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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使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平顶山地区199位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幼儿教师职

业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公立幼儿园教师职业幸福感高于私立幼儿园，且存在显著差异；学历为本科及

以上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学历为大专、高中及中专的幼儿教师；职务为管理人员、园长的职

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班主任、其他教师。研究进一步从不同维度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建议：正确认识幼儿教师职业；提高幼儿教师薪资待遇；营造民主、和谐的园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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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y testing 199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Pingdingshan with the questionnaire, aims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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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s not so goo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kindergarten level;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or abov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a college, high school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degree;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the manager and principa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ead 
teachers and other teachers.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 teach-
ers’ professional well-being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educa-
tional suggestions: hav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 improving 
preschool teachers’ salaries; creating a democratic and harmonious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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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要办好学前教育”，把实现“幼有所育”作为“七有”重大民生问题之首，并做出重要批示要求

加强学前教育的系统谋划。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春天。各级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努力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纷纷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在“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随着 80 后、90 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父母成为

教育的主力军，民众对有质量学前教育的呼声愈来愈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

有好的教育。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曾说：“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

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1]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作为其职业生活的重要内容，教师职业生活质量与教师生命质量、幼儿教育质量息

息相关。因而，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查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本研究以平顶山地区为例，通过使

用改编后的问卷调查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以期为支持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幼儿教育质量提供

相应的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对诸建红“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进行改编，首先，由 3 名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对

问卷内容、组织逻辑、规范性等进行审查，根据相关建议进行修改；其次，邀请当地 10 名幼儿教师填写

该问卷，组织幼儿教师对问卷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修改不适宜题项；再次，使用 SPSS24.0 检验改编后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这表明改编后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研究者通过使用改编后的问卷对 210 名在职幼儿教师进行调查，该问卷共 36 道题项，包括职业认知、

职业成效、工作状态、园所环境、人际关系、薪资待遇、生活环境七个维度，由被调查者根据题目与自

身的符合程度，选择相应答案。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19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此外，使用 SPSS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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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层面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进行差异分析，幼儿教师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 1。 
 
Table 1.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表 1. 幼儿教师人口统计学信息 

类别 选项 频次(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年龄 

20 岁以下 22 11.06 11.06 

21~25 岁 121 60.80 71.86 

26~30 岁 36 18.09 89.95 

31~40 岁 15 7.54 97.49 

41 岁以上 5 2.51 100.00 

教龄 

1 年以下 78 39.20 39.20 

2~4 年 75 37.69 76.88 

5~10 年 38 19.10 95.98 

11 年以上 8 4.02 100.00 

学历 

高中及中专 36 18.09 18.09 

大专 72 36.18 54.27 

本科及以上 91 45.73 100.00 

职务 

园长 8 4.02 4.02 

管理人员 20 10.05 14.07 

班主任 55 27.64 41.71 

一般教师 116 58.29 100.00 

园所性质 
公立幼儿园 80 40.20 40.20 

私立幼儿园 119 59.80 100.00 

婚姻状况 
未婚 143 71.86 71.86 

已婚 56 28.14 100.00 

3. 调查结果 

3.1.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结果 

Table 2.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2.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状况 

 选项 频次(人)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职业幸福感总体情况 

幸福 98 49.25 49.25 

一般 77 38.69 87.94 

不幸福 24 12.06 100.00 

合计 199 100.00 100.00 

 
由表 2 可知，49.52%的幼儿教师感到幸福，38.69%的幼儿教师感到一般，12.06%的教师感到不幸福。 

3.2.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 

为了更好地探讨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分别从不同年龄、教龄、园所性质、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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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婚姻状态、不同维度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差异比较。 
1) 不同年龄、教龄、园所性质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研究者将不同幼儿教师年龄划分为 5 个水平，分别为 20 岁以下、21~25 岁、26~30 岁、31~40 岁、

41 岁以上，将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不同年龄段作为自变量，单因素方差结果表明，不同年

龄段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F = 1.684, P = 0.155 > 0.05)。 
将不同幼儿教师教龄划分为 4 个水平，分别是 1 年以下、2~4 年、5~10 年、11 年以上，数据分析结

果表明，不同教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差异不显著(F = 1.170, P = 0.322 > 0.05)。 
此外，对于来自不同园所性质(公立、私立幼儿园)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表明，公立幼儿园教师职业幸福感高于私立幼儿园，且存在显著差异(T = 4.689, P = 0.032 < 0.05)。 
2) 不同学历、职务、婚姻状态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研究者将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划分为 3 个水平，分别是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学历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 = 8.663, P = 0.000 < 0.001)，具体见表

3。进一步事后差异比较结果显示，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学历为大专、高中

及中专的幼儿教师。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well-be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
grounds 
表 3. 不同学历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指标 学历 频次(人)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职业幸福感感 高中及中专 36 1.97 0.94 

8.663 0.000  大专 72 2.39 0.64 

 本科及以上上 91 2.51 0.54 

 
将不同职务幼儿教师划分为 4 个水平，分别为园长、管理人员、班主任、其他教师，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不同职务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F = 2.954, P = 0.034 < 0.05)，具体见表 4。事后

比较表明，管理人员职业幸福感高于班主任、其他教师。 
 
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well-be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表 4. 不同职务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指标 职务 频次(人)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职业幸福感 园长 8 2.63 0.52 

2.954 0.034 
 管理人员 20 2.65 0.49 

 班主任 55 2.47 0.57 

 其他教师 116 2.26 0.76 

 
此外，对于不同婚姻状态下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T = 0.173, P = 0.678 > 0.05)。 
3) 不同维度下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将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划分为七个维度，其中，每个维度均有理论平均值，具体见表 5，在

园所环境、薪资待遇两个维度，其均值得分低于理论平均值，幼儿教师对这两个维度评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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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overall status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well-be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表 5. 不同维度下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状况 

维度 极小值 极大值 平均值 理论平均值 标准差 

职业认知 6 30 24.07 18 6.07 

职业成效 6 30 22.86 18 4.86 

工作状态 9 40 27.56 24 2.44 

园所环境 9 28 17.98 18 0.02 

人际关系 8 29 21.28 18 3.28 

薪资待遇 2 10 5.18 6 0.82 

生活环境 2 10 7.15 6 1.15 

4.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讨论与分析 

4.1.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整体情况 

通过对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得分、不同维度下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均值得分与理论平均值的对

比发现，接近一半的幼儿教师能够体验到职业幸福感，而其他教师对于职业幸福感的体验不佳，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 

4.2. 不同层面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对于不同园所性质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差异分析表明，公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私

立幼儿园，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级别意味着组织文化氛围的优劣、教师个人发展机会的多寡、工作条

件的优劣、教师社会地位的高低、经济待遇的高低、受家长尊重的程度等[2]。在公立幼儿园工作的教师

通常拥有稳定的工作状态，事业编制，收入较有保障，进修学习机会较多。然而，在私立幼儿园中，大

部分幼儿教师是合同聘用制，工作压力大，考核制度更为严格，竞争激烈，学习进修机会较少，教师薪

资与幼儿安全、考勤息息相关，甚至需要承担部分招生任务，从而影响了职业幸福感。 
对于不同学历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事后比较表明，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

高于学历为大专、高中及中专的幼儿教师。这可能是因为，经过多年学前教育专业训练，本科学历及以

上的幼儿教师有更为坚定的职业理想与职业信念，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能够积极地处理工作中所遇到

的各种问题，因而更能体验到职业幸福感。这与以往的已有研究不完全一致。操凯[3]等人的研究表明，

本科学历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低于高中、大专学历的幼儿教师，可能性原因是，幼儿教师整体待遇

相对较低，且本科学历幼儿教师有部分没有编制，理想与现实相差较大给幼儿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心理

压力。唐冬梅等人的研究表明，学历为中专或高中的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总体是最高的，其次是研究

生、大专和本科生[4]。受制于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方法的不同，相同的研究主题可能会出现截然不

同的结果。 
对于不同职务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事后比较分析表明，职务为管理人员、园长的职业幸福感显著

高于班主任、其他教师，可能性原因是，管理人员、园长，在引领幼儿教育事业导向、支持幼儿教师专

业发展、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更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与职业

责任感，有较多的决策自主权，能够体验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与幸福感。 

4.3. 不同维度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讨论分析 

1) 幼儿教师职业认知与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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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6. 幼儿教师职业认知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13 8 4.02 4 2.01 13 6.53 83 41.71 91 45.73 

14 8 4.02 9 4.52 15 7.54 108 54.27 59 29.65 

15 8 4.02 11 5.53 43 21.61 92 46.23 45 22.61 

16 10 5.03 15 7.54 18 9.05 66 33.17 90 45.23 

34 8 4.02 8 4.02 12 6.03 102 51.26 69 34.67 

35 4 2.01 7 3.52 30 15.08 120 60.30 38 19.10 

 
幼儿教师职业认知即幼儿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包括是否热爱所从事的职业、职业满意度、离职

倾向等内容[5]。 
由表 6 可知，45.73%以上的教师认同幼儿教育行业所具有的价值，例如为幼儿的成长奠定基础、促

进社会的发展等(第 13 题)。70%以上的幼儿教师能够坦然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职业，但仍然有 30%左右的

幼儿教师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自己的职业缺乏自信(第 16 题)。46.23%以上的幼儿教师认为自己适合当一名

幼儿教师(第 15 题)。51.26%的幼儿教师愿意通过各种渠道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第 34 题)。60.3%的幼

儿教师经常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进行反思(第 35 题)。 
随着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社会大众对学前教育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刻，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有所提

升，这使得大部分幼儿教师能够更为自信地面对所从事的工作。然而，随着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受过

高等教育适龄幼儿父母的增长、对高质量学前教育服务的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质疑幼儿教师

这一职业专业性的声音一直存在，这对于幼儿教师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

左右的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清晰的认识，愿意提高自己的能力，以更好地完成工作。 
2) 幼儿教师职业成效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7. Preschool teachers’ career effectiveness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7. 幼儿教师职业成效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17 15 7.54 15 7.54 35 17.59 91 45.73 43 21.61 

18 9 4.52 18 9.05 37 18.59 88 44.22 47 23.62 

19 10 5.03 21 10.55 38 19.10 91 46.73 37 18.59 

21 4 2.01 4 2.01 13 6.53 108 54.27 70 35.18 

22 3 1.51 10 5.03 23 11.56 113 56.78 50 25.13 

25 7 3.52 18 9.05 44 22.11 98 49.25 32 16.08 

 
幼儿教师职业成效关注幼儿教师在本职工作中，因为个人或幼儿的成长与进步而体验的积极情感[5]。

由表 7 可知，45.73%的幼儿教师可以在工作中展现出自己的价值(第 17 题)，46.73%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中

经常体验到成功(第 19 题)。此外，有接近一半的幼儿教师无法在日常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导致成

就感低下。54.27%的幼儿教师对所在班级幼儿情况十分了解(第 21 题)。56.78%的幼儿教师可以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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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理幼儿的问题(第 22 题)。在面对幼儿时，大部分教师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但面对突发情况时，22.10%
的教师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有效地处理问题。 

成就感高低是幼儿教师体验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专业能力在工作中的一种反映。由于幼

儿年龄较小，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面对突发意外伤害事故，幼儿教师容易产生紧张、焦虑、懊悔的消

极情绪。 
3) 幼儿教师工作状态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8. Preschool teachers’ work status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8. 幼儿教师工作状态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8 5 2.51 15 7.54 37 18.59 109 54.77 33 16.58 

9 7 3.52 9 4.52 12 6.03 111 55.78 60 30.15 

10 4 2.01 18 9.05 28 14.07 108 54.27 41 20.60 

11 29 14.57 65 32.66 46 23.12 48 24.12 11 5.53 

12 33 16.58 53 26.63 35 17.59 61 30.65 17 8.54 

20 2 1.01 7 3.52 17 8.54 112 56.28 61 30.65 

24 10 5.03 31 15.58 31 15.58 78 38.19 51 25.63 

43 28 14.07 31 15.58 63 31.66 52 26.13 25 12.56 

 
工作状态主要关注幼儿教师工作中的情感体验。由表 8 可知，54.77%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中可以保持

充满热情的状态(第 8 题)，36.19%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一天后感到身心疲惫(第 24 题)，56.28%的幼儿教师

能够与幼儿融洽相处(第 9、20 题)，有接近 30%的幼儿教师无法在工作中积极地调节情绪(第 10 题)，24.12%
的幼儿教师对于部分幼儿觉得烦躁无法忍耐。 

幼儿教师的工作状态与其职业的特殊性有较大关系，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天真无邪的幼儿，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的达成、课程主题的生成、孩子的天真烂漫时常感染着一线教师，让胸怀教育

情怀的幼儿教师保持工作的热忱。此外，受制于幼儿年龄较小，各方面身心发展相对稚嫩，幼儿园坚持

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幼儿教师日常工作需要处理许多繁琐的事情，幼儿园的工作性质，在一定程

度上会造成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与身心疲惫。 
4) 幼儿教师园所环境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9. Preschool teachers’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9. 幼儿教师园所环境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23 11 5.53 42 21.11 33 16.58 66 33.17 47 23.62 

28 18 9.05 42 21.11 46 23.12 71 35.68 22 11.06 

29 7 3.52 17 8.54 28 14.07 101 50.75 46 23.12 

33 21 10.55 48 24.12 38 19.10 70 35.18 22 11.06 

41 4 2.01 15 7.54 37 18.59 107 53.77 36 18.09 

42 13 6.53 24 12.06 37 18.59 101 50.75 24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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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可知，50.75%的幼儿教师认为在幼儿人数较少的班级里工作会相对轻松(第 29 题)，35.18%的

幼儿教师认为园所经常为其提供进修学习的机会，53.77%的幼儿教师认为其所在幼儿园的管理制度有待

改善(第 41 题)。 
在一定程度上，园所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幼儿教师在园的工作感受。园所积极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

对幼儿教师而言，是一种无形的鼓励与支持。管理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教师工作的舒适度，进而影响

其职业幸福感。 
5) 幼儿教师人际关系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10. Preschool teacher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10. 幼儿教师人际关系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30 3 1.51 11 5.53 17 8.54 119 59.8 49 24.62 

31 20 10.05 28 14.07 40 20.10 94 47.24 17 8.54 

32 5 2.51 27 13.57 26 13.07 104 52.26 37 18.59 

36 5 2.51 15 7.54 18 9.05 111 55.78 50 25.13 

37 6 3.02 9 4.52 34 17.09 104 52.26 46 23.12 

38 5 2.51 35 17.59 40 20.10 83 41.71 36 18.09 

 
由表 10 可知，59.8%的幼儿教师与同事关系融洽(第 30 题)，52.26%的幼儿教师能够从同事那里获得

帮助(第 32 题)，52.26%的幼儿教师得到了家长的认同(第 37 题)，41.71%的幼儿教师表示压力很大(第 38
题)。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维持良好工作不可或缺的条件，幼儿教师作为合作性质极强的专业技术岗位，班

级教师之间的通力协作能够更好地支持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能够让幼儿教师体

验到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与此同时，较差的人际关系使得班级工作举步维艰、难

上加难，难以凭借个别教师的一己之力实现需要教师合作才能够达到的教育目的。 
6) 幼儿教师薪资待遇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11. Preschool teachers’ salary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11. 幼儿教师薪资待遇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26 45 22.61 68 34.17 24 12.06 50 25.13 12 6.03 

27 42 21.11 54 27.14 57 28.64 34 17.09 12 6.03 

 

由表 11 可知，34.17%的幼儿教师对目前薪资待遇表示不满意(第 26 题)，17.09%的幼儿教师认为他

们的薪资优于与自己年龄学历接近的朋友(第 27 题)。 
绝大部分幼儿教师对自身薪资待遇不满意，根据赫茨伯格激励–保健理论，当保健因素(如管理、环

境、工资等)没有得到满足时，则会出现消极态度，对工作产生不满[6]。因而，工资收入低下可能会使幼

儿教师成就感降低，产生消极的工作体验，降低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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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儿教师生活状态与职业幸福感 
 
Table 12. Preschool teachers’ living conditions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表 12. 幼儿教师生活状态与职业幸福感 

题目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频次 
(次) 

百分比
(%) 

39 5 2.51 18 9.05 24 12.06 92 46.23 60 30.15 

40 24 12.06 35 17.59 50 25.13 52 26.13 38 19.10 

 
由表 12 可知，46.23%幼儿教师的家人支持他们从事幼教工作，25.13%的幼儿教师认为，这一职业对

其交友恋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能性原因在于幼儿教师忙于日常工作，周围所接触的大多以女性为主，

社交范围相对狭窄，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5. 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建议 

5.1. 正确认识幼儿教师职业 

幼儿教育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教育方式上，以游戏作为幼儿园教育教学的主要途径，这与小学、

初中强调学习有明显区别，但方式不同不代表过于“幼稚”、不具有专业性、不重要。社会各界应当正

确看待幼儿教师这一职业，摒弃已有的错误观念，深入了解幼儿教师对于儿童早期发展的价值。幼儿教

育行业同样需要幼儿教师的精耕细作，满含着教师的艰辛。幼儿教师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不可避免会

犯错，对幼儿教师需要多一些包容与理解，对幼儿教师的工作评价要客观公正，要尊重幼儿教师的劳动，

让幼儿教师切实感受到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在被理解、被信任的氛围下，相信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会

有所提升。 
此外，幼儿教师应建立正确的职业认知、清晰的职业定位，提升自身的职业认同感，积极参与各项

培训、学习活动，不断努力，在实践中提升、总结，强化专业素养，提高自身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

增强职业成就感，体验职业生活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树立坚定的职业理想与职业信念。 

5.2. 提高幼儿教师薪资待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

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指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由低到高依次

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7]。只有当低层次的需要得以

基本满足后，才能产生高一层次的需要。合理的薪资待遇是满足幼儿教师基本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的必

要条件。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教授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尤其要加强对教师权益的

维护，让每个教师远离生活的窘迫，真正能有尊严地从事教育儿童的工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幼儿园教

师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获得感和幸福感。”[8] 
因此，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制定合理的薪资制度。当幼儿教师的付出–回报不成正比时，会产生失

落感。较低的薪资水平无法保证幼儿教师的生活，当工作所得薪资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生计时，幼儿教师

工作热情便会下降，并产生自我怀疑。合理的薪资是保障幼儿教师有尊严的工作、生活的前提。 

5.3. 营造民主、和谐的园所环境 

“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愉快的工作氛围、自我满足感、对生命意义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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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等重要因素。”[9]“金钱与肉体都不被认为是了解和影响幸福水平的合适手段。

相反，与员工的谈话以及促进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测量和提升他们幸福感的主要手段。”[10]学校管

理者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园所环境，创设文明友好、互帮互助、公平竞争的工作氛围，将园所打造成

有爱的大家庭，让每一位在职教师感受到温暖，体验到职业幸福感。 
此外，幼儿教师作为幼儿园发展强有力的参与者与推动者，鼓励、支持幼儿教师参与管理，为园所

发展出谋献策，有助于增强园所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推动幼儿园的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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