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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体参与式的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模式探究 
——以南疆阿克苏 X学院为例 

谢艳春 

（阿克苏教育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3000） 

摘要：参与式培训是运用参与式方法,使培训成员身心投入并参与到培训中,并与培训者、培训成员之间进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在活动中建构个体新知识和新经验的一种培训模式。参与式培训以活动为基础的特点及其所倡导的理念,与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特点不

谋而合。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依托阿克苏 X 学校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从培训动机和需求、培训满意度、对参与

式培训的态度、培训的收获、培训存在的问题五个方面,调查主体参与式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模式开展的现状,发现教师参与式培训实
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促进主体参与式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模式的实施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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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1.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提高幼

儿园教师质量，加大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教师、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教师的培训力度，创新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建设一支高素质

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2.社会发展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教师亲身体会主动、

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以达到自身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

并能将所学的知识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1]。 

3.阿克苏地区幼儿园教师培训方式改进的需求 

阿克苏 x 院是地区培养幼儿园教师的主阵地，虽然在培训模式

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还存在着培训方式缺少互动，训前调研

工作不够深入、系统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使培训成员身心投入并参

与到培训中,使培训者与培训成员之间进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必须

探索一种有针对性的，能满足幼儿教师实际工作需求的新型培训模

式。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将参与培训的幼儿教师作为主体，结合参与式培训理

论，进一步细致调查阿克苏地区幼儿教师参与式培训的现状，并分

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更为科学有效的丰富有关幼儿教师培训的理

论，充实幼儿园教师培训内容的设置，立足时效与应用，促进幼儿

园教师培训的有序开展。 

2.实践意义 

本研究在对 2020 年秋季、2021 年春季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的

调查基础上，提供可行的建议，以期为阿克苏 X 院幼儿园骨干教师

培训项目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依托阿克苏 X 学校幼儿园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从培训动机和需求、培训满意度、对参与式培训

的态度、培训的收获、培训者类型偏好、培训存在的问题六个方面，

调查了 2020 年秋季及 2021 年春季主体参与式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

模式实施的现状,发现主体参与式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实施过程存

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促进主体参与式幼儿

园骨干教师培训模式的实施与开展。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阅读文献资料了解在国内以“参与式开展的教师培训”的

相关论文中叙述的培训过程、方法、评价。但研究幼儿园教师参与

式培训的较少，调查幼儿园教师参与式培训模式实施现状的文章较

少。 

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依托阿克苏 X 院幼儿园骨

干教师培训，从培训动机和需求、培训满意度、对参与式培训的态

度、培训的收获、培训存在的问题五个方面，进一步调查幼儿教师

参与式培训开展的现状，发现教师参与式培训实施过程存在的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促进幼儿教师参与式培训

的实施与开展。 

3.访谈法 

在进行问卷调查之后，根据设计好的正式访谈提纲，选取了 10

名具有代表性的培训学员作为访谈对象，具体包括有男教师、青年

教师、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幼儿园园长和幼儿园管理层的教师，

之后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访谈，以期进一步了解参与式培训模式实施

的现状。 

三、主体参与式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模式实施现状分析 

(一)调查对象情况描述与分析 

问卷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性别、教龄、

最高学历、职级、是否毕业于学前教育。 

通过分析得出，在培训者教龄方面，5-10 年教龄的教师占据了

大多数，达到了 86.44%的比例，由此可以说明此次培训以有经验的

骨干教师居多。而在教师最高学历方面，学员中大专学历的教师占

到 74.58%的比例，结果表明大专学历的教师居多，本科学历的教师

占比 25.42%。另外，从教师的毕业专业来看，有 89.83%的教师毕

业于学前教育专业，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相对较少，由此可以看

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二）幼儿园教师培训动机与需求情况分析 

通过分析可知，大部分幼儿教师培训的主观的意愿比较强烈，

培训的目的也很明确，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占了 86.44%的比

例，在个人专业发展的期望方面，有 44.7%的幼儿园教师期望成为

教学型教师。 

（三）培训满意度情况分析 

由问卷可知，有 61.02%的培训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为比较满

意，同时进一步与幼儿教师培训的访谈中发现，培训机构中学习条

件和生活食宿的安排往往会直接影响幼儿教师在培训期间的效果，

其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班级人数的多少是开展参与培训的关键，

如果班额过多，通常会影响培训学院在培训过程中的参与度，而培

训学员过多，则又会影响培训者与学院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使学员发言的机会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良好的学习条

件和生活食宿的安排以及合适的班级人数，是进行主体参与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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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 

（四）对参与式培训的态度 

参与式培训是以促进培训学员参与到培训中，以提高学员的学

习效果为目的的一种培训方式[2]。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幼儿园培

训教师对参与式培训的态度，得分较高的前五项分别是：听优质课、

案例讨论与分析、参与式培训、专家指导。而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教师比较关注实践性较强的参与活动，对理论性较强的活动不太喜

欢。 

（五）培训的收获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教师在不同能力方面都有所收获。尤其在

教学技能方面的收获是最大的，所占比例为 83.05%。 

（六）培训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幼儿园教师对于当前培训内容和培训模式

中“过于强调知识的专业化和理论性”这一方面占到了 69.49%的比

例，而缺少针对性较强的案例分析占比为 30.51%，对一线教学的指

导意义不大占比为 37.29%，这也可以说明在开展主体式参与培训的

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培训机构师资力量的薄弱，部分

培训教师不是专门为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服务的老师，他们通

常是来自幼儿园一线的园长，很难为了某次培训而改变自己的教学

模式等等问题。因此参与式培训的实施情况与计划存在一定的差

异，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而在与幼儿教师培训的访谈中发现，培训机构中学习条件和生

活食宿的安排通常会直接影响幼儿教师在培训期间的效果。班级人

数的多少是开展参与是培训的关键，班额过多，通常会影响培训学

院在培训过程中的参与度，而培训学员过多则会影响培训者与学院

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学员发言的机会受到限制
[3]。 

四、主体参与式培训模式的改进策略 

（一）加强培训机构、培训者、培训学员三方沟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和信息技术也在持续发展

进步，现如今是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便利的通讯能够更好地为

培训学员服务，做到以学员为中心，一切都为了促进学员获得更好

的发展而服务。培训机构在培训前，应当做好培训学习需求调查，

做好培训学员背景资料收集，更为确切地了解培训学员在实际工作

中和自身专业发展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分层次做好主体参与式培

训，避免停留在表面上的参与，而应当深入中心[4]。 

（二）发挥参与者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推动参与式培训的开展 

除此之外，培训机构要让培训的学员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

鼓励参与者发挥自身的已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分享”[5]。不同岗

位、不同职级的、不同年龄、不同地方的培训学员有着不同工作经

验和思维，来参加培训的目标也不同。让他们进行对话与交流，有

利于双方倾听对方的心声，促进相互理解，进而有助于解决工作上

的一些矛盾，更好地促进学员共同发展，收获更大的进步[6]。 

（三）结合实际，采用多种主体参与式培训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课，可以进行“讲授-提问-小组讨论-案例

分析”的模式，而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则可以进行“角色扮演-

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的模式[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参与式培训是运用参与式方法，使培训成员身心投

入并参与到培训中，并与培训者、培训成员之间进行思想的交流与

碰撞，在活动中建构个体新知识和新经验的一种培训模式[8]。与传

统的讲座式培训相比，参与式培训目的是培养参训学员的能力和技

能，而非单纯传递知识。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依托

阿克苏地区某院校示范性幼儿教师国培，从培训动机和需求、培训

满意度、对参与式培训的态度、培训的收获、培训者类型偏好、培

训存在的问题六个方面调查幼儿教师参与式培训开展的现状，从而

进一步发现教师参与式培训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便更为科学有效地促进幼儿教师参与式培训

的实施与开展。研究发现：1.承办院校观念发生转变，培训目标由

“认知”转向了“能力”，有参与式培训计划，但实施情况与计划

存在偏差，依然存在着来自培训者师资方面的困难；2.培训中使用

到参与式方法[9]，但参与程度停留在形式，深度参与难度大，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深入；3.参训学员总体参与积极性高，乐于参与到培

训活动中，但不同群体教师对参与式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15 年以

上教龄组教师与其他教龄组教师相比积极性更高，本科学历教师比

大专及研究生学历教师积极性高。针对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

建议：1.利用网络通讯加强联系,促进承办方与学员、培训者的沟通，

加强交流，拉近关系[10,11]；2.学习参与式培训经验,探索本土幼儿教师

参与式培训模式，使培训内容更贴合实际，帮助教师提升专业能力
[12,13]；3.参训学员明确自身主体地位,利用已有经验带动参训人员，促

进双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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