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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职业生活是教育领域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影响其职业生活状态，进而关系幼儿园

保育教育质量。基于山东、陕西两省2521份匿名问卷数据研究分析，发现两省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自评较高，幼儿

园教师在工作内容、工作待遇、职业发展和工作条件四个维面上总体较为满意，但在职业发展和工作待遇维面的感知质量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有关维面在教龄、学历、婚姻状况、住房情况等自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或差异。为进一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

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应改善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待遇，重视其成长激励；改善幼师的住房状况，给予其多一些关爱，缓解其后顾之

忧；幼儿园可以实施生涯管理，做好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与指导；尊重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规律，帮助其积极应对职业倦怠

和“高原现象”；积极改善和提升高学历幼师的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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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Research on Perceived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Life—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Shandong and Shaanxi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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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professional life is a research topic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kin⁃
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life affects the state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fe, which in turn relates to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care
and education. Based on 2,521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 from Shandong and Shaanxi provinc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self-assessment of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fe was high,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re generally more sat⁃
isfied wit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job content, job treatment, career develop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job treatmen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r discrepancies in
the relevant dimensions on independent variables such as teaching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and housing situation. In order to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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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 improve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life, we should improve kindergarten teachers’work treat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growth incentives; improve kindergarten teachers’housing situation, give them more care and relieve their
worries; kindergartens can implement career management and do a good job of training and guidance for teachers’career planning; re⁃
spect the law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m to positively cope with job burnout and the“plateau
phenomenon”; actively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professional life of highly educat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Key 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perceived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life; survey research

一、问题提出

国际上关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国，

相关学者认为考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不仅涉及到

人们的生活处境，也应包括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

受［1］，如德国的生活质量概念，就是主观指标和客

观指标的结合，其主张要在不同生活领域中将客

观的生活条件和主观福利相结合。客观的生活

条件指那些可确定的生活状况，如物质生活、工

作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等；主观福利则涉

及到总体的和特定领域的生活条件的对比，包含

了认知界面和情感层面［2］。总体来看，人的主观

认知和感受是衡量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指

标维度和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伴随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出现

的是职业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简称

QWL，即“工作生活质量”或“劳动生活质量”）。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

日趋成熟的实践造就了职业生活质量概念的出

现。这一概念广泛运用到各种职业的讨论中，后

来逐渐从工商管理领域拓展到了教育领域，主要

关注教师对与工作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认知、评价

和感受。教师职业生活质量是指“教师在一定的

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以及工作

特性、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组织管理、职业晋升、

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

价”［3］，偏重个体主观感知和自我评价，所以又可

称“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已有研究表明，职

业生活（感知）质量对个人的健康水平、幸福感及

职业满意度等积极变量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性［4］，而对离职倾向等消极变量

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5］。

本研究将幼儿园教师（以下简称“幼师”）职业

生活各维度归纳为工作条件、工作内容、职业发

展和工作待遇四个维面，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则指幼师对自身工作生活整体状态以及工作条

件、工作内容、工作待遇、职业发展等方面的主观

认知、评价与感受，亦能折射其满意程度。目前，

关于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研究，整体上数量

偏少、研究对象取样不多。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

中，李红菊，孙利对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相

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目前国内教师职业生

活感知质量的基本现状，并且结合当前发展现状

对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研究进行了理论上和

实践上的展望［6］。但关于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现状描述”层面，比如，束

从敏、姚国荣在2004年对安徽省芜湖市100名幼

儿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幼儿教师职业生活感知质

量较低，存在工作繁琐、单调，因责任大而引起的

紧张、疲惫，以及不受尊重等方面的问题［7］。康松

玲等2008年对天津市10个规划区中的2所幼儿

园193位幼儿园保育教师和教养教师的职业生活

进行调查，发现天津市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总

体状况较低，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职业压力较大等方面［8］。这些研究揭示我国幼师

职业生活感知质量普遍较低，但由于样本数量有

限，其说服力和代表性有待更大样本数据实证调

查的检验。

现阶段，恰逢我国推进学前教育质量建设的

关键节点，而幼师是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关

键力量。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其中特

别强调“兴国必先强师”，到2035年要培养造就一

大批骨干教师、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幼师

作为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资源因素，其职业

生活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学前教育师资建

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亟需以较大规模的数据调

研考察我国幼师队伍职业生活样态，为政府机构

和幼儿园提供幼师职业发展的循证决策依据。

为此，本研究聚焦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自编

问卷，从山东、陕西两省进行大规模匿名取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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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问卷星平台开展网络匿名调查，以了解幼师职

业生活现状。而后，分析哪些因素指标会显著影

响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不同个人情况（年龄、

专业背景等）和从教信息（教龄、学历层次等）的

幼师在职业生活感知质量上有无差异，进而提出

提升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工具

（一）研究对象人口统计学变量频数分布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随机选取山东

和陕西两省幼儿园投放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

2521份。从性别看，男教师占2.78%，女教师占

97.22%；从年龄看，32岁以上占41.09%，24-27岁
表1 人口统计学变量频数分布

人口统计学
变量

性别

婚育

年龄

教龄

学历

专业

住房

类别

男

女

未婚

已婚未育

已婚已育

其他

20-23岁

24-27岁

28-31岁

32岁以上

1-2年

3-4年

5-6年

7年以上

中专（高中）以下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体音美等艺术教育

其他

自费在校外租房

校外租房，学校补助

园内教师宿舍

住在自购房屋

其他

人 数
（人）
70

2451

981

160

1368

12

452

671

362

1036

873

546

278

824

71

129

1329

975

17

2053

74

61

333

404

27

204

1600

286

百分比（%）

2.78

97.22

38.91

6.35

54.26

0.48

17.93

26.62

14.36

41.09

34.63

21.66

11.03

32.69

2.82

5.12

52.72

38.68

0.67

81.44

2.94

2.42

13.21

16.03

1.07

8.09

63.47

11.34

占26.62%，20-23岁和28-31岁分别占17.93%和

14.36%；从学历看，中专及以下学历占比7.94%，

大专占52.72%，本科学历占38.68%，硕士研究生

学历占比0.67%；从教龄看，1-2年占34.63%，3-4

年 占 21.66% ，5- 6 年 占 11.03% ，7 年 以 上 占

32.69%；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已育占54.26%，未婚

占38.91%，已婚未育占6.35%，其他婚姻状况占

0.48%；从专业背景看，学前教育专业占81.44%，

小学教育和体音美等艺术教育专业分别占

2.94%、2.42%，其他专业占13.21%；从住房情况

看，自费在校外租房的占16.03%，学校补贴部分

租金、在校外租房的占1.07%，居住教师宿舍的占

8.09%，住在自购房屋的占63.47%，其他住房状况

的占11.34%（见表1）。样本分布基本符合当前两

省幼师队伍结构特点。

（二）研究工具与信效度检验

因问卷仅能提供陈述数据，无法对数据背后的

原因做出回答，故本研究以问卷法为主，辅以访谈，

在山东、陕西两省样本园随机选择参加过问卷调查

的幼师，就四个指标维面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交

流，获取补充信息，以弥补问卷法的不足。问卷主

体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待遇、职业发展等

四个维面。工作条件维面主要包括环境氛围、办公

条件、餐饮质量、园本课程资源、教育硬件设施等；

工作内容维面主要包括幼师专业知识、能力素养、

专业自主、职业认同与归属感、同事支持、园本教研

等；职业发展维面主要包括领导重视程度、教师培

养、民主参与、教研培训、评优评先、发展机会等；工

作待遇维面主要包括工资水平、付出与回报、各种

福利、工作强度等。

为确保本问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能够

稳定地测量出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状况，使用社

会学统计软件SPSS 25.0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

信度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进行检验，问卷所有

量表题的克隆巴系数为0.937，工作内容维面克隆

巴赫系数为0.937，工作条件维面克隆巴赫系数为

0.930，工作待遇维面克隆巴赫系数为0.897，职业

发展维面克隆巴赫系数为0.928，表明问卷具有可

靠的信度，可以进一步开展效度分析。问卷的结构

效度使用因素分析法进行检验，总体KMO值为

0.974，工作条件维面KMO值为为0.934，工作内容

维面KMO值为0.955，职业发展维面KMO值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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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待遇维面KMO值为0.854，且p值均小于0.05，

即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三、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变量差异分析

（一）总体现状描述

样本的职业生活感知质量问卷题目总分均

值为200.93，标准差为30.773。通过配对样本t检

验，结果显示，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在工作条

件、工作内容、职业发展和工作待遇四个维面的

平均分和标准差为：工作条件（M = 4.530，SD =

0.734）>工作内容（M =4.527，SD = 0.594）>职业发

展（M = 4.191，SD =0.823）>工作待遇（M = 3.664，

SD =1.156）（见表2）。这反映幼师对职业生活整

体上比较满意，对工作条件最为满意，其次是工

作内容、职业发展和工作待遇。但相比较而言，

幼师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工作待遇方面还有更

高的期望空间。此外，除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

外，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 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各维度差异分析情况

检验变量

配对1

配对2

配对3

配对4

配对5

工作内容

工作待遇

工作内容

职业发展

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职业发展

工作条件

职业发展

工作待遇

均值

4.527

3.664

4.527

4.191

4.527

4.530

4.191

4.530

4.191

3.664

标准差

.594

1.156

.594

.823

.593

.734

.823

.734

.823

1.156

t值

43.633

30.847

-.252

-26.305

-32.070

显著性

.000***

<.001**

.801

<.001**

<.001**

注：* p<0.05，* *p<0.01，*** p<0.001

（二）各维面上的变量差异分析

经检验，被调查幼师在性别上严重失调，男

性教师极少，没有统计学意义，故不予考察性别

差异。另外，被调查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在

年龄、专业背景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或差异，

也不予报告。在教龄、学历、婚姻状况和住房情

况等四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或差异，下面作

简要分析。
表3 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各维面在教龄上的差异

检验变量

总分

工作条件

工作内容

职业发展

均值

标准差

F=3.163 P=.024*

事后比较A>B B>D B>C D>C

均值

标准差

F=2.461 P=.561

事后比较A>B A>C A>D B>C B>D C=D

均值

标准差

F=6.239 P＜.001***

事后比较B>A C>B C>D D>B

均值

标准差

F=4.847 P=.002**

1-2年（A）

202.92

32.04

4.57

.72

4.48

.64

4.26

.80

3-4年（B）

201.99

30.58

4.55

.75

4.50

.60

4.21

.81

5-6年（C）

198.40

30.92

4.49

.78

4.60

.62

4.13

.85

7年以上（D）

198.99

29.32

4.49

.71

4.53

.52

4.1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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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待遇

事后比较 A>B A>C A>D B>C B>D C>D

均值
标准差

F=42.659 P＜.001***
事后比较 A>B A>C A>D B>C C>D

3.93
1.07

3.80
1.10

3.47
1.15

3.4
1.18

注* p<0.05，* *p<0.01，*** p<0.001

1.教龄方面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在总分上教龄

为 1-2 年的和 3-4 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3-4年的与5-6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3-4年的与7年以上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5-6年的与7年以上的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教龄为1-2年的与5-6年的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1-2年的与7年以上的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1**）。教龄在工作条件维面上

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工作内容维面

上，教龄为1-2年的与3-4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1-2年的与5-6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3-4年的与5-6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5）。教龄为1-2年的与7年以上的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01***），3-4年的与7年以上

的存在差异（p<0.05*）。在职业发展维面上，教

龄为1-2年的与3-4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3-4 年的与 5-6 年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5-6年的与7年以上的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教龄为1-2年与7年以上的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01***），1-2年的与5-6年的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4年的与7年以上

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工作待遇维面

上，教龄为5-6年的与7年以上的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教龄为1-2年的与5-6年以及7

年以上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3-4年

的与5-6年以及7年以上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
表4 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各维面在学历上的差异

检验变量

总分

工作条件

工作内容

职业发展

工作待遇

均值

标准差

F=2.957 P=.019*

事后比较A>B A>C A>D A>E C>B C>D C>E B>D B>E D>E

均值

标准差

F=5.753 P＜.001***

事后比较A>B A>C A>D A>E B>D B>E C>D C>E D>E

均值

标准差

F=2.604 P=0.034*

事后比较C>A C>B C>D C>E D>A D>B D>E A=B A>E

均值

标准差

F=1.309 P=.264

事后比较 C>A C>B C>D C>E A>B A>D A>E B>D B>E D>E

均值

标准差

F=2.469 P=.043*

事后比较 A>B A>C A>D A>E B>C B>D B>E C>D C>E D>E

中专以下（A)

206.06

28.90

4.70

.53

4.48

.53

4.20

.81

4.06

.94

中专（B）

200.13

30.17

4.56

.72

4.48

.62

4.18

.82

3.70

1.08

大专（C）

202.18

30.96

4.57

.72

4.55

.59

4.21

.82

3.66

1.19

本科（D）

199.25

25.92

4.46

.76

4.50

.59

4.15

.83

3.64

1.12

硕士研究生（E）

184.88

30.78

4.06

.83

4.19

.45

3.9

.65

3.41

1.04

注：* p<0.05，* *p<0.01，*** p<0.001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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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历方面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在总分上学历背

景为中专以下的与中专、大专、本科的均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中专的与大专的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中专的与本科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中专以下的与硕士研究生的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大专的和本科、硕士研究生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在工作条件维面上中专

以下的与中专、大专、硕士研究生的均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大专的与硕士研究生的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学历背景为中专以下的与本科

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大专的与本科的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工作内容维面上中专

以下的与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均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中专的与大专、本科、硕士

研究生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大专的

与本科的、硕士研究生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本科的与硕士研究生的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学历背景在职业发展维面上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在工作待遇维面上，中专的与

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大专的与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均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本科的与硕士研究生的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学历背景为中专以下的与大

专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中专以下的与本

科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3.婚姻状况方面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5），婚姻状况在

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工作条

件和职业发展维面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在工作内容维面上，未婚的与已婚已育

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未婚的与已婚

未育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未婚的与

已婚未育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已

婚已育和已婚未育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1**）。在工作待遇维面上，已婚已育与已婚

未育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未婚的与已

婚未育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
表5 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各维面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

检验变量

总分

工作条件

工作内容

职业发展

工作待遇

均值

标准差

F=2.068 P=.102

事后比较 A>C A>B C>B

均值

标准差

F=1.764 P=.152

事后比较 C>A C>B A>B

均值

标准差

F=8.479 P＜.001***

事后比较A>B C>B C>A

均值

标准差

F=1.879 P=.131

事后比较A>B A>C C>B

均值

标准差

F=9.485 P＜.001***

事后比较A>B A>C B>C

未婚（A）

201.54

32.71

4.51

.77

4.47

.65

4.22

.82

3.82

1.12

已婚已育B

195.23

30.77

4.42

.77

4.40

.61

4.07

.88

3.58

1.10

已婚未育（C）

201.23

29.20

4.55

.70

4.58

.54

4.18

.81

3.56

1.18

注：*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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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房状况方面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在总分上自费

租房的和补贴租房的，补贴租房的和住在园内宿

舍的，补贴租房的和自购房屋的，住在园内宿舍

的和自购房屋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自费租房的和住在园内宿舍的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自费租房的和自购房屋的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1**）。在工作条件维面上，自费租

房的和补贴租房的，自费租房的与住在园内宿舍

的，补贴租房的与住在园内宿舍的，补贴租房的

与自购房屋的，住在园内宿舍的与自购房屋的均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自费租房的与自购

房屋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工作内容

维面上，自费租房的和补贴租房的、自费租房的

与住在园内宿舍的，补贴租房的与住在园内宿舍

的、补贴租房的与自购房屋的，住在园内宿舍的

与自购房屋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自

费租房的与自购房屋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在职业发展维面上自费租房的和补

贴租房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补贴租房

的和住在园内宿舍的，补贴租房的和自购房屋

的，住在园内宿舍的和自购房屋的均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自费租房的和自购房屋的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1**）。在工作待遇维面上自费

租房的和补贴租房的、自费租房的和自购房屋

的、补贴租房的和住在园内宿舍的，以及补贴租

房的和自购房屋的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自费租房的和住在园内宿舍的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1**），住在园内宿舍的和自购房屋

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表6 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各维面在住房状况上的差异

检验变量

总分

工作条件

工作内容

职业发展

工作待遇

均值

标准差

F=4.265 P=.002**

事后比较 C>D C>B C>A D>B D>A B>A

均值

标准差

F=4.189 P＜.001***

事后比较B>A B>C B>D C>A C>D D>A

均值

标准差

F=6.038 P＜.001***

事后比较 D>C D>A D>B C>A C>B A>B

均值

标准差

F=4.04 P=.003**

事后比较C>D C>A C>B D>A D>B A=B

均值

标准差

F=2.740 P=.027*

事后比较C>B C>D C>A B>D B>A D>A

自费租房（A）

195.82

31.73

4.40

.78

4.41

.63

4.05

.85

3.59

1.14

补贴租房（B）

197.33

24.84

4.58

.54

4.34

.58

4.05

.60

3.74

1.03

园内宿舍（C）

203.57

34.10

4.55

.75

4.50

.68

4.25

.87

3.91

1.11

自购房屋（D）

201.33

30.19

4.54

.73

4.55

.58

4.20

.82

3.65

1.16

注：* p<0.05，* *p<0.01，*** p<0.001

（三）多元回归分析

因为被调查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在性别

上没有统计学意义，在年龄、专业背景方面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或差异，但在教龄、学历、婚姻状况

和住房情况等四个维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或差异，

所以继续选择教龄、住房状况、学历、婚姻状况四

个为自变量，以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及其四个

维面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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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四个背景信息变量对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总体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教龄

住房状况

学历

婚姻状况

B

-1.985

2.213

-1.664

.194

标准误

.613

.546

.899

.848

Beta（β）
-.081

.087

-.038

.006

t值

-3.238

4.054

-1.850

.229

显著性

.001*

<.001**

.064

.819

注：R2=.013 调整后R2=.011 F=8.282

从表7可知，教龄显著负向影响幼师的整体

职业生活感知质量；住房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幼师

的整体职业生活感知质量；学历和婚姻状况无法

显著预测幼师的整体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表8 四个背景信息变量对工作条件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教龄

住房状况

学历

婚姻状况

B

-.053

.047

-.068

0.29

标准误

.015

.013

.021

.020

Beta（β）
-.092

.078

-.065

.037

t值

-3.665

3.634

-3.163

1.413

显著性

<.001**

<.001**

.002*

.158

注：R2 =.017 调整后R2 =.015 F=10.911

从表8可知，对工作条件影响较大的变量为

学历、教龄、住房状况和婚姻状况。学历状况显

著负向影响幼师在工作条件维面的感知质量，学

历越低的幼师可能在工作条件维面感知质量越

高。教龄显著负向影响幼师在工作条件上的感

知质量，工作年限越长的幼师可能在工作条件维

面感知质量越低。住房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幼师

在工作条件维面上的感知质量，住在幼儿园周转

房的、有自购房的幼师可能在工作条件维面感知

质量相对较高。婚姻状况无法预测幼师在工作

条件维面上的感知质量。

表9 四个背景信息变量对工作内容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教龄

住房状况

学历

婚姻状况

B

.023

.035

-.009

.017

标准误

.012

.011

.017

.016

Beta（β）
.049

.072

-.011

.028

t值

1.936

3.341

-.529

1.040

显著性

.053

<.001**

.597

.298

注：R2=.019 调整后R2=.017 F=8.540

从表9可知，对工作内容影响较大的为住房

状况。住房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幼师在工作内容

维面上的感知质量，住在幼儿园周转房的、有自

购房的幼师可能在工作内容维面感知质量相对

较高。教龄、学历、婚姻状况无法预测幼师在工

作内容维面上的感知质量。
表10 四个背景信息变量对工作待遇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教龄

住房状况

学历

婚姻状况

B

-.219

.060

-.047

.013

标准误

.023

.020

.033

.031

Beta（β）
-.239

.062

-.028

.011

t值

-9.692

2.966

-1.409

.429

显著性

<.001**

.003*

.159

.668

注：R2=.053 调整后R2 =.051 F=35.014

从表10可知，对工作待遇影响较大的依次为

教龄、住房状况。教龄显著负向影响幼师在工作

待遇维面上的感知质量，教龄越长的幼师可能在

工作待遇维面上的感知质量越低。住房状况显

著正向影响幼师在工作待遇维面上的感知质量，

自购住房的幼师可能在工作待遇维面上的感知

质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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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四个背景信息变量对职业发展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教龄

住房状况

学历

婚姻状况

B

-.062

.066

-.019

-.006

标准误

.016

.015

.024

.023

Beta（β）
-.094

.097

-.016

-.007

t值

-3.758

4.516

-.780

-.248

显著性

<.001**

<.001**

.435

.804

注：R2=.015 调整后R2 =.013 F=9.392

从表11可知，对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依次为

住房状况、教龄。住房状况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发

展维面上的感知质量，自购住房的幼师可能在职

业发展维面上的感知质量最高。教龄显著负向

影响职业发展维面上的感知质量，教龄越长的幼

师可能在职业发展维面上的感知质量越低。

四、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

（一）教龄越长，幼师的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越低

教龄是影响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重要因

素。教龄短的幼师刚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单位，以

适应性发展为主，可能对工作条件、内容等没有

太高的要求，对职业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不高，对

住房等保障性条件没有过高期望，对工作待遇尚

没有强烈期盼，故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相对较高。

伴随教龄增加，单调重复的工作生活（自主创造

性欠缺）、婚后育儿压力（与婚前、育前对比带来

的不平衡，自然生成了压力）、滋生的职业倦怠

（对职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职业高原现象等

逐步成为影响其职业生活感知质量走低的重要

因素。

（二）住房条件越好，幼师的职业生活感知质

量越高

住房状况也是影响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

重要因素。自费租房的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

相对较低，既有经济压力，也有不稳定之感。有

住房补贴和住在园内的幼师，虽然能减少一些经

济压力，但稳定感仍弱，很难消除教师的“漂泊”

感。自购住房的幼师，虽有较大的经济压力，但

居有定所，有温暖和依靠的港湾，自然后顾之忧

较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工作。住房问

题是人们幸福安康生活的基本要求，居住条件和

环境的改善能够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幼师职业来说，能够住上自己心仪的住房，无

疑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避免“居无定所”带来的

心理不稳定，给其“根稳、踏实”之感。

（三）学历层次和婚姻状况对幼师职业生活感

知质量亦有一定影响

调研发现，学历层次不高的幼师，对工作条件

的期望不高，其职业生活感知质量较高，满意度

较好，说明幼师能够理性看待因自身学历不同而

带来的在工作条件、工作内容、职业发展及工作

待遇上的差别问题。三类婚姻状况在总体上不

存在差异，但已婚未育和未婚的幼师职业生活感

知质量相对较高，这可能与其情感空间相对比较

丰富、时间精力相对比较充裕、生活压力较小有

关。

五、提升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建议

（一）改善幼师工作待遇，重视幼师成长激励

工作待遇是广大幼师关注关切的“焦点”。调

研发现，幼师在工作待遇维面上感知质量偏低。

客观地说，幼师的工作待遇较以往有很大改善，

其职业生活感知质量也较以前有较大提升，但幼

师的工作待遇在所有学段中偏低仍是不争的事

实（国际上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政府应当逐步

缩小与其他学段，特别是与小学学段教师之间的

待遇差，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幼师之间的待遇差。

工资福利等属于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

性因素”，当员工认为保健性因素低到他们可以

接受的水平以下时他们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

意，当员工认为保健性因素很好时，保健性因素

也只是消除了不满意心理，但并不会引发积极的

工作态度。只有当成就、赏识、挑战性工作、工作

责任增加，以及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能够满足员工

自我实现时，才能给员工带来积极的工作态度，

让其感到满意［9］。所以，幼儿园在力所能及地改

善幼师的工作待遇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激励性因

素，应多给幼师理解信任和赏识、关心关爱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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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多为幼师提供锻炼展示、学习充电、职级晋升

等机会。

（二）改善幼师住房状况，为青年幼师提供周

转过渡房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住

房条件是幼师职业生活的保障性因素，是幼师能

否顺利开展保教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间接影响

幼师的职业生活。所以研究者将这个幼师重大

关切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调研内容进行考

察。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幼师职业

生活感知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幼师职业生活感知

质量的重要变量之一，不容忽视。建议政府应一

如既往地重视人们的住房问题，能够“温暖住有

所居的梦想”。“安居”，才能“乐业”，应减少和有

效缓解幼师因住房而产生的经济压力、心理压

力，减少因住房等压力对职业生活质量产生的消

极影响。调研发现，相比住在园内宿舍和自购住

房，自费租房的幼师群体压力最大，其职业生活

感知质量较低。建议有条件的幼儿园能够为教

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提供公寓或集体宿舍等周转

过渡房，以缓解青年幼师的住房难问题和由此产

生的经济和心理压力，降低其“后顾之忧”。

（三）实施生涯管理，做好幼师职业生涯规划

培训和指导

教龄意指教师从教年限，是一种时间变量，

其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促成了教师从新手

向熟手转变，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若干的局

限，成为制约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的因素，比

如父辈的老去、子辈的成长、身体疾病的出现，

这些局限性很易冲淡教师成为熟手乃至专家型

教师的喜悦，拉低幼师的职业幸福感。调研发

现，幼师在职业发展方面有需求，但缺乏明确的

职业生涯规划和指导。平日里接受组织安排的

专业性培训较多，但不知真正需要所在，很多时

候是从众性的“一阵风”参训，对自己在各个专

业发展阶段的真正需求缺少科学研判的能力，

影响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正确定位。所以幼儿园

可以实施生涯管理，“从组织和个体长远发展的

角度来实施幼儿园人力资源的规划、培训和使

用”，“满足教师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发展需

要”［7］，特别是应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师提供科

学的生涯规划培训和指导，帮助其找准自身发

展优势和不足，校准自身发展目标和方向，以使

人岗相适、人尽其才。

（四）尊重幼师职业发展规律，破解职业倦怠

和高原现象

幼师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具有阶段性发展

的规律和特点，一般都会经历准备期、适应期、发

展期和创造期等，同样也会面临职业倦怠或职业

高原现象。调研发现，幼师教龄越长其职业生活

感知质量越低。访谈发现，伴随教龄增长，幼师

外在生活压力逐步增大，存在情感、态度和行为

上的某种情绪衰竭状态，即职业倦怠。有研究显

示，教师职业倦怠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生活质量

和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

生活质量［10］，职业倦怠常发生在教师的发展阶

段，与年龄和教龄、角色定位、人格、社会支持、个

人成就感等因素直接相关。费伦斯(Ference)认为

“职业高原是指个体职业生涯中的某个阶段，个

体获得进一步晋升的可能性很小”，意味着“个体

工作上接受进一步增加责任与挑战的可能性很

小”［11］。有研究者研究发现，职业“高原现象”也

普遍存在于教师群体之中［12］，工龄八年以后，教

师群体的教学成就便会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

势，其中5％左右的人通过不懈学习，其教学水平

会得到升华，个人也会逐步“成名、成家”；而剩下

的95％的人，其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会逐步下

降，尽管下降幅度和速度各有不同，但一直很难

有什么起色。在教育领域内这95％的教师所呈

现的状态便被称为教师职业生涯的高原期［13］。

我国幼师职业高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表

现不一样，其中情感高原维度感知最强烈。所

以，应重视幼师职业高原问题，完善培养和培训

模式，健全精准扶持机制；创新管理服务平台，构

建合理的评价制度；筑牢待遇保障体系，建构良

好的职业发展环境［14］。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有

句名言：“对灵魂幸福的关注从来不会太早或太

晚。”当然，幼儿园和教师自身也不能忽视职业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职业倦怠”问题和“高原期”现

象，要直面现实，分析原因，从内部外部积极应

对，以缓解其给幼师职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五）应积极改善和提升高学历幼师的职业

生活感知质量

调查显示，学历背景不同的幼师存在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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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感知质量的差异，在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自评

方面出现了学历层次高低与幼师职业生活感知

质量高低的“倒置”现象。相对而言，中专以下学

历的幼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最高，其次是中专、

大专、本科学历的幼师，而研究生学历的幼师职

业生活感知质量最低。幼儿园应当关注不同学

历层次幼师群体的职业生活状态，在工作条件、

任务安排、工作待遇、成就期望等方面给予合理

安排，妥善激发各学历层面幼师的积极性和投入

度，给予高学历幼师更多关注，充分发挥好高学

历幼师的优势和特长。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高品质生活”概念，强调“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但高品质生活是物质生活得

到极大满足，精神生活更为充盈的生活，更多是

指对生活质量的衡量［15］，所以，不断优化提升幼

师职业生活感知质量，是为广大幼师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应有之义，不仅需要学界的持续关注

和系统研究，更需要政府、社会、幼儿园和教师自

身等多方面的协同联动、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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