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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幼儿教师作为乡村幼儿教育的承担者和实施者，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乡村学

前教育事业的质量。为此，我们对1220名乡村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

主发展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时受入学时学历、是否有编制、是否为独生子女、幼儿园级别、幼儿园规

模等个人因素和园所因素的影响。入学时学历为本科的乡村教师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学历

教师；无论是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层面还是各维度的层面上，省示范园教师都优于一般幼儿园教师；有编

制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无编制教师；幼儿园规模在25个以上班级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

其他幼儿园规模的乡村教师；作为独生子女的教师，其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不是独生子女的教师。乡

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提供多方面的专业自主发展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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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ndertaker and implementer of rural preschool education,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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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vel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rural pre-
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 survey of 1220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of these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at the 
upper-middle level and it is affected by academic qualification at the time of enrollment, whether 
they have establishment,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kindergarten level, kindergarten size 
and others on personal factors and kindergarten factors. Rural teachers who have bachelor’s de-
gree at the time of enrollment are better than teachers with ot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n terms 
of overall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whether it is at the level of overall professional self-deve- 
lopment or at the level of various dimensions, provincial model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better 
than ordinary kindergarten teachers;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with establishment have a higher 
level of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than teachers without establishment; rural teachers work-
ing in the kindergarten size of more than 25 classes is higher than others’ teachers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are only children have a better 
level of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than teachers who are not only children. The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the result of multifactorial factors, so it is ne-
cessary to provide some various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or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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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乡村振新事业的大步前进，乡村教育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事业，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也成为

人们高度关注的对象。乡村幼儿教育作为乡村教育事业的基石，关系到乡村教育事业的整体进程和质量

提升。而乡村幼儿教师作为乡村幼儿教育的承担者和实施者，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决定了乡

村幼儿教育事业的质量[1]。为此国家出台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新时代基础

教育强师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帮助、促进幼儿

教师发展与建设的政策性文件。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又称“主体性发展”，是指教师具有自我反思的意识和动力，自觉承担专业发展

的主要责任，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反思、探索，使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提高，并不断向更高层

次的方向发展[2]。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读分析，发现国内对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专

业自主发展的内涵研究、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和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途径研究三个方面[3]。
国内对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两角度出发。宁金平、

丁蓉认为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存在的问题有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目的性和主动性不强、教师对教育教

学研究能力和课堂教学技能的专业自主发展需求较大等[4]。王燕红认为促进乡村教师的发展需要内外联

动，为教师“赋值”“赋能”“赋权”，激发乡村教师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其专业成长。赋值是指从

物质配套到心灵支持，激活自主发展的意识；赋能是指从“局外人”到“局内人”，强化自主发展的能

力；赋权是指从“要我成长”到“我要成长”，给予乡村教师专业自主权[5]。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理论研究到

实践研究，实践研究不断细微化，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化、多元化，研究方法呈多元化趋势。但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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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以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甚少。在已

有的以乡村幼儿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缺乏对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背景，在借鉴国内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

展的实际，从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和专业自

主发展反思五个维度，对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在全面了解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从而在丰富该领域研究内容的同时，为改善我

国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做出贡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共发放问卷 1220 份，回收 1220 份，回收

率 100%，有效问卷数为 1220 份，有效率为 100%。其中，男教师有 45 人，女教师有 1175 人，样本的基

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N = 1220)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N = 1220) 

基本信息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5 3.7 

女 1175 96.3 

年龄 

20 岁以下 19 1.6 

21~30 岁 446 36.6 

31~40 岁 521 42.7 

41~50 岁 188 15.4 

51 岁以上 46 3.8 

教龄 

1 年以下 100 8.2 

1~5 年 523 42.9 

6~10 年 286 23.4 

11~15 年 131 10.7 

16 年以上 180 14.8 

职称 

见习期或二级教师 414 33.9 

一级教师 185 15.2 

副高级 18 1.5 

正高级 3 0.3 

其他 599 49.1 

职务 

(副)园长 94 7.7 

年级组长 137 11.2 

教师 989 81.1 

入学时学历 

中专(高中) 346 28.4 

大专 650 53.3 

本科 224 18.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3096


高宇，田燕 
 

 

DOI: 10.12677/ces.2023.113096 603 创新教育研究 
 

Continued 

现有的学历 

中专(高中) 179 14.7 

大专 451 37.0 

本科 589 48.3 

研究生及以上 1 0.1 

入职时专业 
师范 750 61.5 

非师范 470 38.5 

现学历专业 
师范 872 71.5 

非师范 384 28.5 

婚姻状况 
已婚 958 78.5 

未婚 262 21.5 

幼儿园位置 

县幼儿园 271 22.2 

镇幼儿园 659 54.0 

村幼儿园 290 23.8 

省份 
江苏 1218 99.8 

其他 2 0.2 

幼儿园级别 
省示范 588 48.2 

一般 632 51.8 

是否在编制 
是 365 29.9 

否 855 70.1 

幼儿园规模 

1~6 个班 447 36.6 

7~12 班 683 56.0 

13~18 个班 50 4.1 

19~24 个班 33 2.7 

25 个以上班级 7 0.6 

月工资 

<1500 元 160 13.1 

1501~2500 元 390 32.0 

2501~3500 元 232 19.0 

3501~4500 元 61 5.0 

4500 元以上 377 30.9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09 8.9 

否 1111 91.1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在董银银[6]所编写的《中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进行整理编制而成。问卷共包括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教龄、职称、职务、入学时学历、现有的学历、婚姻

状况、所在学校的学段类型、学校(幼儿园)位置、学校(幼儿园)级别、所在学校(幼儿园)的省份、是否是

在编教师、学校(幼儿园)规模、月工资和是否是独生子女，共计 18 个题项；第二部分是对教师专业自主

发展情况的评估，包含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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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自主发展反思五个维度，共计 20 个题项。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进行计分，1~5 分别代表“完

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经检测，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

主发展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38，问卷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在 0.921~0.945之间(见表 2)，
说明本问卷的信度良好，所调查数据能够较好的反映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情况。问卷 KMO
值为 0.961，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见表 3)。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y dimen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2. 问卷各维度相关系数统计表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α系数值 0.945 0.922 0.926 0.921 0.936 
 
Table 3. Validity test table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3. 问卷的效度检验表 

KMO 值 0.96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1933.515 

自由度 210 

显著性 0.000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总体现状分析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总分均值是 3.98，五个维度的均值分别是 4.21、4.12、3.77、4.01、
3.77，均高于理论均值 3。由此说明目前我国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的均值最高，专业自主发展行动和专业自主发展反思最低。 
具体来看，在专业自我发展意识层面，很多被调查对象认同专业自我发展意识在教师主动发展过程

中占据着重要一环，认识到努力学习、提升教师专业化的水平应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行为。只有具备

了较高的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一名教师才能拥有去追求目标的不竭动力和取得蜕变的先机，所以这一层

面的认同度最高。在专业自主发展规划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中提及要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

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同时教师接受的高水平教育和专业化培训，不仅帮助众多教师明确专业成长目标、

设定合理计划和知晓提升渠道，还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目标深入人心。因此，在这一层面认可度相对较

高。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层面，多数教师具备清醒独立的思考能力、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和持之以恒的

毅力，明确专业成长目标，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计划并适时开展。在专业自主发展行动层面，一方面与乡

村教师繁重的日常工作、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自身行动力不足等教师自身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与乡村教育

资源匮乏和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等有关，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一层面认同度最低。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层面，由于一些教师没有认识到反思在专业自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抱着敷衍的、流于形式

的态度完成反思工作，其结果一般不尽人意。还有一些教师没有扎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不

知道如何反思，不知道反思哪些问题。这些原因致使这一层面的认同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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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条件下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3.2.1. 入学时学历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入学时学历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专业

自主发展意识、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三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层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层面，入学时学历

为本科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高于入学学历为中专(高中)和大专的乡村教师的得分，同时入

学时学历为中专(高中)与入学时学历为大专的乡村教师之间在专业自主发展得分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见表 4)。 
 
Table 4. Exami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t the time of enrollment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表 4. 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入学时学历的差异检验 

 入学时学历 N M SD F P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中专(高中) 346 4.2139 0.68350 

0.417 0.659 大专 650 4.2050 0.80827 

本科 224 4.2589 0.76493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中专(高中) 346 4.1279 0.68372 

0.131 0.877 大专 650 4.1146 0.73603 

本科 224 4.1429 0.80860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中专(高中) 346 3.7565 0.54353 

2.157 0.116 大专 650 3.7635 0.68167 

本科 224 3.8616 0.73725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中专(高中) 346 4.0549 0.63806 

0.624 0.536 大专 650 4.0012 0.74523 

本科 224 4.0167 0.78452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中专(高中) 346 3.6835 0.50604 

8.360*** 0.000 大专 650 3.7738 0.66457 

本科 224 3.9007 0.64310 

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中专(高中) 346 3.9673 0.49762 

1.111 0.330 大专 650 3.9716 0.63272 

本科 224 4.0362 0.6480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一般来讲，入学时学历为本科的乡村教师在大学期间接受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和在导师或自

主研究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通常具备较强的专业自主发展反思能力，懂得如何反思以及

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反思。目前，中专(高中)和大专学校把培养幼儿教师的目标定位在将他们培养成

应用型人才，侧重于知识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注重实践行动。正是由于接受的教育模式和内容以及逐

渐形成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导致了入学时学历为本科与中专(高中)、大专的乡村教师在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维度的差异。入学时学历为中专(高中)教师多为非师范生，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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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培养，多为临时聘请教师，这也就造成了他们与入学时学历为大专的乡村教师在自主发展反

思维度的差异。 

3.2.2. 幼儿园级别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幼儿园级别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和专

业自主发展意识、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专业自主发展反思五个

维度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无论是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层面，还是各维度的层面上，省示

范幼儿园教师的得分高于一般幼儿园教师的得分(P < 0.01, P < 0.05)。由此可见，幼儿园级别是影响乡村

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见表 5)。 
 
Table 5. Difference examin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at kindergarten level 
表 5.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在幼儿园级别的差异检验 

 幼儿园级别 N M SD F P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省重点(省示范) 588 4.2789 0.73357 

7.344** 0.007 
一般 632 4.1602 0.79216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省重点(省示范) 588 4.1781 0.71388 

6.284* 0.012 
一般 632 4.0728 0.75141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省重点(省示范) 588 3.8393 0.64794 

9.455** 0.002 
一般 632 3.7239 0.66145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省重点(省示范) 588 4.0723 0.69701 

6.114* 0.014 
一般 632 3.9699 0.74522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省重点(省示范) 588 3.8129 0.62891 

5.026* 0.025 
一般 632 3.7330 0.61609 

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省重点(省示范) 588 4.0363 0.58066 

9.257** 0.002 
一般 632 3.9320 0.6147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从办学条件来看，省重点幼儿园享有的经费、图书资源、专业培训资源和校园环境、教学设施设

备等外部硬件设备都高于一般幼儿园。同时在省重点幼儿园工作的教师享有的福利比一般幼儿园教师

好，例如及时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帮扶、更多评奖评优的机会和更大的提升机会等。这些差异不可避免

的制约一般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和动力。一般来说，省重点幼儿园对入职教师的

要求较高，已在园中工作的教师最初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和专业自主发展较强，同时省示范园都有

自己的教师培养计划，进一步从外部促进了这些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正是由于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了

无论是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层面，还是各维度的层面上，省示范幼儿园教师的得分高于一般幼儿园教

师的得分。 

3.2.3. 是否有编制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是否有编制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和专

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四个维度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在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上，有编制的乡村

幼儿园教师的得分高于没有编制的教师的得分(P < 0.05) (见表 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3096


高宇，田燕 
 

 

DOI: 10.12677/ces.2023.113096 607 创新教育研究 
 

Table 6. Difference examin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in the establishment 
表 6.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在是否有编制的差异检验 

 是否有编制 N M SD F P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是 365 4.2979 0.77528 

5.771* 0.016 
否 855 4.1830 0.76055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是 365 4.1781 0.75625 

2.868 0.091 
否 855 4.1003 0.72516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是 365 3.8055 0.66442 

0.813 0.367 
否 855 3.7684 0.65423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是 365 4.0274 0.73702 

0.066 0.798 
否 855 4.0158 0.71864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是 365 3.8021 0.61826 

1.250 0.264 
否 855 3.7585 0.62538 

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是 365 4.0222 0.58954 

2.305 0.129 
否 855 3.9652 0.6047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有编制的教师人数远少于无编制的人数。有编制的教师在工资待遇、福利待遇

等方面比无编制的教师好，同时有编制的教师在职称晋升时往往比无编制的教师更顺利容易，这些差异

势必会影响无编制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意识。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只有生理、安全和归属与爱低

级需求真正满足的人才容易走上自我实现之路。无编制的教师是临聘教师，是合同工，他们的工资固定，

一般无法保证随着工龄的增长工资也增长，这也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只是把幼儿教师当作养家糊口的经济

来源，没有进一步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一般而言，在编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较强，他们通常具有

较强的不断发展自己、开拓进取的意识。同时已有研究探索证实了编制对幼儿教师专业自主学习的影响，

发现在编幼儿教师的自主学习得分显著高于无编制的幼儿教师，而自主学习是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重要

路径[7]，这一结论与上述数据结果相呼应。 

3.2.4. 幼儿园规模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幼儿园规模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专

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和专业自主发展调控四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总体专业

自主发展和专业自主发展反思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层面，幼儿园

规模在13~18个班级和25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高于规模在1~6个班级和7~12
个班级得分(P < 0.05)，但幼儿园规模在 1~6 个班级和 7~12 个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幼儿园规模在 13~18 个班级和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也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层面，幼儿园规模在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在总体专业自主发

展得分高于其他幼儿园规模的乡村教师的得分(P < 0.05)。(见表 7) 
规模在 1~12 个班级的幼儿园需要的乡村教师少于规模在 13 个以上班级的幼儿园需要的乡村教师，

这意味着幼儿园规模在 13~18 个班级和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会面临内外部的更大竞争压力、更复杂

的人际关系等，也会在日常教学和固定研讨过程中产生多维度、多层次的对比和差异，这些外部因素促

使幼儿园规模在 13~18 个班级和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层面成长。同时幼儿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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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Difference examin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in kindergarten size 
表 7.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在幼儿园规模的差异检验 

 幼儿园规模 N M SD F P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1~6 个班 447 4.2578 0.72815 

1.280 0.276 

7~12 个班 683 4.1819 0.79642 

13~18 个班 50 4.2700 0.59299 

19~24 个班 33 4.2348 0.88596 

25 个以上班级 7 4.6429 0.53730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1~6 个班 447 4.1398 0.73796 

1.759 0.135 

7~12 个班 683 4.0944 0.73709 

13~18 个班 50 4.2750 0.59172 

19~24 个班 33 4.1667 0.82364 

25 个以上班级 7 4.6429 0.67480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1~6 个班 447 3.7640 0.66267 

2.178 0.069 

7~12 个班 683 3.7650 0.65661 

13~18 个班 50 3.9550 0.57740 

19~24 个班 33 3.9394 0.61881 

25 个以上班级 7 4.1786 0.85042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1~6 个班 447 4.0302 0.72390 

1.922 0.104 

7~12 个班 683 3.9927 0.72638 

13~18 个班 50 4.1500 0.65270 

19~24 个班 33 4.0985 0.74199 

25 个以上班级 7 4.6071 0.67480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1~6 个班 447 3.7869 0.62955 

3.622** 0.006 

7~12 个班 683 3.7346 0.61397 

13~18 个班 50 3.9750 0.57199 

19~24 个班 33 3.9091 0.67552 

25 个以上班级 7 4.2857 0.76959 

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1~6 个班 447 3.9957 0.59399 

2.496* 0.041 

7~12 个班 683 3.9537 0.60818 

13~18 个班 50 4.1250 0.50013 

19~24 个班 33 4.0697 0.60116 

25 个以上班级 7 4.4714 0.6701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模在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承受来自外部的更大压力、接收到及时精准的帮扶指导和接触到更多的提

升自我的机会等促使他们形成向内的发展动力，不断研究反思幼儿教育问题，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从而提高了这个人群的专业自主发展情况。《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规模应当有利于幼儿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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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便于管理，一般不超过 360 人。按规定划分 360 人，大约可以分成 12 个班级。一般而言，幼儿园

规模在 12 个班级以下的乡村教师进行专业自主发展反思的广度和深度相差不大，导致了幼儿园规模在

1~6 个班级和 7~12 个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幼儿园规模在 13~18
个班级和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3.2.5. 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状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乡村幼儿园教师主业自主发展在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和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专业自主发展反思四个维度上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但在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专业自主发展意识层面，是独

生子女的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得分高于不是独生子女的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得分(P < 0.01) (见表 8)。 
 
Table 8. Difference examin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self-development for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表 8.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在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差异检验 

 是否是独生子女 N M SD F P 

专业自主发展意识 
是 109 4.4037 0.71679 

7.103** 0.008 
否 1111 4.1991 0.76905 

专业自主发展规划 
是 109 4.2385 0.73234 

2.932 0.087 
否 1111 4.1123 0.73479 

专业自主发展行动 
是 109 3.8349 0.62936 

0.849 0.357 
否 1111 3.7741 0.65993 

专业自主发展调控 
是 109 4.1216 0.74194 

2.393 0.122 
否 1111 4.0092 0.72167 

专业自主发展反思 
是 109 3.8372 0.63863 

1.328 0.249 
否 1111 3.7651 0.62172 

总体专业自主发展 
是 109 4.0872 0.60723 

3.659 0.056 
否 1111 3.9720 0.59923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一般而言，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家长不仅满足孩子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还在孩子心理

发展和教育方面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帮助孩子智能开发，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此外独生子女

享有父母及家人全部的爱，让独生子女充满安全感，帮助形成健全的个性人格。因此，独生子女家庭培

养出的孩子大多活泼开朗、充满创造力、有积极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自我的意识。因不同的家庭环境、

不同的培养资源、不同的性格特征等导致了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乡村幼儿园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

意识层面的差异。 

4. 讨论 

4.1. 乡村幼儿园教师总体专业自主发展良好，但存在不同层面的差异 

随着我国对乡村教育事业和幼儿教育事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寻找促进教师

自主、自觉且持续发展的途径对于促进乡村教育发展至关重要[8]。柯瑟根认为，自主发展是教师改变的真

正动因，唯有唤醒主体意识、激活内在动力，才能促使教师反思专业发展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关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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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念，追求自我职业价值[9]。因此，许多乡村幼儿园教师认识到专业自主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尽可能

的从专业自主发展意识、专业自主发展规划、专业自主发展行动、专业自主发展调控和专业自主发展反思五

个维度促进自身专业化发展，这是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教师总体专业自主发展良好的重要原因。但由于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教师不同的生活环境、接受不同层次的教育培养、不同的福利待遇等现实存在，导致

了 S 省 X 市的乡村幼儿园教师总体专业自主发展存在不同层面的差异。入学时学历为本科的乡村教师在总

体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入学学历为中专(高中)和大专的乡村教师；省示范幼儿园教师无论是总体专业自主

发展层面，还是各维度的层面上都优于一般幼儿园教师；有编制的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

没有编制的教师；幼儿园规模在 25 个以上班级的乡村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幼儿园规模的乡村

教师；是独生子女的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自主发展水平高于不是独生子女的乡村幼儿园教师。 

4.2. 教师内生动力和园所特征是决定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直接力量 

影响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直接因素有两点，一是教师内生动力，二是园所特征。教师内

生动力是指教师为满足自身专业发展需要引发教师主动专业发展的力量。乡村幼儿园教师亲历着蒸蒸日

上的社会化建设新时代，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正如我们常说“学到老活到老”或“学海无涯”，并

且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终生学习是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重

要途径，也是教师发挥内生动力的持续的外显行为。园所特征是指一个幼儿园不同于其他幼儿园的特点。

幼儿园的级别、规模大小会影响甚至决定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水平。同时幼儿园的教师培养计

划、自身性质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水平。 

4.3.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荷兰教师教育专家弗雷德·柯瑟根(Fred A.J. Korthagen)关注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构建了

由环境(environment)、行为(behavior)、能力(competence)、信念(belief)、认同(identify)和使命(mission)六
个层次组成的嵌套式“教师发展洋葱模型”[10]。环境即影响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外在因素，

其很大程度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国家社会，另一类为乡村幼儿园。具体来讲有国家政府出台的各种

促进乡村幼儿园教师建设文件和支持政策、改善乡村幼儿园教师待遇和提供发展自身的多元化途径等；

幼儿园客观实在条件和教师培养机制等。信念、认同和使命是影响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内在因素，即乡

村幼儿园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程中对自身所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存在价值的极度认可与信服，逐步形成

对乡村教育事业的深刻感知。在乡村教师专业自主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

可。如果一味强调外在因素而忽略内在因素，易使乡村幼儿园教师疲于达成强制性目标，产生职业厌倦

感和身心疲倦感。即使有再好的外部条件，乡村教师不积极的、能动的发展自我，就不易提高自身的专

业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成为一名与时俱进、自觉反思、积极探索、敢于创新的优秀教师。当然，倘若

只强调内在因素全然不顾外在因素的影响，易使乡村教师像失去蛋壳保护且没有发育完全的幼崽，经受

不住来自外界的一点威胁。因此，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水平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

两者紧密联动才能促使乡村幼儿园教师迅速成熟，提升专业发展水平。 

5. 教育建议 

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在以自己的力量

影响其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各因素的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合作促进，充分发挥联动的力量。 

5.1. 政府社会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引导教师专业自主发展 

首先要提供多元发展途径，促进教师专业自主发展。与城市幼儿园教师相比，乡村幼儿园教师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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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专业自主发展的困难重重，如没有针对性的培训、图书资源不足等。因此，相关部门要提供多元

的线上发展途径并积极引导发展，满足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需求。其次，提高乡村幼儿园教师

福利待遇，增加编制数量。提高乡村幼儿园教师的物质待遇，减轻他们生活负担，改善他们只把幼儿教

师岗位当成养家活口的观念，促进他们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的培养。最后，相关部门出台保障乡村幼儿园

教师发展和建设的措施。 

5.2. 幼儿园完善自身不足，助力教师专业化培养 

首先乡村幼儿园要保障园内硬件设施齐全，这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再次，幼儿园要结

合本土文化特色研发本园特色课程，吸引年轻人才。年轻乡村教师有助于本园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氛围的

形成，还有可能促进本园特色课程的进一步发展。然后要完善评优评先机制，促进教师间的良性竞争。

评优评先机制要有一组好的题目，即可以反映一名乡村幼儿园教师真实情况，同时能够帮助乡村幼儿园

教师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主发展。最后，提供有针对性的专

业引领，建立有效的教师成长机制。如建立城乡资源共享交流平台、乡村幼儿园联盟、本园教师交流平

台等。 

5.3. 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首先乡村幼儿园教师要高度认可自身所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得价值和意义。这对坚定自己的理想信

念其至关重要的作用，甘愿为乡村幼儿教育事业提高专业化水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热爱幼儿，

热爱乡村教育。其次，主动寻求提升自我发展机会，增强反思的有效性。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

个教师成长的公式：教师的成长 = 经验 + 反思。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

能形成肤浅的知识。只有经过反思，教师的经验方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并对后继行为产生影响。可见

反思对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反思的有效性不仅对教师专业发展其作用，还是促进全方面成

长的重要一环。主动寻求提升自我发展机会是指在准确判断自我专业发展水平后，合理并适宜运用身边

的有限资源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从而达到专业自主发展的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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