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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发展现状研究
———以山东省１７地市农村幼儿教师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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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师资水平是影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以山东省１７地市１４６７名农村幼儿教师
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分析了学前师资队伍的结构、待遇、资质、专业发展、外在支持、工作满意度等现状，提

出了加强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针对性建议：完善政策，提高农村幼师的待遇和资质；多渠道补充师资，构

建合理的师幼比；加大培训力度，构建支持系统；强化内功，提升农村幼师专业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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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１０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要“重点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

及程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教育

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均

把农村学前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随

着第一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我国

农村学前教育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规

模、办园条件，还是幼儿入园率、师资数量等均

有较大改善，但整体而言师资队伍专业素质偏

低等问题却没有根本改观，成为制约农村学前

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的“瓶颈”。显然，发展农村

学前教育、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之根本，在于

农村幼儿园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

师队伍。因此，在即将开启新的行动计划之际，

对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发展状况进行系

统、全面的考察，探明其结构、待遇、资质、专业

发展、支持系统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政府及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更加适切的决策提供客观的

事实依据，十分必要而迫切，对提高农村学前教

育整体质量亦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实施

（一）研究方法

基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参考相关文

献②，自编 “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现状调查问

卷”。问卷主要从农村学前教师基本状况、待

遇、资质、专业发展（专业认识、专业规划、专业

情感、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外在支

持以及工作满意度６个方面进行设计，共计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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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题目，以封闭式为主、开放式为辅。问卷主要

采用利克特５点计分法，得分越低表明专业发
展越好。为深化问卷调查，还采用了访谈法，此

法主要针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设计，形成了包

括６个题目的访谈提纲。
（二）研究实施

问卷及访谈提纲编制后，先在济南、威海、

济宁、临沂等地幼儿园进行了试测，经修订完善

后正式施测。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从农

村学前教师中抽取调查对象，覆盖山东省１７地
市，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６７
份，回收有效率９７．８０％。其中，发达地区５０９
人，比较发达地区５２８人，欠发达地区４３０人，
样本分布均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配合开展

５０例深度访谈，其中包括２４名幼儿园转岗教
师。最后，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录入与
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调查发现，农村学前教师中，男性占

３８０％，女性占９６２０％，女性教师占居绝对优
势。从年龄分布看，３０岁以下占３９９０％，３１—
４０岁占３３３０％，４１岁以上２６８０％，说明农村
学前教师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且趋向年轻化。

教龄在５年以下的教师占４５３０％，６－１０年占
２０２０％，１１—１５年占 １１２％，１６年及以上占
２３３０％。表明近半数教师处于教学经验相对
缺乏阶段，这与近４０％的教师属于３０岁以下
的情况相一致（见表１）。

调查发现，幼儿园班级的师幼比呈严重不

合理状况，师幼比在 １：７－９及以下的仅占
１３０％，师幼比在 １：１４以上的高达 ８１４０％。
这样的比例分布显著高于国家２０１３年１月颁布
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所规定的全

日制幼儿园１：７－９的合理师幼比（见表１）。
在幼儿园班级人员配备上，一教一保者占

３６００％，两教无保者占４４９０％，两教一保者仅
占１６８０％，三教一保者占２３０％（班额大，超过
８０名的班级）。说明目前农村幼儿园班级主要

以两教和一教一保两种人员配备方式为主。

（二）待遇状况

在待遇上，教师月工资在１０００元以下者占
１２７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占 ３６３０％，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元 占 １４９０％，２０００元 以 下 合 计 占
６３９０％，２０００元以上仅占３６２０％。说明农村
幼儿教师整体工资偏低，远低于当地平均收入

１８倍的要求。在保险上，６０７０％具有保险，
大多数为三险，具有五险一金者很少，但

３９３０％的教师没有保险。在待遇满意度上，不
满意者占 ４０１０％，其中非常不满意者占
１１３０％，满意者占 ２７１０％，非常满意者仅占
４３０％，认为一般者占 ３２９０％。这表明大多
数农村幼儿教师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见表

２）。研究还表明，不同发达程度地区之间工资
待遇差异显著（Ｆ＝９９３，Ｐ＜０００１），发达、较
发达地区的工资待遇高于欠发达地区。

通过月工资与编制的方差分析发现，不同

编制教师之间月工资差异显著（Ｆ＝８１５６００，Ｐ
＜０００１），正式编制教师的月工资显著高于合
同制教师和无编制教师的月工资；通过月工资

与学历的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教师之间月

工资差异显著（Ｆ＝１６８２５５，Ｐ＜０００１），高学
历教师的月工资显著高于低学历教师的月工

资；通过月工资与专业的方差分析发现，不同专

业教师之间月工资差异显著（Ｆ＝２０５０８４，Ｐ＜
０００１），师范类专业教师月工资高于非师范类
专业教师月工资；通过月工资与教师资格证的

方差分析发现，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之

间月工资差异显著（Ｆ＝３７４１，Ｐ＜０００１），获
得教师资格证书教师的月工资显著高于未获得

教师资格证书教师的月工资；通过转岗与否与

月工资的方差分析发现，转岗教师与非转岗教

师之间月工资差异显著（Ｆ＝１４８０３，Ｐ＜
０００１），转岗教师的月工资显著高于非转岗教
师的月工资。

（三）资质状况

调查发现，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占

５４０％，中专占 ２１００％，大专以上占 ７３６０％
（大专占４７３０％，本科占２６３０％），说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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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教师学历层次有所提升 。其原因可

能与近年来幼师中专大幅减少、幼儿教师趋向

年轻化有关，也与农村幼儿教师入职后在职函

授、自学考试、电大等成人学历有关，还与转岗教

师和非师范类毕业教师的加入有关（见表３）。
通过访谈得知，由于转岗教师的加入，农村

学前教师师范类其他专业和非师范类专业的比

重较高。问卷发现，学前教师中所学专业为师

范类学前教育专业者占 ５０７０％，师范类其他
专业与非师范类专业占 ４９３０％，说明近半农
村幼儿教师不具有学前教育的专业学术背景

（见表 ３）。调查表明，有教师资格证的占
７００１％，其中拥有其他（小学或中学）教师资
格证的人数占 ２４６８％，拥有幼儿园教师资格
证的仅占４５３３％，说明目前农村学前教师具
有合格幼儿教师资格的比例偏低（见图１）。在
职称上，农村幼儿教师中获得职称的占

３７４０％，比例偏低；获得正式编制的教师占
３８００％，合同编占２１％，无编者多达４１％（见
图２）。

表１　农村学前教师基本情况（单位：％）

年龄 教龄 师幼比

２５岁及以下 １５９０ ５年以下 ４５３０ １：７以下 ０１０
２６－３０岁 ２４００ ６－１０年 ２０２０ １：７－９ １２０
３１－３５岁 １７１０ １１－１５年 １１２０ １：９－１４ １７４０
３６－４０岁 １６２０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３３０ １：１４以上 ８１４０
４１岁及以上 ２６８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表２　农村学前教师待遇情况（单位：％）
月工资 保险 待遇满意度 班级人员配备

１０００元以下 １２７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 ３６３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１４９０
２０００元以上 ３６２０

是 ６０７０

否 ３９３０

非常满意 ４３０ 一教一保 ３６００
满意 ２２８０ 两教无保 ４４９０
一般 ３２９０ 两教一保 １６８０
不满意 ２８８０ 三教一保 ２３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非常不满意 １１３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表３　农村学前教师资质情况（单位：％）
学历 专业 职称

初中级以下 １５０
高中 ３９０
中专 ２１００
大专 ４７３０

本科 ２６３０

师范类学前

教育专业
５０７０ 无 ６２６０

师范类其

他专业
２９１０ 有 ３７４０

非师范

类专业
２０２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四）专业发展状况

图１　农村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情况

图２　农村学前教育教师编制情况

１专业认识与专业规划。在对幼儿教师
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认识排名上，在我们设定

的５个等级中，“具有高尚职业道德”位于第一
等级的百分比最大，为７５５８％；“理解与尊重
幼儿”位于第二等级的百分比最大，为

５９１０％；“善于运用学前心理学、教育学等理
论进行教育教学”位于第三等级的百分比最

大，占 ４１２１％；“善于与幼儿、家长、同事沟
通”位于第四等级的百分比最大，占４１０６％；
而“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位于第

五等级的百分比最大，为５２７０％，位列最后。
这说明大多数农村幼儿教师已经认识到高尚的

师德是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首要专业素养，理

解与尊重幼儿、运用学前教育理论指导实践等

专业认识与理念已得到农村幼儿教师的普遍认

同，但他们的反思意识却普遍缺失。

在对幼儿教育的专业性认识上，８８４０％的
教师认为比较强或非常强，认为一般或不太强

的占１３６０％。在自己专业发展的满意度上，
有４７７０％的教师选择满意（其中５９０％为非
常满意），４４１０％选择一般，８２０％选择不满
意。在回答“是否愿意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

时，５４９０％的教师选择非常愿意，４２７０％的教
师选择愿意，两者合计高达９７６０％。在专业
发展规划方面，６０４０％的教师具有明确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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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其中非常明确的占１４１０％），专业
规划不明显或不明确的占 ３９６０％（见表 ４）。
说明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意愿和诉求普

遍高涨，半数偏多的教师具有明确的专业发展

规划，但有近四成教师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没有

十分明显或明确的专业规划（见表４）。通过转
岗与否的专业发展状况的方差分析发现，转岗

教师与非转岗教师在专业认识（即专业发展诉

求）（Ｆ＝３６４６，Ｐ＜００５）和专业规划方面（Ｆ＝
５９２５，Ｐ＜００５）差异显著，且转岗教师的专业
发展诉求和专业规划均高于非转岗教师，这与

转岗幼师的学历层次和背景有关。

在寻求个人专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上，排名

第一的选项中，３４９０％的教师选择“增进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２４３０％选择“让幼儿获得
良好的发展”；１１００％选择“个人修养的完
善”，１０８０％选择“了解现代教育理论与实
践”，８３０％选择“晋级加薪”。说明当前农村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比较多元，少部分教

师能够把增强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作为最直接

动力，但是很少把让幼儿获得良好发展作为自

己的专业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从而容易导致教

师对其专业发展的终极目的认识上忽视幼儿发

展维度。

表４　农村学前教师专业认识和规划情况（单位：％）
满意度 专业意愿 专业规划

非常满意 ５９０ 非常愿意 ５４９０ 非常明确 １４１０
满意 ４１８０ 愿意 ４２７０ 明确 ４６３０
一般 ４４１０ 一般 １６０ 一般 ２７５０
不满意 ７００ 不愿意 ０６０ 不明确 １０５０

非常不满意 １２０ 非常不愿意 ０１０ 非常不明确 １６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２专业情感与专业理念。师德方面，在回
答“在您看来，您周围的农村幼儿教师的师德

总体水平怎样”时，选择高的占５１７０％（其中，
非常高占８５０％），选择一般者占４０５０％，选
择不高和非常低者占７９０％。在回答“您周围
的农村幼儿教师是否存在对幼儿的不尊重、讽

刺、挖苦，甚至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现

象”时，认为没有的占３３１０％，认为很少的占
２８１０％，认为一般者占 １９００％，认为比较多
或非 常 多 者 占 １９９０％ （其 中 非 常 多 占

１３９０％），后四项合计达 ６６９０％。说明这些
不良现象虽不严重，但却不同程度存在着。经

深度访谈教师发现，这与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

“黄金棍下出好人”、这样做不表明师德不高的

教育文化观有关。经检验，师德与不善待幼儿

现象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００７（ｐ＜００５），说明
教师师德越高，不善待幼儿现象则越少。

在职业角色与专业认同、职业喜爱度、工作

热情和精力投入几方面，感到自豪者占

６７４０％，感到一般甚至自卑者占 ３２６０％，喜
欢者占 ８３４０％，投入较多热情和精力的占
９４６０％。说明当前大多数农村幼儿教师对自
己所从事职业的情感和态度是积极的。但是，

在回答“如果有机会调动工作，您愿意吗”时，

有 ４０２０％的选择愿意或非常愿意，只有
３３６０％的选择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５８００％
的教师从没有或偶尔有职业倦怠，有时有、经常

有、总是有的合计占４１１０％。由此可见，尽管
农村幼儿教师大多数认同、喜爱自己的职业，在

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但是却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并且有四成教师只要

有机会是愿意调动工作的（见表５）。
在专业理念方面，对《纲要》和《指南》所倡

导的教育理念，５７３０％认为比较熟悉，１９４０％
认为非常熟悉，２１３０％认为一般或不熟悉；在
幼儿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属上，８０９０％的教师选
择“幼儿发展”。在幼儿园教学方式的选择排序

上，选择游戏最高，占８４１０％，选择探索学习占
７５４０％，选择合作学习占７０８０％，选择传授学
习者占 ３２７０％，选择书本学习者占 ２４７０％。
说明农村幼儿教师对游戏、探索学习、合作学习

这些专业新理念高度认可，但是也有小部分教师

保留有传授式、小学书本式学习观念。

在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时教师主要考虑的

因素上，７６１０％的教师选择幼儿的经验，
９５０％选择教师的能力，８００％选择教师的经
验。对幼儿的差异性表现，９３２０％认为应该高
度重视。对于以整合理念为核心的幼儿园单元

主题教育，８６６０％（３１００％非常赞同，５５６０％
比较赞同）的教师持赞同态度。以上分析可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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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村学前教师专业情感状况（单位：％）

职业认同 喜欢程度 投入精力 调动意愿 职业倦怠

非常自豪 ３２８０ 非常喜欢 ４０４０ 非常多 ５３７０ 非常不愿意 １９０ 从没有 １５５０
比较自豪 ３４６０ 比较喜欢 ４３００ 比较多 ４０９０ 不愿意 ３１６０ 偶尔有 ４２５０
一般 ２７８０ 一般 １４７０ 一般 ５１０ 无所谓 ２６３０ 有时有 ３２９０

有点自卑 ３５０ 较不喜欢 １１０ 不多 ０３０ 愿意 ３６１０ 经常有 ８２０
非常自卑 １３０ 非常不喜欢 ０７０ 从不投入 ０００ 非常愿意 ４１０ 总是有 ０９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见，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理念整体上处于较好

状态。

３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
在专业知识方面，在六个备选项中教师认

为自己具备的专业知识的强弱排序是：幼儿保

育与教育知识占 ４５１０％，幼儿发展知识占
３５４０％，教育理论知识占１５５０％。在教师认
为自己最欠缺的专业知识上，排名第一的是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占３６００％；其次是自然科
学知识，占２３５０％，第三是教育科学知识，占
１５９０％。６４４０％的教师认为自己具有较好的
五大领域的教学专业知识，但也有 ３５６０％的
教师选择一般及以下（见图３）。在五大领域教
学知识中，教师认为最为欠缺的依次排序是：艺

术领域（４３１０％）、科学领域（３５４０％）、社会
领 域 （１２９０％）、健 康 （５２０％）、语 言
（３３０％）。可见，相当部分农村幼儿教师五大
领域教学中缺失艺术、科学、社会领域的教学知

识（见图３）。经检验，教师欠缺的人文、社会科
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其欠缺的艺术、科学以

及社会的领域（学科）教学知识与能力之间的

相关系数ｒ＝００６（ｐ＜００５），二者呈显著正相
关，充分说明教师的学科知识与通识性知识的结

构会直接影响其学科和领域教学知识与能力。

在“幼儿园应急预案知识”和“对观察、谈话、记

录等了解幼儿的基本方法的了解和掌握”上，分

别有７９５０％（非常充分占２５６０％，比较充分占
５３９０％）和６８９０％（非常充分占１３８０％，比较
充分占５５１０％）的教师认为自己较好。

在专业能力上，教师认为自己具备的专业

能力的强弱排序中，位于前四的依次是：合理安

排和组织一日生活，占４１１０％；环境创设与利
用，占１７５０％；教育活动计划与实施能力，占
１５１０％；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能力，占

１３２０％。在教师认为自己最欠缺的能力排序
中，教科研能力占４５８０％，位列第一；音体美
等技能占３０００％；反思与发展能力占８２０％；
环境的创设与利用能力占 ５９０％（见图 ４）。
７９１０％的教师认为自己具有较强的与家长沟
通的能力，８５００％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较好关
注幼儿日常表现，发现幼儿点滴进步并加以鼓

励。尽管７６８０％的教师能够把游戏作为最主
要的教学形式，但是在鼓励幼儿自主游戏，支持

其主动、创造性地开展游戏让幼儿充分体验游

戏的快乐和满足上，３５１０％的教师认为自己欠
缺。在回答“在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您

能否提供更多的操作探索、交流合作、表达表现

的机会，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

方式”时，２６６０％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力不足。
７０９０％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没公开发表过任何
教科研成果。经检验，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教

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差异显著（Ｆ＝６４７，Ｐ＜
００１），地区发达程度越高，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能力越强。

图３　农村学前教育教师所欠缺的领域知识情况

图４　农村学前教育教师欠缺的专业能力情况

４专业发展各要素关系
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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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ｗｉｌｋｓ’ｌａｍｂｄａ＝０２３，经Ｇｒｅｅｎ
!

ｈｏｕｓｅ校正
后的Ｆ＝６６４７７（Ｐ＜０００１），表明专业发展各
要素得分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事后检验表

明，六个要素两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ｓ＜０００１），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专业理念、
专业认识、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情感、专业

规划。由该结果可知，在专业发展各要素中，农

村幼儿教师的专业理念发展最好，其他依次为

专业认识、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情感，最差

的是专业规划（见图５）。
相关分析表明，专业发展各要素之间均呈

显著的正相关（ｐｓ＜０００１），专业理念发展好
的，专业认识、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情感、

专业规划发展都较好（见表６）。
５教师学历与专业发展
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专业情感外，不同学

历的教师在专业发展各要素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总体趋势是学历越高，专业发展越好（见

表７）。

图５　专业发展内部六要素的平均数

表６　专业发展内部六要素的相关

专业理念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专业认识 专业情感 专业发展规划

专业理念 １
专业知识 ３９６ １
专业能力 ４５１ ６５９ １
专业认识 ２７２ ４０２ ４０２ １
专业情感 ２５２ ４２８ ３７２ ４２１ １

专业发展规划 １９５ ４４６ ４１７ ４５５ ３５５ １

　　注：在０５水平上显著，在 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７　不同学历教师专业发展各要素的差异

专业发展 Ｆ值 事后比较

专业理念 ８５１
大专 ＜中专及以下，本科及以

上＜中专及以下

专业知识 ４１７ 大专＜中专及以下

专业能力 ８２８
大专 ＜中专及以下，大专 ＜本

科及以上

专业认识 ９６３
大专 ＜中专及以下，本科及以

上＜中专及以下

专业情感 ２３５ 无显著差异

专业发展规划 ４６５
大专 ＜中专及以下，本科及以

上＜中专及以下

　　注：在０５水平上显著，在 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五）外在支持

通过专业发展状况与外在支持的相关分

析，发现专业发展状况与外在支持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具体来说，专业理念和师德与外在

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Ｆ＝０３２２，Ｐ＜
００１），专业知识与外在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Ｆ＝０２３６，Ｐ＜００１），专业能力与外在支持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Ｆ＝０２１５，Ｐ＜００１）。

教师在回答提高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有

效途径上，选择培训的占５３３０％，排第一，外出
参观占 ２２２０％，园本教研占 １２２０％，观摩和
参与比赛占９１０％。在最希望的培训项目中，
５９５０％的教师选择了到优秀幼儿园顶岗实践。
说明教师普遍认可培训对其专业发展的价值。

那么，教师得到培训的机会怎样呢？调查显示，

近三年，有 ２０９０％的教师从没有培训机会，
３９７０％的教师每年只有一次培训机会，
１３９０％每年有 ２－３次培训机会。５７７０％的
教师认为，自己的培训愿望和要求不能得到有

力的经费支持（见表８）。
（六）工作满意度

在农村幼儿教师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度排

序上，依次为：工资待遇、编制、专业发展、职称、

专业培训、保险、其他。其中，工资待遇位居第

一，占 ４１１０％，远远高出其余选项（见图 ６）。
值得关注的是，保险虽然位列第六，但并不能说

明农村幼儿教师保险问题已经解决。通过访谈

得知，由于待遇低，他们普遍缺乏保险意识，很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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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农村学前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在支持条件分析（单位：％）
对培训的重要

性的认识

三年来参加

培训的次数

未能参加培

训的原因

是否得到

经费支持

专业提高的

有效途径

非常重要 ７４００ ５次以上 １０６０ 缺乏经费 １１２０ 总是 ２０７０ 培训 ５３３０
重要 ２４２０ ４－５次 １２９０ 工作繁忙 １６３０ 经常 ２１５０ 外出参观 ２２２０
一般 １５０ ３－４次 １３９０ 园长不支持 １００ 有时 ２２５０ 园本教研 １２２０
不重要 ０１０ １－２次 ３９７０ 缺乏机会 ６１２ 偶尔 １４３０ 观摩和参与比赛 ９１０

非常不重要 ０２０ 从没有 ２２９０ 其他 １０３０ 从没有 ２０９０ 阅读专业报刊、书籍 ３２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多教师认为每个月能够按时领到工资已相当满

足。

图６　农村学前教师工作中的不满意度情况（单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农村幼儿教师年龄结构总体比较合理，
整体趋于年轻化，且女性占绝大多数；班级教师

以两教无保和一教一保为主，班额偏大，师幼比

严重不合理；教师月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绝大多

数在２０００元以下，远低于当地平均收入１８倍
的要求；近四成教师没有保险，即使有，大多数

仅为三险，教师的待遇成为教师对工作满意度

最低、意见最大的一项。但是，调查发现，教师

的工资待遇与学历、专业、资格证获取、职称和

编制之间差异显著，高学历、师范类专业、拥有

教师资格证和职称、编制的教师，其工资待遇普

遍高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师。

２在资质状况上，当前农村幼儿教师学历
层次有了较大提升，多数为专科及以上学历，以

专科学历为主。由于转岗教师的加入，师范类

其他专业和非师范类专业比例很高，且拥有学

前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偏低，不到总数一半，大

多数教师无编制和职称。

３大多数农村幼儿教师已经认识到高尚
的师德是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第一专业素养，

理解与尊重幼儿、运用学前教育理论指导实践

等专业认识与理念已得到农村幼儿教师的普遍

认同。但他们的反思意识却普遍缺失。

４大多数农村幼儿教师对学前教育的专
业性高度认同和热爱，他们的专业发展意愿和

诉求普遍高涨，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

力，但是其专业规划意识较为淡薄。由于待遇

低、压力大，很多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

怠，有四成教师只要有机会是愿意调动工作的。

５多数农村幼儿教师在专业理念上总体
较好，表现在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时能够主要

考虑幼儿的经验，对游戏、探索学习、合作学习

这些专业新理念高度认可，但是也有部分教师

不同程度存在着传授式教学、小学化观念。

６农村幼儿教师具备较为充分的保育与
教育知识和幼儿发展知识，但是普遍缺失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教育科学知

识，从而导致他们幼儿园五大知识领域中艺术、

科学以及社会三个领域教学知识和能力的欠

缺。

７农村幼儿教师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能力
主要有：合理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环境创设与

利用、教育活动计划与实施能力、与家长沟通的

能力等，但是在鼓励与支持幼儿自主游戏、为幼

儿提供适宜的操作探索与交流合作以及表达表

现、灵活运用教育方法、教科研以和反思批判等

能力方面普遍不足。

８在专业发展各要素中，农村学前教师的
专业理念是最好的，其他依次为专业认识、专业

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情感，最差的是专业规划。

专业发展各要素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专

业理念发展好的，专业认识、专业能力、专业知

识、专业情感、专业规划发展都较好。

９专业发展状况与外在支持之间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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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具体来说，专业理念和师德、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均与外在支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

１０农村幼儿教师普遍高度肯定培训、外
出参观、园本教研、观摩和参与比赛、到优质幼

儿园顶岗实践等形式对其专业发展的价值。但

是，这些愿望和要求却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或

经费的有力支持，培训机会严重不足。

（二）建议

１完善政策，提高农村幼师的待遇和资
质。本调查表明，待遇过低，编制、职称缺失已

成为当前农村幼儿教师对其职业满意度最低的

一项。即使这样，他们大都表现出积极的工作

态度和强烈的专业发展诉求，对孩子、对工作投

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

的。政府应制定相关法规，完善相关政策，继续

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增加编

制，制定农村幼儿园尤其是非公办园教师的最

低工资标准以及财政补贴制度，建立完善的农

村非编、非公办园学前教师保险制度，保障五险

一金的落实，尽早实现同工同酬。严格教师资

格，尤其是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落实其职

称评定制度，稳定现有教师队伍，吸引更多的高

学历优秀人才加入到农村学前教师队伍。

２．多渠道补充师资，构建合理的师幼比。
本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幼儿教师严重短缺，远远

不能满足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尤其

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幼儿园，班额太大，一教无

保、一教一保、两教无保的现象十分普遍，师幼

比严重失衡，从而直接导致教师工作压力超大、

小学化倾向加剧，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加之教师

待遇过低，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倦怠。因此，应尽

快多渠道补充师资，减少班额，配备两教一保，

构建合理的师幼比。

３．加大培训力度，构建支持系统。本研究
表明，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整体偏低，

已成为制约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一大“瓶颈”。

但是，他们对学前教育的专业性高度认同和热

爱，而且对自己目前的专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不满意，进一步发展自身专业性的愿望十

分迫切。他们普遍高度肯定培训、外出参观、园

本教研、观摩和参与比赛等形式对其专业发展

的价值，但由于经费缺失、工作繁忙、机会不公

等原因，其诉求普遍难以实现。

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职能，构建

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完善师资质量保障机制。

针对突出问题，出台切实举措，尽快提升农村幼

儿教师整体专业水平。重视教师职后培训，进

一步将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优先纳入各级政府

教师整体培训体系，建立培训经费保障机制，加

强培训机构建设，公平公正地为每一位教师提

供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专业培训机会，如

专家讲座、远程培训、外出参观，等等。

４．强化内功，提升农村幼师专业水平。农
村幼儿园领导应明确发展思路，保障教师合法

权益，尽力为教师争取待遇、编制；高度重视教

师专业发展，积极为本园教师创造培训进修、观

摩参赛、到优秀幼儿园顶岗锻炼、园本研讨等机

会；为教师购买专业书籍报刊，提供网络通讯技

术；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尽快

改善农村幼儿教师普遍存在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不足的现状，尤其是艺术、科学、社会等领域教

育教学知识与能力；鼓励与支持幼儿自主游戏

的能力；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操作探索、交流合

作、表达表现的能力；灵活运用教育方法的能

力；教科研能力以及反思批判能力等。

农村幼儿教师自身应该加强学习的主动性

与自觉性，确定自我专业提升的优先顺序，切实

提高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意识和能力，利用网

络、书籍、报刊杂志等途径，丰富自然、人文、社

科知识等学科知识和通识性知识，强化教育理

论知识，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教育实践

中积极践行，注重反思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尽快

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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