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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幼儿教师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郑丽娜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法对 A 市三所幼儿园的 92

名教师的培训需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幼儿教师

对参加培训的需求程度很高，愿意参加培训；幼儿教师最需要的

培训内容是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最需要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

或经验介绍；最需要的培训教师是经验丰富的教育教学管理者；

最期望的培训周期是 1-3 天；最期望的培训时间是工作期间。探

讨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在实践中形成真

正满足幼儿教师培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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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教师培训需求的研究背景

2010 年，我国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严格执行幼

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目前，幼儿教师的培训存在着许多问题：缺乏完善的培

训课程体系；培训方式相对单一；培训内容多以理论为主，缺乏实

践等。因此本文通过对幼儿教师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教师、

培训周期及培训时间的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与原

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有效开展幼儿教师培训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法。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为幼儿园教师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幼儿教师培

训需求。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网上发放问卷，共收回 20 份。随机抽

取三所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教师问卷 10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72 份，回收率约为 72%。对回收的 92 份有效问卷

进行分析研究。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幼儿教师参加培训的情况，

采用文献法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幼儿教师培训的基本情况，在前人

的经验基础上形成本研究。

二、幼儿教师培训需求调查研究及分析

（一）幼儿教师基本情况

在调查幼儿教师基本情况时总共涉及到以下问题：性别、所

在幼儿园性质，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和专业。被调查的幼儿

教师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1　幼儿教师基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30 岁以下 59 64.13

30-39 岁 27 29.35

40-49 岁 6 6.52

50 岁及以上 0 0

教龄

1—3 年 40 43.48

3—10 年 37 40.22

10-15 年 15 16.3

20 年以上 0 0

学历

中专或高中 5 5.43

大专 51 55.43

本科 34 36.96

研究生及以上 2 2.17

职称

未定级 23 25

幼教职称 54 58.7

小教职称 6 6.52

其他 9 9.78

专业
学前教育 79 85.87

非学前教育 13 14.13

从表 1 可以看出 30 岁以下教师人数最多，占 64.13%，说明

A 市幼儿园近年教师结构趋于年轻化。从教师的教龄来看，居于

前两位的是 1—3 年和 3-10 年的教师，这也和幼儿教师年轻化息

息相关。教师学历以大专为主，学历偏低。本科学历的教师逐渐

增多。从教师的职称上得出，大多数幼儿园教师都是有幼教职称的。

根据教师的专业来分析，学前教育专业人数占 85.87%，非学前教

育专业的教师占 14.13%。这说明大部分幼儿教师都是科班出身，

具有一定的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和一定的幼儿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储

备，但仍有非学前教育专业从事幼教工作，这也说明目前幼儿园

仍缺少专业的幼儿教师，无法做到完全的专业对口。

（二）幼儿教师培训需求分析

在了解幼儿教师对培训的需求程度时得出有 79.35% 的教师是

愿意参加培训的。在调查幼儿教师参加培训的原因时，发现大多

数幼儿教师选择参加培训的首要原因是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教育

教学能力，其次是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了解幼儿教师对培训内容的需求时将问卷中的培训内容分

为两类，知识培训和技能培训。如下表：

表 2　培训内容需求

频率 百分比

知识培训

教育教学理论 57 61.96

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 68 73.91

儿童发展知识 71 77.17

政策文件的解读 21 22.83

教师的职业道德 24 26.09

能力培训

观察和了解幼儿的能力 65 70.65

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 66 71.74

论文写作、课题研究能力 35 38.04

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56 60.87

与幼儿家长的沟通能力 37 40.22

基本功（弹琴、画画、跳舞、

唱歌、手工）

39 42.39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知识方面的培训排在前三位的是

儿童发展知识、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而对教师

的职业道德和政策文件的解读需求很低。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希望

更多地掌握与儿童发展相关的知识。在能力培训方面，幼儿教师

最期望获得的能力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观察和了解幼儿的

能力及环境的创设和利用，说明幼儿教师希望获得实践方面的能

力。而大多数幼儿教师没有意识到与幼儿家长沟通的重要性。对

基本功的需求也偏低，这可能是与幼儿教师的培养方案有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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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对幼儿教师的培养计划仍十分重视基本功的培养。对论文

写作、课题研究能力的需求最低，可能由于大多数幼儿教师缺乏

科研意识，导致对科研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培训方式上，目前我国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调查培

训方式的需求时，发现幼儿教师最期望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或

经验介绍，这样可以更直观具体的了解到其他幼儿教师的方式方

法以便借鉴学习。其次是参与式或体验式培训。这两种培训模式

更加注重培训双方的互动性，学习者和培训教师要打好配合，共

同完成学习任务，让学习者在培训中掌握幼儿教学技巧，比起听

专家讲座更容易被年轻教师接受。

调查发现幼儿教师最需要的培训教师是经验丰富的教育教学

管理和理论与实践结合性的高校专家，其次是一线优秀教师。这

类培训教师拥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更了解学习者在教学中遇

到的困扰。幼儿教师希望培训的周期是 1-3 天，最希望培训的最

佳时间是工作期间和寒暑假。

三、幼儿教师培训需求问题分析

（一）教师培训参加培训动机强烈，但认识不够全面

动机是提高一个人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只有具有强烈的动

机才可以更加积极的参加学习活动。在调查幼儿教师是否愿意参

加培训时，我们发现有 79.35% 的教师是愿意参加培训的，但是幼

儿教师对于培训的认识还相对单一。从培训内容上看，幼儿教师

希望获得的培训是儿童发展知识和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而对于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和论文写作能力及课题研究能力的需求很

少，忽略了科学研究及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性。从培训方

式上看，幼儿教师最期望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或经验介绍其次

是参与式培训和体验式培训，但是对于自主学习及反思和网络学

习的需求很少，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对于网络学习还没有完全

的认识。

（二）培训内容偏理论，与需求不符

在调查幼儿教师认为培训内容存在的不足时，大多数幼儿教

师认为培训内容中理论培训较多，实践培训较少，效果并不显著。

说明以往的培训中呈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趋势。幼儿教师希望获

得更多实践方面的培训，这样可以迅速的提升专业能力，且实践

技能培训更加直观有效，有利于提升培训效率。良好的培训需要

依据教师的真实需求而设定，由于每位教师的学历水平、教龄、

专业发展水平都不一样，需求也不一样，这就需要相关培训机构

及幼儿园具有针对性的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

（三）培训方式单一，与需求不符

培训方式主要有传统的理论讲座式培训，参与式或体验式培

训，主题案例式培训，即案例分析和经验介绍，园本培训，自主

学习及反思，现场观摩交流式培训，网络学习等。而当前比较倡

导的培训方式是参与式培训，主题案例式培训，自主学习等方式。

幼儿教师的培训需求中最期望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或经验介绍

其次是参与式或体验式培训。说明幼儿教师培训现状与需求不符，

幼儿教师希望改变以往单一的培训方式，增加案例分析和参与式

的培训方式，更有效的开展培训。

四、加强幼儿教师培训的对策

（一）提高幼儿教师对培训的认知水平

首先从研究中发现幼儿教师对于职业道德素养和论文写作能

力及课题研究能力的需求很少。一是说明幼儿教师没有认识到教

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但是随着近年来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出现，

社会舆论将幼儿教师推上风口浪尖。教师的职业道德是一位教师

最基础的品质。二是说明幼儿教师缺乏科研意识，很多幼儿教师

都认为科学研究与自身无关，尤其是专科毕业的幼儿教师更是缺

乏科研意识。因此有必要提升幼儿教师的科研意识，可采取奖励

机制鼓励幼儿教师投身科研活动。

其次在调查幼儿教师对培训方式的需求时发现极少数幼儿教

师选择自主学习及反思和网络学习，这说明幼儿教师缺乏自主学

习的意识，网络学习也是自主学习的一种，需要学习者借助网络

资源进行学习，是当前比较流行和普遍的学习方式。所以应该加

强幼儿教师自主学习的意识。

（二）完善教师培训内容，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幼儿教师培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通过

调查可以发现幼儿教师培训内容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和缺乏针对

性等问题。年龄较小的幼儿教师对培训内容的需求更多，更侧重

于幼儿专业发展知识，年龄较长的幼儿教师则需要更多的新型教

学方法的培训；学历偏低的幼儿教师更希望获得教育教学知识方

面的培训，学历水平偏高的幼儿教师更侧重于专业技能和科研能

力的培训；教龄偏低的教师更希望获得实践方面的培训，而教龄

偏长的幼儿教师更希望开阔自己的视野。由此可见，培训内容应

该针对不同层次的幼儿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培训课程作为

实现培训的载体，在幼儿园教师培训中居于核心地位。而教师培

训课程的设置又取决于教师培训需求。

（三）创新培训方式，激发培训兴趣

通过调查幼儿教师对培训方式需求，发现幼儿教师真正需要

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或经验介绍其次是参与式或体验式培训。

因此，培训机构应该根据幼儿教师的需求，创新培训方式。

1. 案例分析或经验介绍

通过其他优秀教师的案例和经验来传递经验，这种培训方式

比较直观，方便实施，而且对幼儿教师来说更容易接受，可以促

进幼儿教师很快的将所学其运用到教学当中。

2. 参与式或体验式培训

这种培训方式需要幼儿教师切身参与到培训过程中，增强了

其主体性。在培训的过程中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教学活动中，

并在培训者的指导下进行改进，指导幼师把教学技能运用在课堂

实践中。

3. 主题情景式培训

这一培训模式主要是针对幼师在培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训，

培训教师可以创设不同主题情境，例如哭闹不止的幼儿、户外不

服从指挥的幼儿等情境，进一步提升幼师应变能力。这种培训方

式通过情景模拟的形式还原教学活动，是教师在实践中运用所学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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