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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定量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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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市儿童发展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2.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基于定量研究的范式,采用康晓霞的《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特点》问卷,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从规范承诺、情感

承诺和继续承诺维度揭示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总体水平。结果显示:1)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处于中偏上水

平,41岁以上和10年以上教龄者的职业承诺水平最高;2)学历较低者的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及总体职业承诺水平高于高

学历者;3)园长的情感承诺得分最高,已评职称、在编者低于未评职称、无编制者;已婚教师的规范承诺高于未婚教师,一
般教师高于班长,园长高于一般教师和班长(或班主任);无编制教师的继续承诺低于在编教师;4)民办、乡镇和规模较小

幼儿园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高于公办、市区、规模较大幼儿园教师。据此提出建议:统筹规划幼儿园布局和幼儿教师编

制,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建构科学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完善幼儿教师全员培训机制,建构学习型团队,提升幼儿

教师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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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建

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成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然而,市场化

背景下频发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和师资流动频繁等问题,亟需社会关注幼儿教师的工作意愿、专业认同感和满

足其坚守岗位的内在动机等专业素养。据此,本文通过“职业承诺”(Professioncommitment)来凸显幼儿教师师

德的专业性与道德行为的自在性,采用定量研究范式,分析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

政府完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咨询。

1文献回顾

教师职业承诺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对“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com-
mitment)的研究,他认为承诺是指个体基于对组织“单方面投入”的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全身心参与组织的情感,
组织承诺的结构包括感情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性承诺。我国学者把幼儿教师组织承诺分为情感承诺、经济承

诺、理想信念承诺、人际承诺和职业承诺等5种类型[1]。职业承诺属于教师组织承诺中的亚类[2],其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4方面:第一,教师职业承诺的内涵。谢顿认为,教师职业承诺是教师对职业的认同程度,表现为对教

学工作的满足感和投入度;黄国隆认为,教师职业承诺是指教师投身教育专业的意愿和专业认同感,包含了教师

对专业的正向评价和为教育努力奉献的意愿[3];连榕[4]认为,教师职业承诺是“教师对其所从事职业的心理归属

感,为教学工作努力的义务感以及继续保持教师身份的意愿。”以上研究强调教师对专业的认同感和投入度。第

二,教师职业承诺的结构。包括单维的态度观构成论(Blau)、两维的态度与行为观构成论(Aranya&Ferris)、多
维态度理论(包括三维、四维和五维构成理论)。其中,Meyer和Allen的三维态度理论(规范承诺、继续承诺、情
感承诺)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第三,教师职业承诺模型的结构要素。刘世瑞[5]认为,教师职业承诺模型由义

务规范承诺、理想价值观承诺、机会代价承诺和现实价值承诺构成;罗润生、申继亮对中学教师的职业承诺研

究[6]表明,在职业承诺的维度上,规范承诺最高,继续承诺最低,情感承诺为中等水平。第四,教师职业承诺的影

响因素研究,包括学历、收入等个体因素以及与专业发展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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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教师职业承诺”强调教师对职业的认同和投入度,研究对象多为中小学教师,而关于幼儿教师职业承

诺的研究较少。康晓霞[7]认为,幼儿教师职业承诺包括规范承诺、继续承诺和情感承诺,并调查了上海市幼儿教

师职业承诺的现状,其研究结果与罗润生、申继亮的研究结果相似。基于此,本文认为,“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是
指幼儿教师在从事幼儿园教学工作中,对自身工作所表现的认同与归属感、为职业付出努力的责任感和长期坚

守幼儿教师岗位的态度倾向,包括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其中,情感承诺是教师愿意从事职业的强烈

愿望,侧重个体获得职业尊严的主体性精神需求和职业良心,以传递“善良”和“幸福”为指向,凸显以自在性为特

征的师道;规范承诺是教师对职业的责任感,指向教师的道德规范和身份伦理,凸显了教师行业的公共理性,具
有强制性;继续承诺是个人对自身离职代价的认识和继续保持教师身份的意愿,凸显了教师身份伦理与专业伦

理共生 [8-10]。

2研究方法与实施

2.1研究对象与施测

本研究的对象为重庆市幼儿教师。分别发放内容相同的纸质和电子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933份。其中,
纸质797份,电子1136份。构成如下:男性16人,女性1917人;年龄方面,20岁以下462人,21~25岁559人,

26~30岁391人,31~35岁169人,36~40岁128人。41岁以上224人;本科361人,大专1077人,中专(高
中)以下495人;教龄在1年以下377人,2~5年750人,6~9年293人,10年以上513人;在职务方面,普通教

师777人,班长(或班主任)868人,园长167人,其他121人;工资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193人,1001~2
000元的1292人,2001元及以上的448人;婚姻方面,已婚906人,未婚、离异、丧偶合计1017人;独生子女669
人,非独生子女1264人;办园性质方面,公办园414人,民办园1519人;幼儿园等级方面,示范园164人,一级园

619人,二级园582人,三级园430人,未定级138人;职称评定方面,已评职称505人,未评职称1428人;幼儿园

规模方面,3个及以下班131人,4~7个班887人,8~11个班662人,12个及以上班253人;幼儿园位置方面,市
区园1564人,乡镇园369人。

2.2研究工具与数据处理

表1 职业承诺在年龄、学历、教龄和月工资等维度上的差异

Tab.1 Professionalcommitmentinage,educationalbackground,teaching
experienceandthedifferencesofmonthlywagesandotherdimensions

年龄 学历 教龄 月工资

情感承诺 2.144* 6.811*** 1.260  2.474  

规范承诺 6.982*** 0.678 5.613*** 2.122

继续承诺 7.007*** 6.944*** 1.801 5.162**

总体职业承诺 7.284*** 6.422*** 2.435 3.715*

   注:***p<0.001;**p<0.01;*p<0.05(下同)

本研究采用康晓霞编制的《幼儿教师职业承诺问卷》,问卷由规范承诺、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3个维度构成,
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19,分半信度为0.8054,具有较好的信度。运用Amos6.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表明问卷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11]。本研究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研究结果

本研究不对幼儿教师进行性别差异性检验,只对年龄、学历、教龄、职务、月工资、婚姻状况、是否为独生子

女、园所性质、等级、规模、职称评定以及是否在编和幼儿园位置等变量进行分析。

3.1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总体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市幼儿教师的规范承诺得分(4.24±0.55)、情感承诺得分(4.03±0.64)和职业承诺总

体得分(3.65±0.53)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显著高于理论中值3;而继续承诺得分(2.69±0.85)处于中等略偏下

水平,显著低于理论中值3。

3.2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幼儿教师职业承诺各层面的差异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不同年龄、学
历、教龄和工资水平的幼儿教师的职业承

诺均呈现统计差异(p≤0.001,p≤0.01,

p≤0.05)。表现为不同年龄和学历的幼儿

教师在情感承诺上均呈现显著差异(p≤
0.001,p≤0.05),不同年龄和教龄的幼儿

教师在 规 范 承 诺 上 差 异 极 其 显 著(p≤
0.001),不同年龄、学历和月工资水平的幼

儿教师在继续承诺上呈现显著差异(p≤
0.001,p≤0.01)(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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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职业承诺在婚姻状况、职称评定、编制及职务维度上的差异

Tab.2 Thedifferencesofvocationalcommitmentinmaritalstatus,

titleevaluation,andthepositiondimensions

t值 F值

婚姻状况 职称评定 编制 职务

情感承诺 -0.158  -4.039*** -4.439*** 8.055***

规范承诺 3.121** -0.237 1.605 5.150**

继续承诺 1.526 -0.080 3.315*** 1.668

总体职业承诺 1.850 -1.810 0.333 4.950**

表3 职业承诺在幼儿园等级、规模、性质和位置维度上的差异

Tab.3 Thedifferenceoftheoccupationalcommitmentinthe
kindergartenlevel,scale,natureandlocationdimension

F值 t值

等级 规模 性质 位置

情感承诺 16.489*** 6.988*** -5.520*** -1.887  

规范承诺 8.474*** 6.265*** 0.999 -3.674***

继续承诺 14.494*** 9.464*** 0.308 -1.826

总体职业承诺 17.762*** 11.719*** -2.066* -3.072**

  经过LSD多重比较,结果如下。在年龄段方面,情感承诺维度,20岁及以下(4.08±0.54)和41岁及以上

(4.11±0.68)大于21~25岁(3.99±0.61)和31~35岁(3.94±0.78);规范承诺维度,36岁以上(4.31±0.65)
大于25岁及以下(4.19±0.53),41岁及以上(4.43±0.53)大于26~30岁(4.24±0.54)和31~35岁(4.22±
0.56);继续承诺维度和总体职业承诺,41岁以上的教师得分最高(3.85±0.52)。在学历方面,中专(高中)和初

中及以下的情感承诺(4.11±0.55,4.42±0.49)、继续承诺(2.81±0.84,3.27±0.82)以及总体职业承诺水平得

分(3.73±.51,4.01±.46)显著高于本科(3.94±0.77,2.68±0.91,3.63±0.58)与大专学历的教师(4.01±
0.63,2.63±0.82,3.62±0.51)。在教龄方面,10年及以上教龄教师的规范承诺(4.32±0.59)显著高于除1年

及以下教龄的其他阶段教师(4.20±0.52,4.20±0.56);总体职业承诺维度上,1年及以下(3.68±0.50)和10年

及以上(3.69±0.56)教龄的教师显著高于6~9年教龄教师(3.60±0.53)。在收入方面:月工资为2001元及以

上幼儿教师的继续承诺(2.80±0.85)和总体职业承诺得分(3.70±0.55)显著高于收入在1001~2000元间的

幼儿教师(2.65±0.85,3.63±0.52)。

3.2.1不同婚姻状况、职称评定、编制、职务

的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差异 统计结果见

表2,已婚教师的规范承诺得分(4.28±
0.57)显 著 高 于 未 婚 教 师(4.20±0.53)
(p<0.01);已评职称教师的情感承诺得分

(3.91±0.77)显 著 低 于 未 评 职 称 教 师

(4.06±0.59)(p<0.001);不同编制教师

在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上差异极其显著

(p=0.001),在 编 教 师 的 情 感 承 诺 得 分

(3.89±0.77)显著低于无编制教师(4.07
±0.59),而无编制教师(2.65±0.83)的继续承诺得分则显著低于在编教师(2.81±0.90);不同职务类型的教师

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总体职业承诺上差异显著(p<0.001,p<0.01)。LSD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园长的情感

承诺得分(4.25±0.57)高于其他职务的教师(4.09±0.61,4.00±0.65,4.00±0.65),园长的规范承诺得分

(4.39±0.53)和总体职业承诺得分(3.79±0.48)高于普通教师(4.22±0.55,3.65±0.54)和班长(或班主任)
(4.22±0.54,3.62±0.51)。

3.2.2不同幼儿园性质、等级、规模、位置的

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差异 统计结果见表

3,不同园所性质、等级、规模、位置的幼儿

教师职业承诺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
在情感承诺维度 上,民 办 园 教 师 的 得 分

(4.08±0.59)显著高于公办园教师(3.85±
0.77);三级园教师(4.19±0.55)得分显著

高于一级园(3.98±0.66)和二级园教师

(4.03±0.60),而 示 范 园 教 师 得 分 最 低

(3.74±0.77)。在规范承诺和总体职业承

诺上,示范园(4.11±0.60,3.53±0.61)和一级园(4.18±0.59,3.55±0.56)幼儿教师得分低于二级(4.26±
0.53,3.68±0.47)、三级(4.34±0.50,3.79±0.46)和未定级幼儿园教师(4.32±0.44,3.72±0.49),且三级园

教师得分(4.34±0.50,3.79±0.46)显著高于二级园教师(4.26±0.53,3.68±0.47),乡镇园教师得分(4.34±
0.54,3.73±0.53)显著高于市区园教师(4.22±0.55,3.64±0.52)。在继续承诺维度上,一级园教师得分(2.49±
0.89)最低,三级园教师得分(2.86±0.77)显著高于二级园教师(2.75±0.79)。

在办学规模上,为方便表达,本研究用A 代表规模为3个及以下班的幼儿园教师,B 代表4-7个班的幼儿园

教师,C代表8~11个班的幼儿园教师,D 代表12个及以上班的幼儿园教师。情感承诺维度,D(3.98±0.77)和
C(3.97±0.62)小于A(4.08±0.71)和B(4.09±0.59)。规范承诺维度,D(4.23±0.61)小于A(4.35±0.49)和
B(4.29±0.49);C(4.16±0.60)小于A(4.35±0.49);继续承诺维度,A(2.82±0.82)和B(2.80±0.84)大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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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84)和D(2.52±0.83);在总体职业承诺得分上,A(3.75±0.50)和B(3.73±0.48)大于C(3.57±
0.55)和D(3.57±0.57)。另外,不同性质幼儿园的教师在情感承诺上差异极其显著(p<0.001),在总体职业承

诺上差异显著(p<0.05);不同幼儿园位置的幼儿教师在规范承诺上极其显著(p<0.001),在总体职业承诺上差

异显著(p<0.01)。

4讨论与分析

4.1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总体情况

调查显示,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中的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及总体职业承诺得分显著高于理论中值,继续

承诺显著低于理论中值。可见,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上海市幼儿教师职

业承诺现状相似。这种状况与国家、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投入有关,尤其是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凸显了学前

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7]。同时,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关于加强幼儿园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从法规和政策层面推动了幼儿教师的职业地位和经济待遇大幅度提升,且职称评

定机制有了较大改善。自2013年开始,重庆市幼儿教师可申请正高级职称评审,这也可能是幼儿教师群体表现

出较高的情感承诺、职业认同并形成较高职业承诺水平的因素之一[11]。值得深思的是,重庆市幼儿教师虽然具

有较高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但在继续承诺维度上显著低于中等水平,这表明幼儿教师对于自身是否长期从事

幼儿教师职业仍然缺乏积极意愿,这可能与教育对象的幼稚化、教师个人自我职业追求与幸福感以及幼儿教师

的生存状态亟待改善有关。据2015年重庆市统计局的资料[12]显示,重庆市2015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60543元,月工资平均水平为5045.25元,重庆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239元/年。而本

文中参与调查的幼儿教师月工资平均水平为1837元,未达到重庆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6%,与幼儿教师超负荷

的付出形成了强大反差,这可能是影响幼儿教师职业继续承诺的重要因素之一。

4.2重庆市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影响因素

4.2.1教师个人的基本情况对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影响 从以下2个方面加以分析。

1)年龄、教龄、婚姻、学历和月工资。学界一般认为,年龄和教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20岁及以下、41岁以上的幼儿教师的情感承诺水平高于21~25岁、31~35岁教师,41岁以上

幼儿教师的规范承诺高于除36~40岁以外的各年龄段教师,且其继续承诺和总体职业承诺水平最高。按照幼

儿教师职前受教育年限推测,20岁以下幼儿教师大多为新手教师,即教龄多为1年及以下,而41岁以上教师,其
教龄通常都为18年及以上。而教龄在1年及以下和10年及以上教龄教师的总体承诺水平显著高于6~9年教

龄教师。这与国内关于幼儿新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的职业承诺研究结果相似。究其原因,这可能源于职初幼儿

教师对自身的职业充满新奇感,对专业自我发展充满了激情和憧憬,表现出投身幼儿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13];而
41岁以上幼儿教师处于专业生涯发展的成熟期,多为专家型教师,在对待幼儿教育事业上具有较强的心理归属

感、义务感和理性认识。因而,二者都表现出较高的情感水平,且41岁以上幼儿教师的规范承诺、继续承诺和总体

承诺水平较高。同时,36~40岁幼儿教师的规范承诺水平也高于20岁及以下、21~25岁教师,可能存在类似新

手教师与专家型教师方面的原因。
从婚姻状况来看,本研究中已婚教师的规范承诺水平高于未婚教师,这可能是已婚教师多处于职业成熟期,

其对幼儿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比未婚青年教师更强烈,因此其职业义务感更强,规范承诺水平相对较高。且未

婚教师多为参加工作时间较短的青年人,对幼儿教育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认识倾向于理想化、感性化,承受了更

多的教育教学压力和生存压力,导致其社会角色冲突中的“自我”迷失,故未婚教师对职业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可

能出现波动或呈现相对较低的水平。
从学历上看,学历较高的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偏低,其中本科与大专学历的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及总体

职业承诺水平显著低于中专(高中)和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教师。这可能源于高学历教师的职业追求较高,他们希

望从职业中获得更高的教学效能感和实现自我价值,但工作强度大且缺乏科学指导的幼儿园管理、家长对幼儿

教育认识的功利性倾向等致使其专业自主权缺失,同时其收入显著低于重庆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使其无法按

照个体职业生涯的规划实现自我职业期望和获得职业幸福感。而学历较低的教师则对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获

得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常珍惜,故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和投入度反而较高,且整体职业承诺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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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工资收入方面,工资水平在2001元以上幼儿教师的继续承诺水平高于工资在2000元以下幼儿教师,
这表明工资收入越高的幼儿教师,对自己长期从事幼儿教师职业的承诺越高,这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具有

一致性,工资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成正比。由此可见,工资收入在2001元以上水平的幼儿教师,其工资水平较

高能给个体带来一定的主观幸福感,而个体当前的主观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愿意继续维持目前的生活和工

作状态,即能继续承诺从事幼儿教育工作[7]。

2)职称评定、编制、职务。从编制和职称角度看,在编和已评职称幼儿教师的情感承诺水平低于无编制的幼

儿教师,而无编制幼儿教师的继续承诺水平则显著低于在编教师。在编幼儿教师工作稳定,能享受更好的工资

与福利待遇,心理压力较小;无编制的幼儿教师除了要承担繁杂的幼儿园教育工作外,还要考虑其工资收入是否

足以支撑生活需求和工作是否稳定等社会支持因素,且幼儿教师以女性为主,随着年龄增加,她们更愿意寻求一

份安定的职业,因而当幼儿教师职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时,她们可能表现出较强的离职倾向,所以其继续承诺水

平低于在编教师。同时,在编幼儿教师和已评定职称的幼儿教师情感承诺水平低于无编制、无职称的教师,这与

个体自身较高的职业期望有关。一方面,幼儿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幼儿教师必须具有童心、童真和童趣,偶尔

也会表现出别人眼中的“幼稚化”行为,这可能与在编教师和已评职称幼儿教师的职业期望不吻合;另一方面,与
有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相比,幼儿教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专业地位较低,故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
在编幼儿教师和已评职称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遭遇较大冲击。而无编制、无职称的幼儿教师因其职业需求和

职业理想较低,在短期内更容易满足于现状。所以,其情感承诺水平高于在编和已评职称教师。但从幼儿教师

个体专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其继续承诺水平则低于在编和已评职称教师。
从职务类型上看,园长对幼儿教育和幼儿园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处于较高水平,其职业承诺水平也较

高。而一般教师基于其工作压力和职业精神需求比班长低,在职业中获得的幸福体验相对较高,所以其情感承

诺水平较高。

4.2.2教师任职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对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幼儿园的性质、规模、等
级和地理位置等会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造成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7],园所性质可能会对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产生影响,其中公办园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

高于民办园幼儿教师。而本研究的结果与此结论相反,民办园幼儿教师的情感承诺和总体职业承诺水平显著高

于公办园幼儿教师,这可能是因为民办园所招聘的教师都很年轻,在情感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职业热情,且带着

对职业的新奇感和充满理想,故民办园幼儿教师的总体职业承诺水平相对较高。而公办园幼儿教师由于承受较

大的教育教学压力,反而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承诺水平。
在园所规模和等级上,有研究表明幼儿园规模和等级与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水平成正相关[7]。而本研究的结

果也与此结论相反,等级较低的幼儿园之教师职业承诺水平高于等级较高的幼儿园,其中示范园的教师情感承

诺水平最低,示范园和一级园的教师规范承诺和总体职业承诺水平均低于二级、三级和未定级幼儿园。由于重

庆市规模大的幼儿园多为公办性质,规模较小的幼儿园通常为民办园,因此本研究呈现出规模较小的幼儿园之

教师职业承诺水平高于规模较大的幼儿园,这与本研究中民办园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水平高于公办幼儿教师职业

承诺水平的结论一致。同时,本研究中乡镇园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高于市区园幼儿教师职业承诺水平,这
可能与农村幼儿教师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有关,农村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相比农民、工人等更能获得社会尊重,且
农村家长对幼儿的期望值低于城市家长,其教育压力相对较小,因此其职业承诺水平较高;而市区幼儿教师不仅

承受繁重的教育压力,还面临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低和城市平均生活水平较高等社会生存压力,从而影响其对幼

儿教师职业的认同和热情,降低其职业承诺水平。

4.3建议

4.3.1统筹规划幼儿园布局和幼儿教师编制,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建构科学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基于

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规划,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地幼儿受教育的

总体情况,加大公办乡镇中心园的布局比例。在充分发挥乡镇中心园的示范辐射作用的同时,改善弱势园办学

条件,并通过合并或拆分幼儿园形成科学的园所发展规模,使班级规模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降低师幼比例,从而

减轻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压力,以增强幼儿教师的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
目前重庆市幼儿教师(尤其是民办园)的待遇整体偏低,在重庆属于低收入范围。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统筹

规划幼儿教师的编制指标和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从政策机制上考虑社会保障和经济收入对在解决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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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冲突和维持教师职业承诺中的影响,将编制指标向普惠性民办园适度倾斜和设置民办园教师发展基金,通
过工资奖励、改善福利等外部途径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减少民办园幼儿教师因编制和生存问题而引发师资队伍

不稳定和师资队伍整体素质降低等问题,激发其职业热情和长期留任幼儿园的职业动机。同时,为民办园幼儿

教师的专业成功创设发展平台,引导其形成长期的、持续的较高的继续承诺水平。
同时,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建构科学合理的重庆市幼儿园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体系。通过“第三方评价”

机制,定期向社会报告幼儿园教育质量的监测情况,政府亦据此对幼儿园投入经费进行宏观调控,并通过学前教

育质量评估专家则对幼儿园进行专业指导,以促进幼儿园特色发展和学前教育质量均衡,从而提高幼儿教师职

业承诺的社会支持水平。

4.3.2完善幼儿教师全员培训机制,建构学习型团队,提升幼儿教师学力 基于普惠性幼儿园教师和民办园幼儿

教师全员在职培训经费缺失的现状,完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与培训成本分担的多元化机制。依据约

翰·斯通的成本分担理论的受益原则与能力原则,幼儿教师的培训成本应由各利益主体(国家、社会、受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所在学校)共同分担,即由国家、社会和幼儿园承担学费,幼儿教师则承担交通费和餐费,以保障全体

幼儿教师均有在职培训的机会[14]。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普惠性幼儿园教师培训与发展的专项投入机制与成本

分担机制,为保障幼儿教师具备较高的继续承诺水平提供社会支持。
幼儿教师的学力提升是幼儿教师在职培训的基本任务,其学力状况直接影响到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影

响幼儿教师的职业承诺水平。幼儿教师的学力包括交往合作的生活生存力、源于课堂实践的教育教学力和基于

自我提升的学习发展力[15],其中生活生存力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情感承诺;教育教学力是教师专业身份的体现,影
响到教师的规范承诺;学习发展力是教师自我发展的原动力,影响教师的继续承诺。基于不同学历、不同工资水

平教师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对幼儿教师职业承诺的不同影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培训单位和幼儿园在培训过程

中应关注处于专业生涯发展成长期和高原期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以提升幼儿教师自我发展的学习力为核

心,增强其责任感,提升其继续承诺水平。同时,针对“二胎生育政策”背景下重庆市幼儿园的快速发展,有更多

新手教师补充到幼儿教师队伍,因而在培训过程中应加强其师德修养和专业理念引领,以名师成长的典型案例

和名师工作室为支撑,通过“影子培训”等方式为其价值预设与自我教育实践的建构提供榜样示范,以提高其自

我教育效能感和规范承诺水平。
同时,园长应以建设学习型团队为指向,以教研平台为支撑,发挥幼儿园精神领袖的作用,以提升幼儿教师

的学习发展力为主线,融幼儿园特色发展愿景与教师个体职业生涯规划融于一体,不断激发教师的工作激情和

强化职业价值操守,并通过保障机制激励教师维持高水平继续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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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ntitativeStudyonProfessionalCommitmentofPreschoolTeacherinChongqing

MOUYingxue1,2,FANGYini2

(1.ChongqingChildrenDevelopmentandTeachers’EducationResearchCenter;

2.SchoolofEducation,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Basedonquantitativeresearchparadigm,thispaperadoptedKangXiaoxia’squestionnaireoftheCharacteristicsofPre-
schoolTeachers’ProfessionalCommitment (2007),throughthemethodsofsinglefactorvarianceanalysis,fromthenormative
commitment,emotionalcommitmentandcontinuedcommitmentdimensionstorevealtheoveralllevelofpreschoolteachers’profes-
sionalcommitmentinChongqing.Themainresultswereasfollows:1)thepreschoolteachers'professionalcommitmentisatmiddle
andupperlevel,theoccupationcommitmentleveldegreeofpreschoolteacherswiththeteachingageabove41yearsand10yearsis
thehighest;2)Foremotionalcommitment,continuedcommitmentandoveralloccupationcommitmentlevel,thosewithlowerdi-
plomahavehigherlevelthanthosewithhigherdiploma;3)KindergartenPrincipalshavethehighestemotionalcommitmentscores,

andtheemotionalcommitmentofpreschoolteacherswithtitleandpermanentstaffislowerthanthatofthepreschoolteacherswith
notitleandtheunofficialstaff;themarriedteachers’normativecommitmentishigherthantheunmarriedteachers’,andthegeneral
teachersarehigherthanthemonitors(orclassteachers),theprincipalsofthekindergarten’snormativecommitmentandgeneraloc-
cupationcommitmentishigherthanthatofthegeneralteachersandmonitors(orclassteachers);theunofficialstaffislowerthan
thepermanentstaffincontinuedcommitment;4)Theoccupationcommitmentlevelofthepreschoolteachersinprivate,township,

thesmallerscalekindergartensishigherthanthatoftheteachersinthepublic,urban,thelargerscalekindergarten.Accordingly
suggestions:whollyplankindergartenlayoutandpreschoolteacherpreparation,improvethesocialstatusofpreschoolteachers,

constructscientificandeffectiveeducationqualityevaluationsystem;improvethepreschoolteacherstrainingofthewholemecha-
nism,constructlearningorientedteam,promotepreschool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fication.
Keywords:preschoolteachers;occupationcommitment;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quantit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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