倾斜［47］。幼儿园可依据幼儿教师

的专业能力和学习效果自主核定发放，打破职

称、职务、教龄等限制，对主动学习、热爱学习，不

断实现专业成长的幼儿教师予以奖励性绩效工

资。此外，还应构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奖励机

制。通过将幼儿教师的学习量、学习效果与岗位

内的晋升、发展有机联系，以职称评定、工资晋

升、职务提升等措施激励幼儿教师热情主动地开

展学习，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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