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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现状调查及应对研究
宋丹洁

（邯郸市第一幼儿园，河北 邯郸 056000）

摘要：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直接关系到幼儿和幼儿教师的身心能否健康发展。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法，从幼儿教师工作压

力程度、工作压力来源及面对压力采取的应对方式等几个方面对邯郸市幼儿园部分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邯郸市幼儿教师普遍感到

工作压力较大，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来源也较多，主要包括教育教学改革、幼儿、幼儿园管理、工作特征、身心特征、家庭和社会八个

方面，其中来自社会的工作压力最大。本文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幼儿教师自身、幼儿园、幼儿家长、社会几方面提

出建议，旨在为邯郸市幼儿教师减轻工作压力，寻求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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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幼儿教师

的压力感到越来越大。我国开始重视教育体制改革。除了颁布《教

师法》，保障教师的工作，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更严格地规范

教师的资格与义务。《纲要》明确指出“教师的态度和管理方式

应有助于形成安全、温馨的心理环境；言行举止应成为幼儿学习

的良好榜样。”从中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对幼儿的重要性。但研

究显示，过大的工作压力，会对幼儿教师身心方面产生影响：一

方面会导致幼儿教师疾病增多；另一方面会使幼儿教师产生不良

情绪，影响心理健康，而且还会导致幼儿教师消极行为增多，可

能会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过大的工作压力，会对幼儿身心方面

产生影响，幼儿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幼儿教师工作压力过大

会使教师心情烦躁、易怒等，一些心理不健全的教师就会把压力

发泄到幼儿身上对幼儿的身心造成不利影响。 所以，正确认识工

作压力并找到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对幼儿教师自身健康和幼儿

成长都非常重要。

本文以邯郸市幼儿园部分教师为被试，共调查了六所幼儿园。

采用问卷法调查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现状及应对方式，旨在了解幼

儿教师压力来源、面对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从而使社会各界

可以关注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为幼儿教师寻求积极有效的应对

方式；

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邯郸市幼儿教师在工作中还是感到了较

大的压力，在面对工作压力时，教师所采用的应对方式较多，且

较为积极。在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总体状况中，没有感到工作压力

的幼儿教师仅为 17.2%，感到工作压力较小的幼儿教师为 31.6%，

感到工作压力较大的幼儿教师的为 32.8%，感到工作压力极大的

幼儿教师为 18.4%。这表明大部分幼儿教师工作压力处于中等偏

上情况，这不利于幼儿教师和幼儿的身心发展。

在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来源中，来源于社会的工作压力最大，

均值达到 6.6333，远超于其他工作压力来源；来源于家庭的工作

压力最小，均值仅为 4.333。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缓解幼儿教师工

作压力最有效的是使幼儿教师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提高幼儿教师

工资待遇和社会福利。在幼儿教师间工作压力的比较中，不同幼

儿园性质间的比较，公立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程度略低于私立幼

儿园教师工作压力程度。不同班级人数间的比较，幼儿园班级人

数越多，幼儿教师感到工作压力越大。不同教龄间的比较，教龄

越低的幼儿教师感到的工作压力越大，教龄越高的幼儿教师感到

的工作压力越小。在面对工作压力时，幼儿教师大多数能采用积

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来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

的教师所占比例较高，采用自责和幻想的教师所占比例较低。根

据对邯郸市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现状的调查，本文将从幼儿自身、

幼儿园、幼儿家长、社几个方面减轻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提供有效

的应对方式。

一、提高教师心理素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不同的幼儿教师在面对同一情景的工作压力时，往往会产生

不同的心理情绪，而这种不同的心理情绪，使相同的压力事件对

不同的幼儿教师产生不同的影响。个人能否应对工作压力是一个

人能力的一种体现。

因此，幼儿教师要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首先，幼儿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意识，积极面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压力。

其次，增进人际交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幼儿

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断和幼儿、幼儿家长、同事打交道，许多幼儿

教师的压力来源于人际关机处理不当。减轻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

积极主动，乐于助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完善幼儿园管理，减轻教师工作负荷

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幼儿教师经常承担许多杂事，

过多的琐事会使幼儿教师心情烦躁，工作时间延长。在问卷调查

中显示，幼儿园工作中烦琐繁杂事过多，使教师在幼儿园没有时

间做教学准备；幼儿园过多的展示课、公开课、评优课以及选拔

课使教师常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需要把工作中带回家；班级人

数较多，不能和家长过多的沟通等。但园长、行政人员对幼儿教

师的理解、支持并不多。如果园长、行政人员能较多的支持幼儿

教师，那么幼儿教师就不会感到工作压力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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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幼儿园需要完善管理，减轻幼儿教师的工作负荷。首先。

幼儿园管理层人员应和教师多沟通。其次，幼儿园应合理安排教

学活动。在安排教学活动中能照顾到教师的工作量，使教师能有

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事情，在班级容量上符合国家人数，减轻

幼儿教师工作压力。再次，为幼儿教师提供一些进修和专业讲座

的机会。教师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才能适

应社会，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问题得到帮助

和解决。最后，加强职前培训，提高培训质量。幼儿教师流动比

例较大，幼儿师范生源质量较差，因此需要加强对幼儿教师的职

前培训。有些教师工作压力过大是因为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跟不

上时代的需要，因此，及时有效的培训是预防、缓解幼儿教师工

作压力较大的有效方法。

三、加强沟通，提高家长对幼教工作者的理解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可见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在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后，幼儿教师又对幼儿的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对幼儿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双方面的配合。有些家长对

教师要求过高，认为孩子在幼儿园中就必须学会很多知识，完全

忽略幼儿自身的发展规律等，这些都增加了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

因此，幼儿教师需要加强同家长的沟通，提高家长对幼教工

作者的理解。首先，幼儿家长需要经常和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

近年来，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家长需要经常和

教师沟通，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并及时反映幼儿在家中的情况

给教师，使教师能全面了解幼儿，针对不同的幼儿采用不同的教

育方法，减轻幼儿教师工作压力。随着家长对幼儿教师工作的认

同和支持，逐渐推广教师形象，慢慢提升社会对教师的肯定与认同，

共同承担起培育下一代的重任。其次，转变家长教育理念，提高

家长教育水平，使家长理解教师工作是减轻教师工作压力的一种

途径。一方面，父母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文化修养，了解幼儿

身心发展规律，并根据此规律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减少对幼儿

的隐性伤害；另一方面，父母要努力学习先进的教养观念和方式。

幼儿教养工作的目标和要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父母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用先进的教育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教育行

为，才可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新世纪幼儿。

四、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及待遇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幼儿教师就是哄孩子的，她们不需要

什么专业技能。有的家长认为幼儿教师没事带孩子唱唱歌、跳跳

舞，让孩子高兴就行了；也有的家长认为教孩子认点简单的字、

会数数会算几加几就可以了。幼儿教师的工作繁多，工作时间长，

任务重是幼儿教师普遍感到的压力来源，但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

却低于其他教师。这使得许多幼儿教师工作压力大、幸福感差，

职业倦怠明显。幼儿教师对工资所得与自己付出的代价比较显然

不满意，在教学工作上缺乏晋升的机会。

因此，我们要使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得到提高。

首先，国家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

使幼儿教师能安心幼儿教育事业。其次，社会应加大对幼儿教育

事业的投入，增加对幼儿教师的物质鼓励，使幼儿教师的收入和

付出呈正相关。将幼儿教师和其他教师的工资待遇相一致，使幼

儿教师没有后顾之忧，把幼儿教育事业坚定地走下去。最后合理

的工资待遇与福利，不但可减轻教师的生活负担，而且能吸收优

秀人才进入幼教队伍。对于幼儿教师升迁渠道而言，建议教育行

政部门为幼儿教师搭建各种平台，让幼儿教师有更宽广的机会去

发挥所长，实现幼儿教师的工作价值。

五、为幼儿教师提供心理援助

幼儿教师以女性为主，女性对自己要求较高，如公开课必须

出色、幼儿都要喜欢自己、家长及园长都要满意自己的工作、人

际关系良好等。另外，家庭对幼儿教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上

有老，下有小”，她们负的责任较多。这些都使她们感到压力较大，

过大的压力会使幼儿教师心理上产生许多问题。幼儿教师在心理

上遇到问题自己无法排解时，幼儿园内又没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疏

导，幼儿教师就会产生心理问题。

因此，教育行政机构和幼儿园要为幼儿教师提供心理援助。

心理援助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为心理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

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首先，幼儿园可以定期请一些

专家去各幼儿园开办心理咨询活动，使幼儿教师就自身的心理问

题向咨询者述说，使专家帮助幼儿教师找到问题所在，提供摆脱

困境的对策，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程度。其次，教育行政机

构也可以设立一个心理咨询中心，随时为幼儿教师提供心理辅导。

心理咨询中心可以通过幼儿教师和咨询者双方运用各种手段向幼

儿教师提供心理救助，帮助教师挖掘心理潜力，提高自我认识，

形成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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