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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信念现状
李小纳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是目前学前教育一线岗位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却经常出现职业倦怠、师资队伍不稳

定等现象。本文从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的职业信念入手，采用文

献法、问卷法、访谈法，从职业认知、职业理念、自我认知、职

业发展四个维度进项调查，发现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由于自身缺

乏深入的专业认知和专业自信，职业信念很容易受到外界诸多因

素的影响，存在职业选择不主动、职业信念不坚定、职业发展不

清晰等现实问题，缺乏具体的想法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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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认知

职业认知是一个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基本

认知，也是职业信念建立的起点。本研究发现高职学前教育毕业

生的职业认知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对学前教育行业缺乏

稳定的、准确的、客观的认识。

经调查，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方案里，第一学期开展“企

业认知”或者”岗位认知”课程已经成为高职院校为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开设的的必修课。目的就是让初入学前的同学们了解学前

教育专业，向大多数一知半解的同学，揭开朦胧的面纱。在高职

学前教育培养体系里，三年的专业教育也在不断通过课程学习、

活动拓展、企业实践等多种方式深化各个学院学前教育学生的职

业认知。

本次调查针对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的职业认知进行了解，发

现将近 50% 毕业生在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前对本专业就有一些了解，

也有 34.53% 不太了解和 12.23% 非常不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

毕业生。职业的选择将近 50% 倾向于听从父母或者老师的建议和

自我的兴趣爱好。64.03% 的毕业生表示非常喜欢学前教育专业，

并大多数非常愿意成为一名儿童教师，也有 25% 的毕业生到目前

为止对于学前教育专业都是都不太喜欢或者持无所谓的态度。

同时，54%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16%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同其他工作一样就是一门维持生计的

职业。甚至由于幼儿教师不良（性侵、体罚幼儿等）事件的发生

严重影响幼儿教师的声誉，导致 11% 的毕业生不想从事幼儿教育

工作。对于已经接受过 3 年专业培养，并已经进入一线教学的毕

业生来说，这样的数据说明我们的学前教育毕业生仍然存在着职

业认识不清晰、职业选择不坚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学前教育一

线岗位中教师流动大、师资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理念

2012 年初，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其中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内容中，特别强调了教师对职业的理解与

认识，教师对职业的正确认识是教师从事教师职业的前提，也是

教师职业信念形成的基础。

学前教育毕业生的职业理念是他们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坚守

原则的根基，也是职业信念的重要重要组成部分。一名学前教育

工作者的职业理念直接决定了其对待儿童、从事职业、开展教育

活动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从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三个维度来看，发现高职学

前教育毕业生的职业理念现状。

（一）职业理念之儿童观

儿童观”是指成人对儿童的认识、看法以及与儿童有关的一

系列观念的总和，具体涉及儿童的特性、权力与地位，儿童期的

意义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无论是在校培养还是就业发展，儿童观都是学前教育专业人

的基本素养。在调查中发现，我们大多数同学对于儿童的态度和

看法是比较清晰明确的，拥有积极发展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才是

活动的中心，儿童是有潜力的、有发展的、多变的、个性化的主体。

98% 的人认为教师应该尊重不同儿童的个体差异，应该从爱

护儿童的角度来管理儿童。97% 的毕业生认为儿童是主动的、积

极的建构者，73% 的毕业生认为教师除了传授儿童基本的知识技

能外，也应该强调对儿童的情感教育。但是也有 5% 的毕业生认

为只有乖巧听话的儿童才是好儿童，而不是用个性、发展的眼光

看待孩子。同时，12% 的应届生认为只要不对幼儿身体造成伤害，

适度的体罚是可以的。数据表明，大多数高职学前教育应届生的

儿童观还是积极的，但是个别同学对于儿童认识的偏差也不容我

们忽视。

（二）职业理念之教师观

教师观是我们对于教师职业的认识和看法。教师观的确立决

定了广大学前教育毕业生的教师角色定位和日常教育工作中点点

滴滴的教师行为。

一方面，我们希望幼儿教师们能成为儿童的支持者、引导着，

成为课程的建设者、开发者，成为教学的研究者，成为活动性、

开放型的新时代教师；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幼儿教师能够在赞扬、

鼓励儿童的同时，多进行自我反思、同事合作实现终身发展。

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前教育毕业生对于儿童的认识相

对全面，98%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

念，但是对于教师职业自身的看法存在问题，比如有 20% 的同学

认为师幼关系基本表现是教师讲幼儿听，教师问幼儿答；62% 的

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应该有设计课程及选择教材的自主能力，将

近 40% 的毕业生认为不需要或者无所谓。74%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

教师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26% 的人认为没有太大必要。

将近 20% 的人认为教师和幼儿之间应该保持距离，以维持教师威

信，但是也有 40% 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另外，也有 28.93% 的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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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认为用“春蚕”或者”蜡烛“来形容幼儿教师忽视了幼儿教

师的个人价值，在教师观上除了爱与奉献，也突出强调幼儿教师

自身的发展与个性化需求等内容。

（三）职业理念之教育观

2018 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出台，

将我国的教育目标聚焦于培养高品质、专业化的教师事业。通过

宏观把握卓越幼儿教师核心素养的特征，为幼儿教师的卓越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由于接受调查的毕业生大多数是毕业 1-2 年之间，经过专业

学习的基本理念比较扎实，但是现实工作中越到的挫折使他们在

面对教育教学工作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教育教学活动时，

18%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应该完全按照幼儿园的教学计划开展

活动，44% 的毕业生认为应该结合幼儿发展现状及环境变化适当

调整，38% 毕业生持模糊、无所谓态度。

另外，将近 13% 的毕业生认为教学应该以教师教什么来决

定儿童学什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将近 14% 的毕业生认为依

据不同幼儿的独特性与兴趣来给予适当的教学是不实际的，将近

40% 的毕业生认为以幼儿发展为本得了理念是很好的，但是不易

操作落实。在教育管理方面，67% 的毕业生坚持应该从爱护幼儿

的角度出发来管理幼儿，将近 50% 的毕业生不赞同课程教学“天

衣无缝”，认为应该留下问题，让幼儿深入思考、探索、发现。

三、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自我认知

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的自我认知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自

我本质认知、需求认知、感性和理性认知。这三个层面的认知是

学前教育毕业生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与环境以及认识自我与学前

教育整个教育行业关系的重要环节。

本次调查研究中，45.32%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是活泼好动的性

格，33.09% 认为自己是安静恬雅的性格，6.47% 认为自己属于可

爱型，11.51% 认为自己属于稳重型，剩下 4.6% 认为自己严肃认真。

在从事学前教育相关工作中，68.34%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非常或者

比较适合做一名幼儿教师，也有 31.66% 的毕业生感觉自己不太适

合学前教育的工作。将近 50% 的毕业生认为从事幼儿园的工作是

自己的理想职业，也有 50% 的毕业生不确定或者不想从事幼儿园

工作。51.8%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目前已经具备了从事幼儿园教师

的知识与能力，有 48.2% 的毕业生认为不确定或者不能完全胜任

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四、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发展

职业发展是高职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信念的具体体现。法国

人们认为幼儿教师不仅是作为“聪明和忠诚的母亲”而工作而且

是作为“儿童教育、心理学专家”而工作。这表明由于教育对象

的特殊性对幼儿教师的职业特性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本次调查研究中，57.55% 的毕业生毕业后首选的工作就是幼

儿教师职业，27.34% 的毕业生是先考虑其他就业途径，实在不行

再选择做幼儿教师。15.11% 的毕业生选择转变方向自主创业，坚

决不从事幼儿教师的行业。对于职业选择的原因也有很多不同的

观点，比如 20% 的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职业太过枯燥，会产生严

重的倦怠感；将近 10% 的毕业生会因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或者行

业困顿放弃学前教育专业。30%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不适合幼儿教

育行业，或者不确定是否适合；86.33 的毕业生在幼儿教师的薪酬

待遇方面不满意；72% 毕业生认为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社会认

可度不是很高。

另外，也有很多同学经过三年的大学专业学习，更加坚定了

成为一名幼儿教师的意愿，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具备幼儿教师的基

本知识、能力与素养。在职业长久发展与规划方面，21.58% 的毕

业生有明确的职业规划，60.43% 的毕业生职业规划比较模糊，只

是初步了解幼儿园的岗位需求，对于发展途径不太清楚。17.89%

的毕业生处于没有过多考虑，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五、结语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思维、

知识和能力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其中，职业信念在其专业化

发展中“居于核心位置，统摄着教师的其他方面的品质”“教师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高职学院培养学前教育专业人才，从《培

养方案》到每个教师的课堂，无不贯穿着学前教育的核心知识、

能力、素养，我们的教师和同学们也不断地在学习、充实。但是

本次研究调查发现很多平时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学生对于

职业信念的模糊、空洞和零碎现象。

经过深入了解，很多毕业生读书期间学习了完善的教育理念，

但是刚刚毕业刚刚迈入工作岗位的毕业生又不断在经受着社会的

考验、生活的压力以及身边的质疑，导致一部分毕业生意志动摇，

甚至怀疑自己在校掌握的已有知识经验，从而使教育理念发生偏

颇。

另外，对于职业认知和自我认知也存在隔雾看花的现象。由

于社会地位不高、薪酬待遇不均衡等诸多因素，导致毕业生对于

幼儿教师的认可度和专业自信不高，职业规划不清晰，职业信念

不坚定的现象更加需要社会、高校以及学前教育领域的幼儿园及

相关行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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