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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入职适应是职业生涯开始的“热身运动”。为了解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入职适应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针对性解决策略，

通过对X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抽样调查，在职业心理、能力、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四个维度进行入职适应研究。SPSS数
据分析发现：被调查者存在角色转换困难、专业能力不熟和心理预期偏差等问题。导致问题的原因：从内因分析有职业角色多

重性影响自我认同、技能储备不足影响教学自信、学习反思缺乏影响经验积累、预期理想化产生心理冲突；外因分析有实践教

学不充分影响能力转换、岗位不匹配产生“能力真空”、入职培训不及时影响心理调节。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从初入职教师自

身、幼儿园、培养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四个角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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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duction Adjustment of Directional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Graduates in X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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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ction adjustment is the“warm-up”at the beginning of career. The study of induction adjustment is carried out in four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skills，environ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ain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directional preschool normal students' induction adjustment，and to propose targeted solutions through the sampling surve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graduates of X Colleg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 role transforma⁃
tion，unfamilia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deviation through SPSS data analysis. There a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leading to the problem. The internal causes are the multiplicity of professional roles affecting self-identity，the lack of skill re⁃
serve affecting teaching confidence，the lack of learning reflection affecting experience accumulation，and the idealization of expecta⁃
tion producing psychological conflict; the external causes are inadequate practical teaching affecting ability transformation，post mis⁃
match producing“ability vacuum”，and untimely induction training affecting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inally，the study puts for⁃
ward sugges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ovice teachers themselves，kindergartens，training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
tive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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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江西省自2007年实施“定向培养农村中小学

教师”计划，近年来又陆续出台“农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和“江西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2018-2022年）”等政策，定向师范生培养取

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发

展。在2016年全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及201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后，幼儿园定向师范生作为农村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入职适应直

接影响到职业认同和专业发展，事关农村幼儿园

教师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教师的职业适应是学校需求、岗位要求与教

师的教学能力、个性特征之间具备基本的匹配关

系，主要从工作要求和教师能力两方面进行考

虑［1］。从横向内容来看，其主要包括专业适应、人

际适应、环境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方面。从纵向

发展来看，包括职前适应、入职适应及职后适应

三个阶段［2］。一般来说，对于师范类毕业生，职前

适应主要是在最后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阶段；入

职适应是在入职后实际教学和管理的第一年时

间内；职后适应是入职一年以后。

教师的入职适应是职业适应的第二个阶段，

是进入教师队伍的新教师运用所掌握的教育教学

理论和专业技能，在积极的职业价值观的指导下，

与校园环境和要素进行互动，以期在职业心理、行

为方式、职业关系和学校环境等方面达到和谐的

过程［3］。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是由单纯的学

生角色向多重角色转变的过程，是把专业知识转

化为实际教学活动的过程，是从美好的职业理想

预期到复杂的教育现实的过程，是提升实践从业

能力实现人生价值的开始，也是自食其力扛起生

活重担的开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阵痛。

幼儿园定向师范生作为教师队伍中的特殊

群体，他们“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是

为解决农村尤其是偏远艰苦地区幼儿园教师资

源紧缺问题，政府出资培养的师资力量。他们身

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入职适应有着独特性。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五年前填报志愿意

愿不强影响职业认同，否定当年“幼稚”的决定；

二是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合同期5-7年，入职初期

对未来感到遥远而无所期盼；三是所学幼儿教育

知识与农村园所环境、幼儿家长教育观念产生冲

突；四是农村幼儿园亟需教师，新教师还没有适

应就被迫快速上岗而倍感压力；五是习惯了城市

生活的便利和丰富多彩，排斥农村枯燥单一的生

活［4］。所以，根据幼儿园定向师范生的特殊性，引

导他们在农村幼儿园入职初期获得良好的职业

适应，是当前幼儿园定向师范生的迫切需求，也

是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

基于X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五年制定向师范类毕业

生的调查，找出入职适应的突出问题并分析原

因，提出对策以减少入职磨合适应期，较快提高

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实际工作能力，助力农村幼儿

教育事业发展。

二、研究对象

本调查研究以X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五年制定

向师范类毕业生为例，通过分层抽样方法，对2015

级和2016级两个年级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发

放问卷80份，回收78份，回收率97.5%；有效问卷

78份，有效率97.5%。其中，男性10人，占比13%；

女性68人占比87%。2015级毕业生38人，占比

49%；2016级毕业生40人，占比51%。入职幼儿园

的毕业生有69人，占比89%；入职小学的毕业生

有9人，占比11%。参加用人单位统一安排的入

职培训人员有42人，占比54%；没有参加入职培

训的人员有36人，占比46%。

三、研究工具

（一）问卷调查法

在查阅幼儿园定向师范生职业发展和入职

适应等相关文献基础上，确定了调查维度、具体

题项和内容，编制了《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入职适

应调查问卷》，问卷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被调

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入职时间、入职学校、性

别、入职培训等；二是入职适应问题调查，主要从

职业心理、职业能力、职业环境和职业人际四个

维度进行设计［5］，每个维度5个题项。

职业心理包括：我将终身从事幼教工作、幼

教工作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清楚自己职业发

展的方向、幼教工作使我快乐、旁人羡慕我的工

作。职业能力包括：能做好幼儿园日常保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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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解读和支持幼儿行为活动、能按要求完成

集体教学活动、能对幼儿进行科学客观评价、能

用学校所学理论知识解决教学中的突发问题。

职业环境包括：幼儿园生活便利、幼儿园设施设

备齐全、接受和赞同幼儿园的园所文化、满足当

前的工资待遇、幼儿园已制定新老师培养和成长

计划。职业人际包括：和小朋友相处很开心、和

同事分工协助关系融洽、认同幼儿园领导的工作

作风、能和小朋友家长有效沟通、愿意和身边的

人分享你的工作［5］。题项结果用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进行五点计分，即完全符合1分，基

本符合2分，一般3分，基本不符合4分，完全不符

合5分。用分值高低来表示入职适应的问题，分

值低表示入职适应良好，问题较少，反之入职适

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

（二）问卷检验

1.问卷信度

“信度”是指可靠性或一致性，意味着在完全

一样或类似的条件下，相同的结果被重复或再

现［6］89。本研究对有效回收的78份问卷内容进行

了信度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职业角色维度的

信度是0.895，职业能力维度的信度是0.925，职业

心理维度的信度是0.907，职业人际维度的信度是

0.810，四个维度的信度值均大于标准值0.600，说

明分析的数据具有内在一致性，可靠性较强。
表1 信度分析量表

维度

职业心理

职业能力

职业环境

职业人际

项数

5

5

5

5

信度（Cronbachs Alpha）

.895

.925

.907

.810

判标准则

≥.600

≥.600

≥.600

≥.600

2.问卷效度

“效度”意味着真实性，是用定义概念化某个

观念的方法与测量之间的匹配，或用测量工具和

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内容和事物的程

度［6］106。在内容效度上，根据“职业适应”相关文

献研究和专家判断，确定本次研究调查问卷的维

度和各个维度的题项。在结构效度上，通过因子

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问

卷的KMO值是0.862，大于统计量值0.5，说明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好。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值

为0.000（即P值＜0.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问卷调查内容效度和

结构效度较好，适合对问卷做数理统计分析，发

现数据在不同变量中呈现出来的变化规律和特

征。

表2 KMO和 Bartlett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
-Olkin度量

Bartlett 的球

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自由度

显著性

.862

325.256

96

.000

（三）数据分析工具

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收集整理原始

数据后，再运用SPSS 19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主要采用了计算变量、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技术方法。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

1.角色转换困难

五年制幼儿园定向师范生一直在学校学习，

没有社会工作经验、实践经验较少，加上年龄在

20岁左右，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在初任幼儿园教

师职业过程中，要求他们从学生角色到教师角色

迅速完成转变。但是在思想上短时间内很难摆

脱长期的学生意识，职业适应过程中会出现原来

从未出现的问题，接触到新鲜事物，很难在短时

间内从学生角色转换到教师角色去看待问题，分

析和解决问题，习惯性地寻求依赖、帮助，有时感

觉到无所适从，产生不安、困惑和焦虑。在开展

集体教学活动时，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时会不知所

措，不能从老师的角色处理问题。在和家长沟通

过程中，因为教育观念的不同产生分歧时，会认

为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或者因为自己没有养育孩

子的经验，不能坚持自己正确的幼儿发展观和教

学观。在面临被动的局面时，甚至还会对自己的

教育理念产生自我怀疑，丧失信心。

2.专业能力不强

通过调查发现，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初任教师

时，在工作实践中遇到最困难的问题是不能有效

运用学校所学专业知识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

问题。如表3所示，在职业能力这一维度的分值

为3.92，其中能做好幼儿园日常保育工作分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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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能解读和支持幼儿行为活动分值是4.27，能

按要求完成集体教学活动分值是4.07，能对幼儿

表3 职业能力分析报告

均值

N

标准差

保育
工作

3.25

78

2.68

解读
幼儿

4.27

78

1.36

集体教学
活动

4.07

78

1.54

评价
幼儿

3.84

78

2.03

解决实
际问题

4.15

78

1.98

进行科学客观评价分值是3.84，能用学校所学理

论知识解决幼儿园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分值是

4.15，整体分值偏向完全否定性回答。以上5个

项目中，能解读和支持幼儿行为活动被认为是最

困难的，也是全部20个选项中分值最高项。这说

明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对专业能力的不熟练影响

入职适应的状态。

3.心理预期偏差

（1）工作状态偏差

初任老师在初到岗位时，对工作内容不熟

练，对工作强度不适应，对工作前景不确定，工作

动力和工作情绪波动较大。而且部分学生被安

排到小学任教，也是始料未及的。如表4所示，对

调查数据进行不同入职学校独立样本T检验。结

果显示，职业心理和职业能力P值小于0.05，差异

显著。说明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入职幼儿园和入

职小学，他们之间职业适应过程中的职业心理和

职业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表4 不同入职学校独立样本检验

职业心理

职业能力

职业环境

职业人际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方差方程Levene检验

F

15.365

32.365

.989

2.164

Sig.

.000

.000

.392

.098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13.256

-11.569

-12.653

-9.532

-1.368

-1.598

-.928

-.915

df

78

69.362

78

65.012

78

78.158

78

77.325

Sig.

.000

.000

.000

.000

.325

.362

.128

.168

（2）工作环境偏差

幼儿园定向师范生毕业后，一般回户籍所在

地的农村幼儿园任教。与他们就读学校所在的

城市环境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

务不健全，生活出行不便利，这与他们向往更高

品质生活的需求存在偏差。如表5职业环境分析

报告所示，生活便利的题项得分是4.05，标准差

（1.02）是20个题项中最低的，说明调查者对“幼

儿园生活便利”的看法是最一致的。同时，农村

幼儿园园所的物质环境也对他们产生心理冲

击。在学习期间，学校通常会安排学生在市、区

保育院等实践园所进行见习、实习。这一类幼儿

园大多按照省级园所要求标准进行配置和管理，

物质环境完备、场地布局合理、材料丰富多样。

相比而言农村幼儿园环创简陋，设施单一，游戏

材料匮乏等。如表5所示，“幼儿园设施设备齐

全”题项的分值是4.02。

（3）工资待遇偏差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国家文件有规

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国家公务

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社会各界对教师待遇的期

望值普遍较高，但城乡存在差异，同一农村幼儿

园与中小学教师也存在差距，幼儿园教师工资水

平标准较低，导致新进教师对工资待遇存在心理

落差。如表5所示。

表5 职业环境分析报告

均值

N

标准差

生活便利

4.05

78

1.02

设施齐全

4.02

78

1.27

认同园所文化

3.36

78

1.06

满足工资待遇

3.93

78

1.95

园所制定成长计划

3.16

7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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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影响新入职教师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是多

方面的，既有个人的内在因素，也有环境的外

在因素。其中，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身体

及心理素质、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职业价值

观等；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入职学校的物理环

境、精神文化环境和职业发展支持，以及生活

和家庭环境要素［7］。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入职适

应产生的问题，是个人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

来分析。

1.内因

（1）职业角色多重性影响自我认同

幼儿园初任教师职业角色过多，在短时间内

要进行多种角色的切换比较困难。幼儿园教师

既是幼儿学习上的老师，也是生活中的家长，还

是游戏中的同伴。初任老师每天在“老师”、“家

长”和“小朋友”身份中不停转换，既要完成教学

任务，又要照料幼儿生活起居，同时还是幼儿生

活和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在这个过

程中，角色转换困难往往会对自我价值实现和获

得社会赞许产生怀疑。

（2）技能储备不足影响教学自信

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应包括观察和理解幼

儿能力、一日生活组织管理能力、环境创设能力、

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游戏活动支持与引导

能力和激励评价能力等［8］。而幼儿园教师弹、唱、

跳、画、讲、说、写等专业技能支撑着“教育活动设

计与实施”的顺利开展。但是学生初到教师岗

位，所学专业技能在实际教学活动应用中，产生

的问题较为普遍。一方面，学生存在个体差异，

在校期间所掌握和熟练的技能不均衡。学生尤

其在弹、跳、画专业技能掌握不熟练，直接影响幼

儿艺术领域教学活动的实施。另一方面，学校在

技能考核过程中缺乏实际环境，导致学生初到岗

位开展教学活动时，技能的运用出现机械化、模

拟化和刻板化等问题。

（3）学习反思能力欠缺影响经验积累

访谈发现，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在学习反思中

出现以下问题：一是他们的学习反思缺乏主动

性。他们没有养成反思性学习习惯，更多的是

希望老师给他们指出问题，帮他们找出问题解

决的办法。二是反思缺乏行动性。通常学生

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做记录，只要求知道“是什

么”，对“为什么”缺乏探索的精神和动力。对

反思后的改进只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践检验

和经验积累。

（4）预期理想化产生心理冲突

因为都是定向师范生，他们没有考教师编制

的压力，也没有太多选择园所的机会和焦虑，对

幼儿园教师工作充满憧憬而且都偏向理想化，认

为幼儿园老师的工作稳定轻松、待遇优厚、光鲜

亮丽。但初到岗位开始实际工作时，发现现实与

原本想象的相差甚远，很多困难和问题都是始料

未及的，突发状况让自己不知所措。

2.外因

（1）实践教学不充分影响能力转换

学生在培养过程中，虽然安排了见习一周，

研习两周和顶岗实习半学期，但是在实践教学

过程中，高校和实践园所的指导缺乏更为细致

的培养和考核机制，没有形成协同一致的“双

导师”制度，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接受更加专

业、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和教学，在实

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更好解决。而且，

见习和研习时间比较短暂，学生没有充分的时

间去处理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没有充足的时间

了解每一个幼儿的特点，也没有太多机会遇到

现实中棘手的问题。

（2）岗位不匹配产生“能力真空”

幼儿园教师岗位要求和小学教师岗位要求

在教学（保教）内容、教法学法、学习支持、班级管

理和评价激励等方面存在差异，而这些是体现职

业能力的主要方面。调查发现，有少部分幼儿园

定向师范生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分配到小学任

教，入职初期他们在学校所学幼儿园教师专业知

识和技能与小学教师岗位要求并不匹配，产生

“能力真空”。表4分析已得知，入职幼儿园和小

学在“职业能力”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再根据表6

统计分析发现，78位调查对象中，有9位是入职小

学，职业能力的均值是4.89，接近李克特量表中

“完成不符合（5分）”，远远大于入职幼儿园的

3.79。这说明相比于入职幼儿园的幼儿园定向师

范生，入职小学的他们在职业能力方面更不能满

足当前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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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组统计量

职业能力

入职学校

幼儿园

小学

N

69

9

均值

3.79

4.89

标准差

0.369

0.252

（3）入职培训不及时影响心理调节

心理调节是通过客观认识个人所处的环境，

理性接受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现实，通过良好的

适应保持情绪积极稳定和身心健康［9］230-278。研究

表明，入职培训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教会新任教师

新的专业能力，而是帮助他们熟悉所处的工作、

生活环境，进一步接受教师这个职业，增强职业

信念，产生归属感，缓解入职前的焦虑与紧

张［10］。如表7所示，入职适应在入职培训的方差

分析结果来看，已参加入职培训的新任教师有42

人，未参加入职培训的有36人。他们在职业心

理、职业能力、职业环境和职业人际的P值均小于

0.05，表明是否参加入职培训对入职适应存在显

著差异。而且，从均值来看，未参加入职培训新

任教师均大于已参加入职培训的教师。所以，未

参加入职培训对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心理调节产

生影响。
表7 入职适应在入职培训的方差分析

职业心理

职业能力

职业环境

职业人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N

42

36

42

36

42

36

42

36

均值

3.34

4.35

3.89

3.95

3.16

4.32

3.08

4.04

标准差

0.691

1.056

0.569

0.893

1.017

1.127

0.978

1.126

ANOVA
显著性

.000

.002

.000

.000

五、建议与对策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是幼儿园教师不断接受

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终身学习与成长的过

程，是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在职教育中提升专

业素质的所有活动［11］。入职适应作为幼儿教师

专业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必然在

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与动机

等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9］230-278。同时，入职适应

期又是幼儿园定向师范生自身与培养高校、入职

园所和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等多方力量交织

密集的环节。因此，本研究从这四个角度出发，

围绕教师专业发展内涵，通过形成方向一致，动

力均衡的合力，提高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入职适应

能力，助推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发展。

（一）初任教师加强自我心理调节

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在初入职时面临环境、角

色和生活等多方面的改变，需要加强自我心理调

节以更好与外界形成平衡。一是初任教师应坚

定理想和初心。教师的职业信念是他们坚守岗

位最强大的力量，幼儿园初任教师应在充分认同

自身职业的基础上，运用积极的教育情感和坚定

的教育意志，秉持正确的教育理念，摒弃功利主

义，助力农村教育振兴发展。二是初任教师应加

强自我认同。初任老师理性认识到职业发展与

自我价值实现的关系，客观分析心理预期与现实

状况之间的差距，正确对待岗位要求与能力不足

的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心理建设，积极发挥主

观能动性［12］。三是初任教师应善于发现生活中

的美。虽然定向师范生工作的地点都是在农村，

但是农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农庄、绿色产业

和乡村旅游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城市向往的地

方。而且，在父母亲身边工作也是种幸福。

（二）高校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是高校对五年制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培养，

应联合业内专家、用人单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和毕业生代表，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做到课程设置与岗位要求对接，实践教学与专业

能力结合，培养目标与未来发展适应，适当增加

实践教学学分，突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的规定。二是教学活动中，应注重专业理

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和实

操训练课时，充分利用课堂与课外学习空间，融

合线上与线下学习，发挥专业社团的带动作用，

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同时，通过增加学生互评自

评和活动总结等环节，加强学生学习反思能力的

培养。三是注重教育实践活动的融合性。高校

应与幼儿园开展深度合作，制定双导师培养机制

和评价考核机制，这样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

识转化为适用于现实情况的实际教学活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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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园加强初入职教师的培训

一是要对初任教师进行职前培训。职前培

训是职业生涯的开始，是增强幼儿园初任教师职

业适应能力的重要举措。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刚

走出校园，初入社会开始工作，对周围的一切充

满期待，同时也伴随着焦虑。职前培训最重要的

不是教会初任教师新技能，而是帮助他们进一步

接受教师这个职业，增强信心，缓解入职前的焦

虑与紧张［14］。通过职前培训一方面可以帮助初

任教师较快熟悉幼儿园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

园所文化，以及在入职初期可能遇到的困境及解

决途径。另一方面，可以再次强化他们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以增强专业自信。二是在职期间对初

任教师实行师徒制。初任教师虽然受过专业学

习，但是面临很多的实际问题还是无所适从。这

时候，一个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给出的建议和方

法，可以帮助新任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角色，解决

工作中的困难，使其对入职园所产生认同与归属

感，这对他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四）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农村幼儿园的支持

力度

作为农村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培养的主导力

量，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他们职前和职后

“两段式”发展过程中，起到“监控器、粘合剂和润

滑剂”作用。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调研、科

学规划，确定未来一段时间定向培养的梯度和数

量，做到合理、精准培养师资力量。同时，协同培

养高校和当地园所，深化UGS培养的内涵建设，

构建共识共赢的合作共同体，实现“权责分明、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目标［14］。在三方协作方面

强化“赋予权力、搭建平台、督查指导、问责奖惩”

职能，在政策导向、制度保障、考核评价方面，串

联起院校联动，教研结合，形成协同教研、双向聘

任、岗位互换、课堂共享的教师发展机制，促进农

村幼儿园定向师范生在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

在内容衔接、能力应用、角色转换和心理预期等

方面无缝对接、顺利过渡。另外，加大对农村幼

儿园资金、设备投入力度，丰富幼儿园的教学环

境，鼓励和支持男教师从事幼儿教育事业，改善

幼儿园人才不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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