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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与 2019 年出示《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

在指导意见中明确的指出“婴幼儿照护”这一概念，在

当下二胎政策的落实之下，婴幼儿教师成为社会紧缺的

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往教

育教学部门在高职专业教学中增设了“幼儿的发展与健

康管理”这一学科，而在后续的发展之下这一专业正式

更名为“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其属性在公共管理

与服务大众的类型转变为医药管理类。在本文的研究中

则采取性研究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了解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和职业态度，

找出影响其职业认同的因素，为职业教育者制定有效的

教育管理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某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

理专业 15 名大专生（其中有 3 位男生），将入选的研究对

象按访谈顺序编号，其中 2021 级 10 名（S1-S10），2020

级 5 名（S11-S15）。访谈前与研究对象沟通，并就研究

的主要内容与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以及进行研究的目地

的等进行说明，同时研究对象资源参与研究过程，在访

谈过程中访谈对象的姓名通过编码方式代替，并在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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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知晓情况之下进行访谈录音。

（二）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访谈活动，访谈每次一人，

访谈的时间控制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并结合笔记与录音

的方式进行访谈。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分析法 [2] 进行资料

整理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内容设计访谈提纲，访谈内

容包括四个方面：①为什么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专业？②经过学习，谈谈对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的认识。③毕业后愿意从事婴幼儿托育的相关工作吗？

④回想一些过往经历，哪些事情或者人让你想从事婴幼

儿方面的工作？⑤你认为影响你选择婴幼儿托育行业的

原因有哪些？同时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笔者观察被访谈

人员的表情变化，并记录，接着受访者表述自己的观点

时需要进行确认，以此就研究资料的准确性进行保障，

最后在访谈结束资料整理访谈结果，并就结果进行分析

是否进行下一次访谈活动。

二、研究结果

（一）主题一：专业认识偏差

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定的专业认可度，可为后续理

论学习奠定基础，提高对专业的热爱程度，增强学习的

激情，从而影响到学生从事对口专业的工作意愿。S2：

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因为分数的原因，选择范围很小，

首选了学前教育学，后面是被调剂到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管理专业的。反正都是幼儿教育，学了今后都可以当幼

儿园老师。S4 是男生，他说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

也不知道学了以后干什么，可能是类似月嫂、保育员之

类吧。

（二）主题二：有积极的职业情感

入学前的过往经历、学习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思维模式和无意识的惯性 [3]。85% 被访谈者热

爱幼儿、喜欢从事幼儿相关的工作，认同幼儿保育的重

要性以及职业的价值感。S9：将来我会选择去幼儿园或

者早教机构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因为小孩子的世

界很纯净，每天和小孩子在一起，自己会越变越年轻。

S11：我是一名三校生，之前学过幼儿保育，所以只能报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我很喜欢这个专业，

能够学习一些技能，就业前景也好，我还要考很多技能

证书，比如小儿推拿、催乳师、育婴师等，提升个人的

职业竞争力。S7：虽然我第一志愿报的学前教育，被调

剂到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但我觉得婴幼儿托育

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的知识要比学前教育多，比如婴幼儿

保育、健康管理、疾病护理等等。目前国家政策偏重在

托育行业，我觉得专业前景非常好，托育人才缺口很大，

未来很好就业。在访谈中，我们还发现童年时期经历的

事情或遇到的人，也会对幼儿工作形成自己一定的看法

和见解。例如 S9 是男生，他的第一志愿是学前教育，因

为幼儿园老师对他有不好影响，直到现在他的心结还没

有打开，所以想当一名即有知识又有品德的幼儿园老师，

但至于托育老师，他觉得照护好 3 岁以下的孩子，更有

挑战性。

（三）主题三：职业理想与现实角色差距大

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支持和鼓励托育行

业发展的政策，市场上很多托育机构、早教中心如雨后

春笋一般冒了出来。S15 是男生：我听学姐们说，将来托

育机构工作待遇太低了，一个月工资才千元，理想很美

好，但现实很残酷，我不得不考先得保证个人温饱问题。

S1：不太想从事幼儿行业，待遇差，工作还辛苦，最关

键是吃青春饭，我还是想转行，比如护理专业，我看这

个专业归属于医药大类，但不知道专升本能不能报考医

学类的。

（四）主题四：职业意向不稳定

多名受访者表示要专升本，继续深造学习，为将来

创造更多的机会。S3：我一定要专升本，有机会还要继

续深造，毕竟现在就业压力很大，我想提升学历，毕业

后是否从事婴幼儿托育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不确定。

S14：我下定决心要专升本，目前据我了解，我们这个专

业只能报考学前教育学，或者是汉语言文学，我好想报

考医学类的专业，但目前没有院校有相对应的专业，再

加上我们没有医学基础知识，考试难度会很大，所以只

能选择学前教育学。S6：我偶尔也会看看招聘，大部分岗

位要本科学历及以上，为了将来能找到工作，我要专升本

考试，毕竟上学也是为了就业。S14：托育机构的工作太

不稳定了，家人希望我找个体制内的工作，比较稳定。

三、讨论

（一）受访对象

大多是因为调剂而被动选择该专业，甚至很多学生

和家长只了解学前教育专业，从未听过婴幼儿托育服务

与管理专业，对这个新兴专业的未来就业充满了担忧和

疑虑。

第一，高职院校要加强专业宣传，在面向学校招生

时，需要就专业进行细化的介绍，将学前教育中的专业

与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进行区分，以此在帮助学生进

行理解的同时突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特色与

优势。第二，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融入专业介绍，让学生

对所学专业有系统、全面的认知，增加学生对所学专业

对应行业的认识，提高学生对专业的发展的展望以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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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进而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第三，应加强顶层

设计，制定国家层面的婴幼儿托育人才专业标准，高职

院校依据专业标准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

实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人才需求的符合度，并关注职

业的定位，区分幼儿园教师、保育员、月嫂等职业角

色的异同。

（二）培养职业情怀

婴幼儿托育人才主要是从事 0-3 岁婴儿照护工作，

以此在学习中需要就幼儿的日常护理与健康知识进行学

习，同时能对这一年领阶段的幼儿的思维产生一定的理

解，其语言、想象等特点，科学地对婴幼儿进行智慧开发

与想象力培养，而不是简单的保育员、家政服务人员 [4]。

第一，院校在学生刚刚步入学校开始，则需要为学

生准备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尤其要注重培养

男学生的职业认同，进而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念并形成高效的职业的认同感，做好职业规划的

准备。第二，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渗透“六心教

育”即爱心、责任心、童心、细心、耐心、和热心，能

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坚定学生对婴幼

儿托育工作的职业认同。第三，邀请托育服务行业中标

杆企业到学校开展企业宣讲，学生通过认知、亲身体验、

亲身实践的方式帮助学生就职业产生学习兴趣，并在这

一兴趣的基础之上形成高质量的职业认同感与职业意识。

（三）创设良好就业环境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行业

的发展还在探索阶段。笔者所在城市托育服务机构多为

民办，受投入、租金等因素影响，考虑成本，托育人员

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强度高、社会压力大。访谈中发现，

00 后学生选择专业呈现出功利性的特点，由于专业选择

的局限性，学生考量更多的是个人兴趣点和好就业。大

部分学生喜欢婴幼儿，他们表示愿意从事婴幼儿相关工

作，但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职业晋升等问题造成了

消极的职业观。

在国家政策背景下，托育行业才刚刚起步，建议相

关部门出台婴幼儿托育服务人才基本工资标准和薪酬制

度，保证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基本待遇，帮助学生明确相

应岗位的发展的制度，并帮助学生获得较为畅通的职业

发展方式，以此强化职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以此树立正

面的职业形象，增强社会对托育人才的认可程度，提高

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四）拓宽发展空间

高职学生毕业后面临找工作的困境：大量的单位以

及事业单位或者是国家省级公务员等都对学生的学历有

着一定的要求，同时公立幼儿托育机构招聘需求大多是

学前教育学专业。对于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

生来说，目前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因此大部分学

生把专升本考试作为首选。目前笔者所在的省市本科院

校很少有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相近或相同的本科

专业，所以学生专升本报考只能选择学前教育学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关注的是 3-6 岁儿童的发展，婴幼儿托育

服务专业强调的是 0-3 岁婴幼儿的保教，而 0-3 岁婴幼儿

与 3-6 岁幼儿的身心发展存着着巨大差异 [5]。

建议高职院校尊重学生需求，引导个人发展，以就

业为导向，同时，为了塑造学生成为与时代相互适应的

人才，教学中可以实施与本科或者是更加高层次的教育

教学方式，以此打造婴幼儿托育服务专业特色优势，进

而帮助学生塑造坚固的职业基础能力，强化职业教育对

学生的吸引力，促使社会可以转变学历看法强化对能力

的重视。

四、结论

未来，婴幼儿托育行业越发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以

此在教学中，高职院校则需要结合专业为学生带来特色

的教学方式，以此构建与时代需求相互符合的人才培养

机制，激发学生对托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兴趣与热

情，提高学生职业认同感，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学生形

成积极的职业发展态度并坚定学生的职业信念，促使行

业得到人才供给，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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