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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一直被社会所忽视。不健康的心理压力问题不仅会给教师身心带来影响，

更直接关系着幼儿的健康成长。因而幼儿教师心理压力问题需得到关注和重视。本研究共访谈20名同一

所幼儿园里的教师，基于扎根理论原理，借助Nvivo11.0软件对资料内容进行逐级编码，对幼儿教师心

理压力源和应对方式进行分析，得出幼教面临来自工作、家庭、生活、人际等各方面压力，并提出应对

压力的策略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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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preschool teachers has been neglected by the society. 
Unhealthy psychological stress will not only affect teachers’ body and mind,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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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Therefore,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is study, 20 teachers in the same kindergarten were interview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rounded theory, the data content was coded level by level with the help of nvi-
vo11.0 softwa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sources and coping styl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were 
analyz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were facing pressure from work, family, life, 
interpersonal and other aspects, and strategic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cope with the pres-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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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压力是在某种情境下，个体心理上所感受的某种程度的困惑、焦虑和威胁、压迫。现如今，不同地

域、不同职业的人每天都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幼儿教师也不例外。社会、家长对幼儿教师的高期

望，幼教改革的不断深化带来对幼儿教师的能力素质、专业水平等各种素养的高要求，以及减员增效、

岗位聘任、晋升晋级等都会成为幼儿教师的压力源[1]。有学者研究表明，幼儿教师若承受持久的工作压

力，会严重危害自身的身心健康，不仅会导致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的降低，还会对幼儿健康人格的形成

不利影响[2]。由于幼儿这个特殊群体有其独有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就意味着幼儿教师

的工作特殊而又复杂，其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和幼教素养，还要具备稳定健康的心理和情绪。 
但心理情绪等方面的问题很难像专业知识一样通过考试来认定，即使能够认定也无法保证其不发生

变化，所以难以测量和察觉，而一旦教师面临严重的心理压力或疾病，就会给儿童带来不良的示范效应

或价值引导，甚至还会危害幼儿的身体和心理健康[3]。有研究表明，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良

好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则心理损害的危险程度可达 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4]。因此，教

师自身要具备自我调节和应对能力。本文将了解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压力源并评估其自身应对方式的有效

性，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即如此，不同背景、经验及性格的教师在面对同一件事情时，

会有不同的想法、感受和解决方式，所表现的压力程度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方法使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

究方法，了解不同教师所面临的问题与解放方法。随机抽取包头市 A 幼儿园中的 20 名幼儿教师，采用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进行资料收集，根据内容共性，总结主要的心理压力源以及分析其应对方式并给出相

应建议。 

2.1. 研究样本 

在包头市九原区 A 公立幼儿园的 45 名教师中选择 20 名一线教师，经协商在匿名情况下愿意接受访

谈，访谈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0 日。本研究共访谈 20 名教师，年龄 25~38 岁，男 1 人，女 19 人；主、

配班教师各 9 名，保育老师 2 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郝健霞 
 

 

DOI: 10.12677/ass.2022.119513 3749 社会科学前沿 
 

2.2. 研究方法 

首先以面对面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形式来获取幼儿教师回答的原始素材。经过对幼儿园的简单了

解后，依次与 1 名被访者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交流，访谈时间为 15~30 分钟，征得同意后用电子设备记

录访谈信息及内容，访谈围绕的问题：1) 在幼儿园工作感觉自己有压力吗？2) 压力主要源于哪些方面？

3) 一般用什么方式缓解压力？4) 现存压力对目前工作有什么影响？ 
收集完毕对研究资料分析编码，采用专业质性研究软件 Nvivo11.0 对访谈资料进行整合、归纳、分

析。仔细阅读访谈记录，按照 P1~P20 依次编码每个被试的访谈记录。本研究共收集 20 位采访者的回答

资料，通过三级编码找出语句中一般概念形成节点，使用文献研究法和语句分析法分析访谈内容，通过

Nvivo11.0 软件以三角交叉的方式完成编码。 

2.3. 编码过程 

2.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实践的第一步，是从访谈资料中发现一般概念类属和范畴的操作化过程。具

体过程是先将访谈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提取重要语句，并为无结构的语句赋予初始概念，进行概念

间的比较和重新组合，形成更具概括性的范畴。本文从访谈的心理压力来源这一环节提问得来的原始语

句入手，对相似的概念进行整合，提炼出初始概念，然后依据各概念间的内涵关系将概念形成核心范畴。

最终形成 12 个范畴，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Open coding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part) 
表 1. 心理压力源开放式编码结果表(部分) 

部分原始语句 初始概念 范畴 

A1“…老师总是凶孩子，纠正芝麻大小的问题，但孩子需要养成一个

好习惯，理论与实践是有差距的…” 实践停留在理论层面 
B1 缺乏教学实

践 
A2“…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落入实践中总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 

A3“…我总是按照每周计划来执行，只想完成任务，却忘记了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太急功近利了…” 
注重计划完成 

A4“…孩子对入园的抗拒以及入园后不适应等时有发生，午休时一直

哭闹，刚开始我很措手不及…” 
缺乏经验 

B2 教育教学能

力不足 
A5“…专业上我不如其他老师理论知识强，害怕公开课…” 专业限制 

A6“…书面工作任务很多，但是要求认真对待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学

习新的理念和方法…” 
缺乏培训 

A7“…看似是面对着小孩子，但是每天的计划周密，每个环节都不能

轻易的一带而过…” 
任务安排紧密 

B3 工作任务繁

重 A8“…我还得完成很多教案工作，写教案、计划、、出微信平台以及

与家长的联系与反馈，要写的材料很多…” 
书面工作繁杂 

2.3.2. 主轴编码 
扎根方法的第二步是主轴编码，可以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从初始范畴中找出主

范畴，直接把访谈资料相关联的地方横向比较。该过程中，要理清初始范畴和主范畴之间的联系，避免

初始范畴放错、遗漏初始范畴错误的出现。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获得的 12 个初始范畴进行分析归

纳，最终形成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生活压力、人际压力等四个主范畴。主轴编码过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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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ain axis coding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表 2. 心理压力源主轴编码结果表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工作压力 

B1 缺乏教学经验 大多教师工作后缺乏实践，实际教学观点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并受到任务的

过多限制 

B2 教育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很多受到专业限制，在幼儿园工作经验少，在园内也缺乏培训 

B3 工作任务繁重 平时工作任务安排紧密繁多，并且书面教案工作繁杂 

B4 职业角色未得认可 遭到社会上对职业的轻视，以及家长传统观念对职业的干扰和否定 

家庭压力 

B5 养育孩子 教师是教师也是孩子的父母，缺乏陪伴时间和外界支持，并且自身对子女

期望过高。 

B6 夫妻矛盾 有家庭的幼教，会因家务分配、育儿主体等问题产生纷争 

B7 父母期望 父母过度关注子女的感情生活，并对子女的职业执一己之见 

生活压力 

B8 经济压力 多数教师，认为其收入与付出是不匹配的，在培养子女方面支出较大，并

且买房贷款和超前消费还款压力较大 

B9 健康困扰 一方面是教师自身的疾病如鼻炎、咽炎等给工作带来困扰，另一方面是处

于职业倦怠期时产生的无助疲倦感 

B10 琐事纠纷 工作之外的生活上的意外纠纷和损失给自己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心理压力 

人际压力 

B11 同事关系 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的关系，有些处于比较尴尬的相处模式 

B12 管理者评价 幼儿园内的管理者或疏忽教师的努力或有失公平等情形给教师带来打击，

教学实际情况了解的缺乏使得提出的要求与实际相脱节 

2.3.3. 选择式编码 
在选择式编码阶段主要是形成范畴间的关系，从逻辑关系角度出发，找到包含范畴关系的主范畴间

的逻辑关系各种压力直接会互相作用，最终相互影响，压力交互。为保障研究的可信度，则遵循饱和度

检验的原则，即检验组样本反映的信息不能提炼出新的概念或范畴，则认为概念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此

时即可以开展相关范畴归纳，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sults of selective coding of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表 3. 心理压力源选择式编码结果表 

主范畴 作用方式 范畴内涵 

工作压力 核心作用 工作中的问题对压力影响是最主要最核心的，是主要的压力来源 

家庭压力 辅助作用 家庭带给教师的压力是长期并隐形的，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种推动压力的作用 

生活压力 根本作用 生活中的经济和身体影响是造成压力的最根本的作用 

人际压力 直接作用 人际上的与同事和管理者的压力会直接对情感造成压力 

 
通过访谈的心理压力应对分析这一环节提问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得出大部分教师在面对压力时，都

能清晰准确的知道自己的状态是有问题的，并也会积极主动的去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避免带给工作不

良影响，尝试多种方式来改变现状。通过同心理压力源的编码的相同方式，得出 12 个范畴，又归纳出 4
个主范畴，分别是解决问题、他人相助、自我调整、主动退避。如下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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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spindle coding of pressure response mode 
表 4. 压力应对方式主轴编码过结果表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解决问题 
B1 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能力不足就制定新的计划充实自我，刻苦努力 

B2 寻求他人帮助 关于工作方面的困惑，请教同事和管理者，答疑解惑 

他人相助 
B3 亲人及子女陪伴 亲人及子女的陪伴最为治愈，可以找到努力的动力。 

B4 求助朋友 将自己面临的压力和烦心事，讲给倾听者，寻求建议 

自我调整 

B5 跑步健身 通过运动来缓解压力 

B6 制作美食并大吃一顿 亲自做美食并通过吃来排解，让人有满足感 

B7 进行娱乐活动 通过玩游戏、看电影等活动来释放压力 

B8 改变工作模式 改变工作模式，调整计划，寻求效率 

B9 适当休息或外出旅游 适当的休息非常重要，选择适当外出也会放松情绪 

主动退避 

B10 减少想入非非 不去多想让自己深陷焦虑，减少内疚感 

B11 故意表现不在意 对事物表现的不在意，来减少未完成的痛苦感 

B12 告诉自己能力有限 接受自己，适当提醒自己能力有限，减少焦虑感 

 
因此，心理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理论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and coping styles 
图 1. 心理压力源及应对方式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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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心理压力源 

3.1.1. 工作压力 
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普遍的核心压力来源于工作压力，包括缺乏教学经验、自身教育教

学能力不足以及日常繁重的工作带来的压力，还有他人对于幼教职业的偏见与家长的传统思想对教师的

干扰等都会给幼儿教师带来恐惧压力和焦虑情绪[5]。大多数教师都是通过区域的统一招聘考进幼儿园，

但由于专业限制等也存在很多不适应，缺乏教学经验和教育教学能力不足使得他们一开始就面临很大的

工作压力。P2：“……鲜少和这么小的孩子，还有点手足无措的……”。而对于在园里工作的时间相对

较长的，老师是上下午的进行倒班，上午上完课，下午的时间有很多教学准备任务，如写教案、准备教

具、出微信平台、开会等，还得抽时间布置主题墙，观察植物角，做环创等，有些工作过于形式化，意

义不大却浪费时间和精力。P1：“……我不喜欢写园里的材料等，很繁琐，有时还得出手抄报，实际作

用很有限，都是形式……”。除此之外，幼教还一直遭到社会和家长等的偏见与质疑。 

3.1.2. 家庭压力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压力多多少少都会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这同时也是一种动力

的压力，只不过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家庭带来的压力来自不同的方面，对于幼教来说，采访后发现，家

庭压力很明显的分两种情况，未婚教师和已婚教师。对于未婚教师来说，这方面的压力存在但不足以对

教师有大的困扰，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很高，表现在催促感情进展并试图改变子女工作等。而对于已婚的

教师来说，子女教育问题和夫妻关系一直是问题。工作与孩子的成长总是冲突的，并且夫妻关系总会面

临鸡毛蒜皮的事情所致不和谐，比如家务分配、陪伴孩子等问题，很容易影响教师的情绪。P13：“……

回到家还得做饭做家务，辅导孩子作业，忙里忙外的，身心俱疲……”。 

3.1.3. 生活压力 
这个阶段的教师，正是可以成家立业的年纪，而经济压力绝对是生活压力中最浓重的一抹暗色，多

数教师提出在幼儿园中的收入与付出是不相符的，培养子女的教育支出较大，并且受买房贷款和超前消

费的贷款平台还款压力较大。经济水平反应一个个体的生活质量，是个体的物质基础，只有坚实了物质

基础，生活压力才会减少。而身体为生活提供生理基础，健康的困扰也是教师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出处，

一方面是教师自身的一些疾病如鼻炎、咽炎、通风等给工作带来困扰，另一方面是处于职业倦怠期时产

生的无助疲倦感，长期的不健康的状态以及生活琐事的消耗纵使有再大热情教学，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P16：“……最近状态特别不对，我总是有一种无助感，想应付了事……”。 

3.1.4. 人际压力 
人是一种社会群体的生物，我们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单独生存，而人际交往就是每个人最根本所要直

面的，而人际压力对人的压力影响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存在，与人交往就会发生物质和情感的交换。负面

情绪会使我们在情感上有压力，但不可能不遭遇不面对，也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喜欢自己，所以就会产

生一些同事交往和与领导交往的问题，如果不顺利，就会产生一些压力，例如现在的一些“社交恐惧症”，

“社恐勿扰”等词汇层出不群。这主要表现在与同事交往方面。P10：“……我平时和其他教师的关系都

是敬而远之，大家都是为了工作……”。也会与管理者相处的压力，比如在面临优胜劣汰时，领导故意

疏忽你的努力，有失公平的提拔别人时。还有就是管理者与实际教学相脱节，总提出一些理论层面的要

求，但是操作性并不强。P5：“……有时候要求其实比较夸张，慢慢的就不了了之了，本身就是一种有

悖于实际操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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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心理压力应对方式 

3.2.1. 解决问题 
这种应对方式是大多数拥有健康心态的教师首先想到的，他们表示自己是可以知道现在的状态是有

问题的，并且也迫切的想去改变，很想积极的解决问题，比如了解到教育教学能力的不足后，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制定计划来学习知识，提升能力，主动的多看多听多学来积累教学经验。当了解到的知识有限

时，就要虚心的寻求其他同事和管理者的帮助。对症下药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解决了当

下觉得最有压力的事，就觉得一身轻松，同时工作积极性和效率都将提高。P4：“……很多课程理论都

不知道，那我就恶补课程各种典型的幼儿园课程……”。P17：“……先自我安慰了，然后想办法解决，

比如钱还不上，就找人借，总有方法的……” 

3.2.2. 他人相助 
他人相助是他人有意或无意的带给承压者的一种精神帮助。比如，亲情对于人类占很大的比重，有

些教师反映当回到家和父母聊天、看电视剧都会觉得坏心情走了一大半，P2：“……我最放松的状态就

是下班和父母吃饭一起追剧，有家人的陪伴我觉得很幸福……”。有小孩的教师有很多都反映，最治愈

人心的是自己的孩子，P3：“……比如我对女儿的投入比较大，但是女儿带给我的陪伴与欢乐也是无价

的，所以每当看到女儿活蹦乱跳的，我也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即不能一直禁锢在自己的世界

中，他人善意的聆听与陪伴是最好的减压方式。 

3.2.3. 自我调整 
访谈中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自我调整，跑步健身、大吃一顿、看电影、玩游戏等来转换大脑，缓解

压力。要改变现在的糟糕的状态，寻求新的方式和效率。P13“……选择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来舒缓

压力，比如看书、画画、手工……”。P20“……也会通过跑步的方式来缓解，通过跑步发现运动真的是

一个舒缓压力的好方法，运动过后自己的心情就会好点，晚上也入睡的快了……”。在工作劳累时，也

有很多教师提出选择适当的休息，他们强调这种休息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而是出去散心，去看书、

逛街、带孩子玩等等，也有通过旅游来犒劳自己。P3：“……每次周六日休息，都会带女儿去图书馆、

书城看书买书，而且也会带她去游乐园玩或逛公园放风筝等……”。 

3.2.4. 主动逃避 
少部分人选择回避方式，这种方式大部分人都用过，但很少觉得这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这个时

候选择不去思考，暂时放这些烦恼的事情放下，或者是故意装作对这件事情的不在意来降低自己的预期，

让自己在面对不好结果时不会失望。还有教师会选择接受自我，告诉自己能力是有限的，从而减少内疚

感。P11：“……但是当压力到达顶峰时，自己也会选择主动去逃避，不去解决，先暂时放下一段时间，

有些时候那个事态也不会随时间发展变得更恶劣，没有过多的损失。暂时的逃避可以转换一下心情，再

去解决一下效率会更高……”。P6：“……有时工作中会出现纰漏，我总是很自责，但下了班，我安慰

自己，现在能力还不强大，要学会接受自己的错误和不完美……”。 
综上，经研究发现，幼儿教师面临着来自工作、家庭、生活、人际等方面的多重作用压力，不同情

况下，压力所作用的方式和程度都不相同。虽然教师面临多重压力，但他们自身都在积极的想办法缓解

加应对，会尝试解决问题、他人相助、自我调整、主动退避。 

4. 讨论与建议 

幼儿教师的工作充满了压力，而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仅会对幼教自身的身体和心理产生影响，

严重的还会受不良情绪的影响阻碍工作或是给幼儿身心造成伤害。但适当的压力可以提升教师工作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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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升工作的效率，除了教师本人的积极调控压力外，为教师创造一个舒适、和谐、积

极向上的工作环境以及逐步减轻繁文缛节的部分工作内容，从而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尤为重要，同样社会

支持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与调适。 

4.1. 创建互助高效的工作氛围 

幼儿园是幼儿教师输出知识与情怀的直接场所，其不仅是一个让幼儿健康成长的堡垒，更是让幼儿

教师为了心之热爱事业而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在和谐高效的工作环境中，教师可以始终以稳定积极的

心境完成工作。首先，从提升园内基础设施入手，比如可以设立开放共享的小型图书馆，提供教师阅读

的时间和空间，可订阅与学前教育相关的期刊杂志等帮助教师获取最新的理论知识，园长也要了解每一

位教师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尽可能的解决教师现存的问题和困扰。其次，给新手教师多一些宽容和机会，

新手教师教学能力不足，缺乏教学经验而压力很大，此时更应提供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并组织教师参加

专家讲座和外出交流和学习，使得教师对所从事的事业一直抱有很高的期待与热忱，并一直赋予自我信

心。最后，在工作内容上，取消一些流于形式的不必要的案头工作，鼓励高效率工作，不加班，不占用

休息时间，还教师独立的个人空间，给予教师有意义的反馈，多采用分享合作的方式减轻教师的工作负

担，形成良好高效的工作氛围，这样幼儿园才会有归属感，教师才能不把工作当负担，并乐在其中。 

4.2. 关注教师心理发展与变化 

心理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会发生变化的过程，也许刚入职的教师并没有心理问题，但是随着职业生

涯的变化和家庭因素等的影响，教师心理发展产生变动，这都是非预期的结果，幼儿园要为教师提供心

理建设的保障，关爱教师心理健康。在园内开展心理咨询室是一个必要的方式，可时刻注意幼儿教师和

其他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定时对幼教进行心理测评，可以做好反馈，建立心理档案，也可找专家给

予测评，对有必要干预治疗的教师进行帮助和指导，即可早发现、早干预，能有效避免和消除不良心理

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每一位教师的心理健康。也可以在园内设置休息室、宣泄室、娱乐室等，定

期组织教师参加娱乐活动或者是“无压力畅聊”活动等，使得大家坐下来一起交流策略、逸事等促进教

师互相学习相互成长。不仅是儿童使用成长档案袋，教师同样适合，为每位新入职的教师都建立成长记

录袋，可记录有关家庭、工作等内容，教师从中学习反思，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4.3. 提高教师自身的抗压能力 

教师是自己情绪和压力的直接调控者，俗话说“没有人能感同身受，能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因

此，教师要做自身心理压力的主人，懂得控制和宣泄压力。首先，教师自身要热爱幼儿教育事业，才具

有克服万难的勇气去全身心的应对困扰而投入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建立适宜的目标，一点点的实

现目标，提高专业素养，从而体验其中的成就感，也要建立合理的期望，期望要与能力相匹配，要接受

自己的错误和不完美。其次，教师要处理好家庭和生活中的压力，多与亲人、爱人沟通交流，指明自己

面临的现状和问题，多向他人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寻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采用胡乱宣泄或者是憋着不

说等方式。最后，自身也要学习和掌握心理知识与技能，全面客观的定位自我，提升自我素养。自身可

以通过休息、娱乐等方式缓解压力，比如运动、诉说等方法都是大家一致认为比较有效的，只有多面看

待压力，采用积极健康的方式去应对解决问题，提高自我效能感，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4.4. 增进社会对幼教职业的理解与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全社会联动，才能更好从外部更好的排除教师心理压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部门应加强关于教师心理健康的关注与研究，并且在培养幼教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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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提升幼教信心并赋予职业意义。在社会中他人也要消除对幼教工作的偏见，幼儿教师是一个拥有资

格证书的职业，可见其工作的专业性，不要贬低幼教的社会地位，并且幼儿教师和幼儿都是平等的关系，

不存在服务者的关系，因此家长也无需对待教师指手画脚。最关键的是幼教背后的家庭的鼓励和支持。

因此，只有建立稳固的社会、学校、家庭一体化的心理健康保障机制，才能真正维护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4.5. 协调教师同伴与上下级管理关系 

阿德勒心理学指出，人类的一切烦恼皆来自于人际关系。幼儿园要重视建立公平友爱的人际氛围。

从促进同伴关系的角度来看，园内应多角度看待每一位教师的背景、能力及性格等，合理分配主、配班

教师的搭配与分工，减少不合适的教师在一起搭档工作的麻烦，要多组织期末经验分享会，教师相互赞

赏等活动，促进教师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从协调上下级管理关系的角度来看，幼儿园的行政管理者应多

去亲身实践，了解一线的课程与教师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要求，不流于形式，并提高对教师的认同

感。而且管理者也要走进教师，多和教师谈心交流，了解教师的真实想法和感受等，在实际工作中也要

敏锐的洞察教师现有的工作和情绪压力，主动为教师提供帮助，提升教师工作的幸福感。  
综上，幼儿教师在工作期间会承受各种压力，但是处理得当压力就会转为动力，从教师角度可提高

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抗压能力，从幼儿园角度要创建互助高效得出工作环境并关注教师心理变化并协调好

教师的人际关系，从社会角度看，社会要消除职业偏见与性别偏见，幼儿家长和教师家庭也要多给予教

师宽容和理解。只有各方面都协调一致，幼儿教师的发展就会更加健康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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