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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学前教育资源

迅速扩大，学前教育的普及水平大幅提高、管理制度也不断完

善。由于我国学前教育起步较晚，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的“短

板”。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为此，国家特

别重视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尤其重视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

的建设。幼儿园教师作为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力量，其对

工作的投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的发展。

工作投入是个体对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一种持久、积极的情

绪与完满的状态1。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投入要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目前研究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社会支持因素。社会支持因素指社会各个层面对幼儿

园教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家庭、亲友的帮助；

同事、组织、社会团体、领导的支持和帮助3。二是个人因素。主

要影响因素有教师对职业的认知产生的职业认同、自我情绪调

节、以及个人的心理调适能力等。本研究旨在研究，城乡幼儿园

教师工作投入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研究的对象为幼儿园一线在职在岗的教师。研究过程如

下：首先，借助问卷星软件，将人口学信息、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

量表、教师心理资本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等方面的问题制成网络

电子问卷；其次，江西省赣州地区，通过已毕业学生发放、转发问

卷，研究对象根据问卷的要求进行填答，填答后直接网络提交；

最后，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研究共有 233 名幼儿园教师参与调查，所有测试者均完整

填写所有的测验项目，其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单位：人，N=233）

（二）研究工具

1.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量表

采用王彦峰等人（2007）开发的幼儿园教师工作量表，该量

表包括工作愉悦、工作价值、工作责任、工作专注四个维度其中

工作愉悦和工作价值维度有6个项目，工作责任和工作专注有5

个项目，共计22个项目。评分方式采用的是Likert五点式记分

法,总分越高表明工作越投入,反之亦然。该量表经检验信度具

有较好的信效度。

2.教师心理资本调查量表

张文的教师心理资本调查表，该量表有四个维度：自信、希

望、乐观、韧性，共19个条目；其中自信、希望两个维度各4个项

目，乐观维度有5个项目，韧性维度有6个项目。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

3.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用于个体社会关

系，共3个维度10条目。三个维度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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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度越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投入情况

1.总体情况

根据调查的总体情况，我们发现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整体

情况是工作价值维度得分最高，其次是工作责任和工作专注，工

作愉悦得分最低。如下表2：

表2：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总体情况

工作的价值感强，表明幼儿园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热情，在

价值感的支撑下，工作的责任心往往比较强。由于幼儿园教师

劳动的复杂性、繁琐性等特点，幼儿园教师感觉到比较累。同时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这种付出

和回报的不对等，使得幼儿园教师工作的愉悦性降低。

2.城乡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差异分析

为了了解城乡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投入是否具有差异性，本

研究对城市幼儿园教师和乡镇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在各项上的

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在工作专注上，乡镇幼儿园教师得

分要低于于城市幼儿园教师。在其他三个因子上，二者相差不

大。从 t检验的结果来看，城乡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专注上存在显

著差异(P<0.05)。

表3 城乡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因素对比分析

由表3可知，在工作愉悦、工作价值、工作责任上，农村幼儿

园教师和城市幼儿园教师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工作专注维度

上城市幼儿园教师要显著高于农村幼儿园教师。随着学前教育

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有正确的

认识，反映在其对工作价值的认识和工作责任的认识上，得分比

较高。在工作专注上，城市幼儿园教师的专注性显著高于农村

幼儿园教师，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农村幼儿园教师对职业岗位

的满意度不及城市幼儿园教师，很多农村幼儿园教师把农村幼

儿园岗位作为跳板，都想进入城市更好的幼儿园；二是农村幼儿

园教师担负了更多社会性事物，无法专注于幼儿园教师事业。

（二）城乡幼儿园教师心理资本状况统计分析

1.总体情况

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量表有四个因素构成：自信、希望、

乐观、韧性。城市幼儿园教师与农村幼儿园教师相比，在自信、

希望、乐观三方面，城市幼儿园教师要高于农村幼儿园教师，在

韧性方面，二者相当。

表4：城乡幼儿园教师心理资本情况

2.差异分析

对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城市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各维度进

行独立样本t检验，看农村幼儿园教师与城市幼儿园教师心理资

本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农村幼儿园教师与城市幼儿园教

师在乐观、希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自信、韧性两

个维度上则没有明显差异。见表5：

表5：心理资本的城乡差异分析

3.工作投入与教师心理资本相关分析

心理资本的各维度与工作投入情况有显著的正相关。研究

发现心理资本中的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都与工作投入呈显著

正相关。结果见表6：

表6：工作投入与教师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N=233）

注：*p<0.05,**p<0.01（下同）

良好的心理品质是影响其工作投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心理资本程度高的教师，其面对工作情景中不利因素时，自我调

节能力比较高，其工作投入的程度也高。这个结论与其他学者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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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园教师社会支持系统情况分析

1总体情况分析

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的一个重要外界

因素。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有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三个方面。总体来说，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系统一

般，在主观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较好，客观社会支持系统较差。随

着近几年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和支持，相对的提升了大家对

幼儿园教师的认识，总体上社会支持程度不会太差。

2.差异分析

农村幼儿园教师与城市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系统，存在

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客观支持要比城市

幼儿园教师更弱（p<0.05）。在主观支持系统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方面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表7：幼儿园教师社会支持系统差异情况

3.相关分析

为了明确社会支持系统与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的关系，把

社会支持系统及其因子与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进行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系统及其因子与幼儿园工作投入显著相关。

表8：幼儿园教师社会支持系统与工作投入的相关分析

四、讨论与建议

（一）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提升

心理资本是个体的一种积极的个性特征，指个体可以进行

开发和投资，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心理核心要素，是个体内在积

极状态5。幼儿园教师心理资本情况如何直接影响其工作投入

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提升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水平将是幼

儿园教师培养院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教育教学中，应多加强

思政教育，加强世界观、方法论、认知方式、挫折等方面的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自信心、保持良好心态。高校教师要改变单一的

评价方式，从全面的视角看待学生的成长，重视学生非智力品质

的发展。

（二）加强对幼儿园教师社会支持

从调查中得知，城市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要高于农村幼

儿园教师，城市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投入总体情况也要优于农村

幼儿园教师。二者的相关显著。因此，要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工

作投入，必须要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支持水平。首先，要加强

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家庭、幼儿园、教育管理部门等

相关机构要对幼儿园教师多些关心和理解，让幼儿园教师享受

到关爱和认可，切实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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