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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认同状况关乎到整个幼教事业的发展，而实习对其职业认同状况发挥着不可

磨灭的作用。为此，本研究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大三、大四师范生为研究对象，从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态度、职业意志、职业行为倾向四个维度探究本科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情况并提出提升其

职业认同的学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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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status of undergraduate preschool education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eschool education career, and the internship plays an 
indelible role in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status. To this end, this study takes the junior and se-
ni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of Foshan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
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profes-
sional cognition, professional emotion attitude, professional will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ten-
dency, and puts forward school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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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家在法律、财政、相关政策上都高度重视发展学前教育、培养高质量的幼师队伍。学前教

育师范生作为幼师队伍的主要来源，良好的职业认同是其成长为专业幼师、避免职业怀疑的前提。因此

提升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是从源头上确保幼师队伍稳步增长的有效措施。而学校与教育实践作为影

响学前师范生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分析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情况，有助于

帮助学前教育学生明确专业发展方向，提高其职业认同，为未来职业发展与规划做好准备。此外，还能

为学校进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安排等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培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针对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的研究屈指可数，主要集中在其影响因素上，且大多着重关注薪

酬待遇、社会地位对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李波发现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认同培养的影响

因素有薪资待遇、编制数量和社会认同度[1]。许晓辉发现功利和是经济报酬影响学前教育本科生在校生

职业认同的关键因素[2]。李鸾芳从年级差异上探究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情况[3]。国外学者则

更关注学前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GIBSON 探讨了早期儿童教师的职业身份是如何随意产生的[4]。
Weber, S. et al.发现实习经验会对准教师职业认同产生影响[5]。Samuel 发现实习经历对师范教师的职业认

同产生重要影响[6]。 

1.3. 基本理论 

1.3.1. 认同危机理论 
埃里克森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演变，人如果能顺利解决在每个阶段出现的心理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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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出积极的反应，如若不能就会出现认同危机。职业认同危机从属于认同危机，是对自身所从事职

业的价值否定。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危机可以理解为其对未来自身所从事的幼教职业价值的否定

态度。 

1.3.2. 自我效能理论 
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解释为个体对自身能否完成某种活动的能力把握，是对某一任务的胜任感与自

尊、自信等方面的感受。学前教育师范生自我效能感指其对其自身未来从事幼教事业的一种能力判断，

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提升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认同。 

2. 问卷编制 

本研究参考魏淑华[7]等人所编制的职业认同量表，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态度、职业意志、职业行

为倾向四个维度出发制作了主问卷和附加卷，并采用李克特五点式记分法来计分。运用 SPSS22.0 对问卷

进行检验后发现，主问卷和附加卷信度检验结果分别为 0.929、0.916，效度检验结果分别为 0.876、0.789，
这表明两份问卷的信度、效度都较理想。 

3. 基于实习的本科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状况调查 

本研究对职业认同得分情况进行了等级划分：1~2 表示等级为极差；2~3 表示等级为差；3~4 表示等

级为良好，4~5 分表示等级为优秀。 

3.1. 职业认同总体水平分析 

3.1.1. 职业认同总体水平不理想 
分析可知，本科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得分仅为 3.293，十分接近中值，等级评定为“良好”。根

据得分情况可知，四个维度得分情况由高到低分别是：职业行为倾向、职业情感态度、职业认知、职业

意志，得分都不高。其中，职业意志维度得分仅为 2.491，尚且达不到中值，等级评定仅为“差”，其他

三个维度等级可评定为“良好”。再仔细观察各维度得分情况可以发现，各维度得分最小值都为 1 分，

也就是最低分，这表示存在部分师范生职业认同为等级“极差”的情况。综合来看，本科学前教育师范

生职业认同情况并不理想。 

3.1.2. 职业认同知情意三维度认同较低 
学前教育师范生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态度以及职业意志这三个维度中，共有 7 道题目存在较低等

级却占比最大的选项，其中职业认知占 1 道题，为 A4；职业情感态度占 2 道题，为 B1、B3；职业意志

占 4 道题，为 C1~C4。7 道题目选择“不确定”或“不同意”的占比大部分在 40%以上，其中 B3“我喜

欢幼儿，为自己将来是幼儿教师而自豪”选择“不确定”的选项占比更是达到 50%，且 C2“假设将来条

件很苦，我也不会放弃从事幼教事业”与 C3“假设将来工作待遇低，我也不会放弃当幼儿教师”两道题

目选择“不同意”选项的占比最大，分别为 41.3%和 42.39%。可见，大多数本科学前教育师范生在职业

认知、职业情感态度以及职业意志三个维度上存在职业认同不良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3.2. 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3.2.1. 各维度职业认同提升不明显 
基于实习情况，对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各维度进行年级对比可以发现，除职业行为倾向维度由

3.943 升为 4.003，即大三的“良好”等级升为“优秀”等级之外，其他三个维度并无等级提升。其中，

职业认知与职业情感仍然非常接近中值，为“良好”等级，职业意志任低于中值，等级为“差”。四个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55


陈玲玲 等 
 

 

DOI: 10.12677/ae.2023.134255 1608 教育进展 
 

维度的数据在大三、大四师范生之间的差值分别为 0.307、0.063、0.121、0.06，总职业认同提升 0.11 分。

可见，大三、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不仅是在各职业认同维度上，还是总的职业认同情况上，都没有明

显提升，如表 2 所示。 
 

Table 1. Low scor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1. 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低分题项 

维度 非常同意 = 5 
(频率) 

同意 = 4 
(频率) 

不确定 = 3 
(频率) 

不同意 = 2 
(频率) 

非常不同意 = 1 
(频率) 

职业 
认知 

A4：我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3 (3.26%) 32 (34.78%) 43 (46.74%) 11 (11.96%) 3 (3.26%) 

职业 
情感 
态度 

B1：成为幼儿教师是因为我对这一职业的热爱。 

5 (5.43%) 20 (21.74%) 35 (38.04%) 25 (27.17%) 7 (7.61%) 

B3：我喜欢幼儿，为自己将来是幼儿教师而自豪。 

5 (5.43%) 26 (28.26%) 46 (50%) 9 (9.78%) 6 (6.52%) 

职业 
意志 

C1：毕业后若有机会选择其他职业，我仍会选择当幼儿教师。 

3 (3.26%) 9 (9.78%) 40 (43.48%) 29 (31.52%) 11 (11.96%) 

C2：假设将来条件很苦，我也不会放弃从事幼教事业。 

1 (1.09%) 9 (9.78%) 27 (29.35%) 38 (41.3%) 17 (18.48%) 

C3：假设将来工作待遇低，我也不会放弃当幼儿教师。 

1 (1.09%) 5 (5.43%) 23 (25%) 39 (42.39) 24 (26.09%) 

C4：假设家人不赞同，我也不会放弃从事幼教工作。 

0 (0%) 8 (8.7%) 37 (40.22%) 32 (34.78%) 15 (16.3%) 

 
Table 2.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表 2. 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差异情况 

NAME Grade N MIN MAX M SD MEDIAN 

职业认知 大三 
大四 

28 
64 

1.000 
1.000 

4.500 
5.000 

3.107 
3.414 

0.854 
0.759 

3.250 
3.500 

职业情感态 大三 
大四 

28 
64 

1.500 
1.000 

5.000 
5.000 

3.375 
3.438 

0.904 
0.686 

3.250 
3.500 

职业意志 大三 
大四 

28 
64 

1.000 
1.000 

4.200 
4.400 

2.407 
2.528 

0.858 
0.770 

2.300 
2.600 

职业行为倾向 大三 
大四 

28 
64 

1.000 
2.200 

5.000 
5.000 

3.943 
4.003 

0.949 
0.524 

4.000 
4.000 

职业认同 大三 
大四 

28 
64 

1.125 
1.813 

4.688 
4.563 

3.217 
3.327 

0.758 
0.507 

3.344 
3.313 

3.2.2. 具体细项呈现职业认同下降趋势 
在对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各题项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大四师范生较之大三师范生在大部分题

项上呈现职业认同倒退的现象。在 A4、B2 以及 C4 三道题目选项百分比可以看出，大四师范生较之大三

师范生出现了明显的职业认同下降趋势，占比最高的选项分别由“同意”转为“不确定”、“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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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同意”、“不确定”转为“不同意”，都是由较高一级转为较低一级，题目 C4 甚至出现大四师范

生选择“不同意”占比最大的情况。此外，“同意”选项占比最高的题目有 B4、C5、D1~D5 共 7 道题，

其中，除题目 B4 大四师范生选择“同意”项的占比高于大三师范生、D5 题目两年级占比相同之外，其

余 5 道题目均为大三师范生选择“同意”项的占比高于大四师范生，也就是说，在这 5 道题目中存在大

四师范生职业认同情况低于大三师范生的现象；“不确定”选项占比最高的题目有 A5、B1、B3、C1 共

4 道题目，这四道均存在大四师范生选择“不确定”项的占比高于大三师范生的情况，可见，在这些题

目中存在大四师范生职业认同降低的情况；“不同意”选项占比最高的题目有 C2、C3 共 2 道题目，两

道题目均是选择“不同意”向占比大四高于大三的情况，可见在这 2 道题中大四师范生职业认同存在明

显下降的情况。综合上述分析，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较之大三师范生，职业认同总体情况不仅存在提升

程度低的情况，还在具体细项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ll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表 3. 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各维度情况 

维度 年级 非常同意 = 5 
(频率) 

同意 = 4 
(频率) 

不确定 = 3 
(频率) 

不同意 = 2 
(频率) 

非常不同意 = 1 
(频率) 

职 
业 
认 
知 

A4：我对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大三 1 (3.57%) 14 (50%) 8 (28.57%) 2 (7.14%) 3 (10.71%) 

大四 8 (12.5%) 22 (34.38%) 27 (42.19%) 6 (9.38%) 1 (1.56%) 

A5：从事幼儿教育事业能够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大三 0 (0.00%) 6 (21.43%) 16 (57.14%) 4 (14.29%) 2 (7.14%) 

大四 3 (4.69%) 26 (40.63%) 27 (42.19%) 7 (10.94%) 1 (1.56%) 

职 
业 
情 
感 
态 
度 

B1：成为幼儿教师是因为我对这一职业的热爱。 

大三 3 (10.71%) 5 (17.86%) 9 (32.14%) 6 (21.43%) 5 (17.86%) 

大四 2 (3.13%) 15 (23.44%) 26 (40.63%) 19 (29.69%) 2 (3.13%) 

B2：当听到称赞有人幼儿教师这一职业时，我感到欣慰。 

大三 12 (42.86%) 11 (39.29%) 3 (10.71%) 1 (3.57%) 1 (3.57%) 

大四 19 (29.69%) 37 (57.81%) 4 (6.25%) 3 (4.69%) 1 (1.56%) 

B3：我喜欢幼儿，为自己将来是幼儿教师而自豪。 

大三 3 (10.71%) 7 (25%) 12 (42.86%) 2 (7.14%) 4 (14.29%) 

大四 2 (3.13%) 19 (29.69%) 34 (53.13%) 7 (10.94%) 2 (3.13%) 

B4：我愿意向他人介绍幼儿教师这一职业。 

大三 4 (14.29%) 13 (46.43%) 6 (21.43%) 1 (3.57%) 4 (14.29%) 

大四 7 (10.94%) 32 (50%) 14 (21.88%) 10 (15.63%) 1 (1.56%) 

职 
业 
意 
志 

 C1：毕业后若有机会选择其他职业，我仍会选择当幼儿教师。 

大三 2 (7.14%) 0 (0.00%) 11 (39.29%) 9 (32.14%) 6 (21.43%) 

大四 1 (1.56%) 9 (14.06%) 29 (45.31%) 20 (31.25%) 5 (7.81%) 

 C2：假设将来条件很苦，我也不会放弃从事幼教事业。 

大三 0 (0.00%) 3 (10.71%) 8 (28.57%) 10 (35.71%) 7 (25%) 

大四 1 (1.56%) 6 (9.389) 19 (29.69%) 28 (43.75%) 10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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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C3：假设将来工作待遇低，我也不会放弃当幼儿教师。 

大三 0 (0.00%) 2 (7.14%) 5 (17.86%) 10 (35.71%) 11 (39.29%) 

大四 1 (1.56%) 3 (4.69%) 18 (28.13%) 29 (45.31%) 13 (20.31%) 

C4：假设家人不赞同，我也不会放弃从事幼教工作。 

大三 0 (0.00%) 3 (10.71%) 12 (42.86%) 6 (21.43%) 7 (25%) 

大四 0 (0.00%) 5 (7.81%) 25 (39.06%) 26 (40.63%) 8 (12.5%) 

C5：假设幼儿过于调皮捣蛋，我也不会放弃当幼儿教师。 

大三 1 (3.57%) 11 (39.29%) 8 (28.57%) 5 (17.86%) 3 (10.71%) 

大四 3 (4.69%) 20 (31.25%) 16 (25%) 19 (29.69%) 6 (9.38%) 

职 
业 
行 
为 
倾 
向 

D1：幼儿园实习期间，我会积极将学前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联系。 

大三 7 (25%) 17 (60.71%) 2 (7.14%) 0 (0.00%) 2 (7.14%) 

大四 15 (23.44%) 40 (62.5%) 6 (9.38%) 3 (4.69%) 0 (0.00%) 

D2：幼儿园实习期间，我会积极投身于保教实践中，提升教育技能。 

大三 8 (28.57%) 18 (64.29%) 0 (0.00%) 0 (0.00%) 2 (7.14%) 

大四 14 (21.88%) 46 (71.88%) 3 (4.69%) 1 (1.56%) 0 (0.00%) 

D3：幼儿园实习期间，我会经常在教育实践后反思自己的不足。 

大三 6 (21.43%) 18 (64.29%) 2 (7.14%) 0 (0.00%) 2 (7.14%) 

大四 11 (17.19%) 46 (71.88%) 6 (9.38%) 1 (1.56%) 0 (0.00%) 

D4：幼儿园实习期间，我会及时改正自己在教育实践中的不足。 

大三 7 (25%) 18 (64.29%) 1 (3.57%) 0 (0.00%) 2 (7.14%) 

大四 14 (21.88%) 46 (71.88%) 3 (4.69%) 1 (1.56%) O (0.00%) 

D5：幼儿园实习期间，我会对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这一目标进行清晰规划。 

大三 6 (21.43%) 14 (50%) 5 (17.86%) 1 (3.57%) 2 (7.14%) 

大四 7 (10.94%) 32 (50%) 21 (32.81%) 3 (4.69%) 1 (1.56%) 

4. 影响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学校因素分析 

4.1. 对学校因素的总体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大四师范生对学校相关设置认同程度的总体得分为 3.491，为“良好”等级，且

六个子维度的得分也均介于 3 与 4 之间，都为“良好”等级。各个维度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可列为：

3.781 > 3.516 > 3.477 > 3.464 > 3.445 > 3.254，即授课教师 > 硬件设施 > 校园文化 > 培养目标 > 课程

设置 > 实习安排，其中，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对授课教师的认同程度最高，对学校的实习安排认同程度

最低。总体上看，除授课教师维度得分相对较高外，其他各维度的得分情况与学校因素的总体得分都较

为接近均值，得分等级并不算高。也就是说，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对学校相关设置的认同或满意程度并

不高。 

4.2. 对学校因素的各维度分析 

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学校因素分别和实习安排、授课教师、课程设置、硬件设施、校园文化以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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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共 6 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相关系数值均呈现大于 0.01 水平的显著性，可知学校因素与各维度

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按相关性高低对各维度进行排序，可得：培养目标 > 实习安排 > 校
园文化 > 课程设置 > 硬件设施 > 授课教师。 

64 名已实习学前教育师范生在大部分题目中选择“同意”选项的占比最高，选择“非常同意”或“非

常不同意”两个选项的占比比较少。其中，授课教师维度选择“同意”及以上选项占比最高且明显高于

其他选项；培养目标、硬件设施以及课程设置三个维度选择“不确定”及以下选项的总占比均将近 50%；

校园文化维度选择“同意”及以上选项占比低于 50%；在实习安排维度，四道题目选择“不同意”选项

的占比最高，选择“非常同意”选项的占比均为 0%，选择“不同意”选项的占比均高于 10%，且均有“非

常不同意”选项。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学前教育已实习大四师范生对授课教师较为满意，对培养目标、

硬件设施以及课程设置三个维度的学校设置认同较为一般，对校园文化认同程度较不好，对实习安排最

不满意。由此可见，从学校层面提升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就必须对培养目标、校园文化、硬件设

施、课程设置、授课教师、实习安排各个方面进行改进，如表 4 所示。 
 

Table 4. Ansquestions in additional volumes 
表 4. 附加卷各题目答题情况 

培
养
目
标 

a1：通过实习，我认为本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清晰明确，切实可行 
3 (4.69%)   31 (48.44%)   24 (37.5%)   6 (9.38%)   0 (0%) 

a2：通过实习，我认为本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能够展示出本专业的特色 
3 (4.69%)   32 (50%)   23 (35.94%)   4 (6.25%)   2 (3.13%) 

a3：通过实习，我认为本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制定与社会需求密切吻合 
3 (4.69%)   33 (51.56%)   17 (26.56%)   11 (17.19%)   0 (0%) 

校
园
文
化 

b1：学校“教书育人”、“尊师重道”的氛围在我实习过程中发挥着很强的示范作用 
6 (9.38%)   25 (39.06%)   23 (35.94%)   10 (15.63%)   0 (0%) 

b2：学校开展的教育类竞赛 (如教师技能大赛)和职业规划讲座对我实习的帮助很大 
1 (156%)   29 (4531%)   26 (4063%)   8 (125%)   0 (0%) 

硬
件
设
施 

c1：学校的硬件设施完备，便于我实践操作，为我实习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2 (3.13%)   35 (54.69%)   20 (31.25%)   7 (10.94%)   0 (0%) 

c2：学校的硬件设施经常运用到日常教学中，为我实习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3 (469%)   35 (54.69%)   19 (29.69%)   7 (10.94%)   0 (0%) 

课
程
设
施 

d1：通过实习，我认为我校的学前教育课程十分符合专业特色 
1 (1.56%)   36 (56.25%)   20 (31.25%)   6 (9.38%)   1 (1.56%) 

d2：通过实习，我认为我校的学前教育课程十分符合时代特色 
2 (313%)   33 (5156%)   19 (2969%)   10 (1563%)   0 (0%) 

授
课
教
师 

el：授课老师有着扎实的专业理论，是我实习的榜样 
7 (10.94%)   42 (65.63%)   12 (18.75%)   3 (4.69%)   0 (0%) 

e2：授课老师的教学方法丰富，内容生动，是我实习的榜样 
4 (6.25%)   35 (54.69%)   22 (34.38%)   3 (4.69%)   0 (0%) 

e3：授课老师工作认真，人格高尚，是我实习的榜样 
7 (1094%)   44 (6875%)   12 (1875%)   1 (156%)   0 (0%) 

实
习
安
排 

f1：我很满意学校对实习生的指导方式 
0 (0%)   21 (32.81%)   29 (45.31%)   12 (18.75%)   2 (3.13%) 

f2：我很满意学校对实习时间、地点等方面的安排 
0 (0%)   22 (34.38%)   28 (43.75%)   11 (17.19%)   3 (4.69%) 

f3：实习前，学校指导老师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教学指导和技能训练 
0 (0%)   22 (34.38%)   26 (40.63%)   12 (15.63%)   4 (6.25%) 

f4：实习期间，指导老师会在我遇到问题时提供支持。 
0 (0%)   20 (31.25%)   29 (62.5%)   11 (17.19%)   4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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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学校策略 

5.1. 制定清晰培养目标 

研究结果显示，培养目标在影响师范生职业认同的学校因素中相关性最高，但该维度的得分却较低，

仅有 3.464 分，且在具体题项中，有将近半数的同学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表示不清楚或不认可。结合访

谈可知，大部分学前教育师范生至今依然不能清楚知道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有的同学甚至认为院校并无

设置培养目标。也有部分同学表示培养目标太过繁冗，不易理解与记忆。因此，本研究认为，院校可以

在已有培养目标基础上，将相关内容进行简化。可根据专业特色编制为朗朗上口的童谣、诗句或者言简

意赅的成语，以便本专业同学快速理解。再者，院校应加强对培养目标的宣传。可以从大一新生开始，

通过视频宣传、专业演讲会、专业介绍会、师兄师姐说专业、班主任介绍等诸多方式进行宣传，让师范

生从入学开始就了解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5.2. 营造良好校园氛围 

在“学校教书育人、尊师重道的氛围在我实习过程中发挥着很强的示范作用”以及“学校开展的教

育类竞赛(如教师技能大赛)和职业规划讲座对我实习的帮助很大”两道题目中，均有超过半数的同学选择

了“不确定”或“不同意”。结合访谈可知，许多同学认为平时与老师接触不密切，学校内与学前教育

专业直接相关的比赛也很少。因此，本研究认为学院可以借鉴研究生院举办的“十佳师生”比赛，设置

本科组与宣传良好师生关系的有关的比赛，也可以以视频或推文等形式，在学院官网、公众号等平台进

行宣传，营造出“尊师重道”、“教书育人”的校园氛围。此外，学院还应加大学前教育相关比赛的举

办力度，加强学前教育师范生相关技能的评比，可以举办诸如学科知识竞赛、蒙台梭利操作竞赛、舞蹈

竞赛、美术竞赛、钢琴竞赛、声乐竞赛等相关比赛，并且不能虚于形式，要关注学生相关技能的提升进

度。 

5.3. 完善相关硬件设施 

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同学对院校的硬件设施表示较为满意。但在访谈中有部分同学表示，存在钢

琴室内多台钢琴和耳机失灵，没有专属舞蹈练功房，电脑室多台电脑损坏以及知网无下载论文权限等问

题。硬件设施是师范生提升专业技能的必要物质条件，据此，建议院校定期安排专业人员对钢琴室的钢

琴进行调试与检查，对已损坏的耳机进行维修或重新购置；根据专业需求，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室，

以便学生进行日常训练；电脑室也要安排专业人员负责，满足学生上课时的用机需求；学校图书馆也要

经常了解学生的阅读需求，丰富数据库，按需购买知网、万方、维普等平台权限。 

5.4. 合理设置专业课程 

根据访谈结果，大部分学前教育师范生表示专业课程设置丰富，但存在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比例不

合理、课程授课学期安排不合理、课程衔接不合理等问题。大部分学前教育同学表示本专业的理论课程

偏多，实践课程很少；许多大四师范生认为大四精力少，应该学习与本专业直接相关的内容，以便为接

下来实习与工作做准备，认为不应该在大四时学习与专业关系不大的《英美文化课程》；也有师范生表

示自己在大一时学习乐理课(属于理论课不需要进行实操)，但直到大三时才学习钢琴课，导致大三时相关

乐理知识已全然忘记，认为课程衔接极不合理。对此，本研究认为，院校应该对课程进行合理安排，合

理调节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既要学理论，也要重实践；还要根据不同学年的变化进行课程安排，

将公共课程设置在大一大二时，将专业课程主要设置在大三大四时，还应适当考虑学生的精力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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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注意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衔接，注意不要将有关联的课程切分开来，如可以将乐理课与钢琴课设

置在一起，将声乐课与弹唱课设置在相互衔接的学期。 

5.5. 切实完善实习计划 

教育实习是影响职业认同的重要前置因素。结合问卷与访谈数据可知，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对院校

的实习安排最不满意，也有不少同学表示实习经历使自己不想从事幼教行业。可见，学校对实习的相关

安排直接影响实习的质量。因此，本研究认为，院校应在实习前遴选出多所高质量的实习单位，组织指

导老师前往实习单位进行考察，沟通相应的实习任务与计划，并提前组织师范生学习相关实习技能与经

验，还应该充分考虑实习生们的合理需求，以确保实习单位与实习生双向接受；在实习过程中，院校还

应安排指导老师定期前往实习单位观察、了解实习生的工作情况，及时接受实习生的合理实习反馈并做

出相应的调整，还要对师范生所遇到的实习困难进行专业的指导与记录，从而不断完善实习计划；在实

习结束后，要组织实习生编写实习日志、实习感悟、听课记录等相关资料，帮助师范生总结实习经验，

还要及时与实习单位进行沟通，了解实习单位对师范生实习情况的反馈，从而总结并完善实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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