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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调研报告-以梧州市幼儿教师为例 
张阿丽 

（梧州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近年来幼儿教师的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幼儿教师的幸福度有待提高，教师幸福感的话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
对梧州市 11 所幼儿园的 200 名幼儿教师进发放《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问卷，进而了解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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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梧州市内的 11 所幼儿园，调查问卷主要通过亲自

到幼儿园调查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获得。共发出 200 份问卷，回收了

179 份，有效问卷 156 份，回收率 89,5%，有效率 78%。根据收回

问卷的幼儿教师基本信息，把研究对象的个人情况制成表 1 如下。 

表 1 幼儿教师个人基本情况 

研究对象特征 分组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2 

154 

1.3% 

98.7% 

学历 本科生 

大专 

中专 

其他 

52 

70 

27 

7 

33.3% 

44.9% 

17.3% 

4.5% 

教龄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 年以上 

67 

40 

33 

16 

42.9% 

25.6% 

21.2% 

10.3% 

职业态度 不喜欢 

工作需要 

比较喜欢 

非常热爱 

15 

39 

67 

35 

9.6% 

25% 

43% 

22.4% 

二、调查的分析 
对教师自我效能感问卷所得数据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

关分析、百分比的分析。 

（一）学历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为了研究学历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把幼儿教师的学历分为五

个层级：本科生、大专生、中专生和其他。以幼儿教师的学历为分

析变量，分析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度的均值，如下表 4。 

表 2 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平均数 

 中专 大专 本科 其他 

教育认知 2.03 3.20 4.00 3.55 

教学设计 2.24 3.58 4.05 3.65 

交流互动 4.01 3.98 3.84 3.46 

课堂管理 3.98 3.29 2.60 3.70 

教学策略 2.99 3.45 3.91 3.74 

总体 3.05 3.50 3.68 3.62 

根据数据的分析得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幼儿教师，教师自我

效能感越高。首先，这与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接受的教育不同有关。

中专学历的幼儿教师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技能为主，如，唱歌、跳

舞、讲故事等方面，很少接受与幼儿教育有关的理论知识。大专学

历的幼儿教师不仅接受技能方面的教育，也接受了一部分与幼儿教

师有关的理论教育。而本科学历的幼儿教师不仅接受了技能方面的

训练和理论方知识，还了解幼儿的心理以及教师的心理。其次，这

与不同学历的幼儿教师学习能力有关。学历越高的幼儿教师，教师

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也会越高，这些决定了幼儿教师发展的基础。

学历高的幼儿教师学习能力会更高，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更加

容易接受新事物。最后，与不同学历幼儿教师的自身因素有关。学

历低的幼儿教师相对于学历高的幼儿教师自我评价较低，自我调节

能力较差，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 

（二）幼儿教师的教龄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把教师的教龄设为四个层次，分别是 1—5 年、6—10 年、

11—15 年、16 年以上。笔者统计了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

度以及总体教师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教龄阶段的平均值，以教龄为横

坐标，不同教龄阶段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值为纵坐标，制作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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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随教龄变化折线图 

根据图 1，幼儿教师的教龄在 1—10 年之间，自我效能感随着

教师教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长;教龄在 11—15 年之间时，自我效能

感出现快速的下降，教龄在 16 年以上时，自我效能感增加。教师

自我效能感的教育认知维度、教学设计维度、交流互动维度、教学

策略维度，在幼儿教师教龄在 11—15 之间时，都出现了明显的下

降，但教师效能感的课堂管理维度随着教龄的增加而逐渐增高。 

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在教龄是 11—15 年之间时出现降低现象，

与教师的职业倦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教学年份的增长，教师

会遇到很多与教师行业有关的负面事情，会降低幼儿教师的自信

心，消减幼儿教师对待教师这一行业的热情，降低幼儿教师的职业

认同感，最终导致教师产生倦怠情绪，对教师这一行业产生职业倦

怠，降低了自我效能感。 

（三）幼儿教师职业态度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在调查问卷的教师基本信息中，幼儿教师对待教师的态度有四

个选项，分别是：不喜欢、工作需要、比较喜欢和非常热爱。调查

结果显示，幼儿教师的态度是不喜欢的占总人数的 9.6%，态度是工

作需要的占 25%，态度是比较喜欢的占 43%，态度是非常热爱的占

35%。统计不同态度的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平均值，制成表格 3。 

表 3 不同职业态度幼儿教师自我效能分析表 

职业态度 人数 Mean 

不喜欢 

工作需要 

比较喜欢 

非常热爱 

15 

39 

67 

35 

3.19 

3.32 

3.51 

3.81 

由表格的数据可知，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越满意，自我效能感

越高。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与自我效能感呈现正相关。有一部分的

幼儿教师并不是因为喜欢幼儿教师这一职业而从事幼儿教师的工

作，只是因为现在就业压力大，有一份工作，不论喜欢与否，都只

能接受，这类幼儿教师的工作态度比较散漫，当有更好待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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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转行跳槽，这类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也
会比较低。常言道“热情是最好的老师”，对教师这一行业充满热
情的幼儿教师，会积极认真的对待工作，有更多的成功经历，得到
领导和家长的认可，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也会相应的提高，有了高
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幼儿教师，会对其工作充满了热情和信心，这就
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三、 总结 
由以上调查可得出以下结论： 
1.在学历变量上，幼儿教师的学历越高，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

感越高。教育认知、教学设计、交流互动以及教学策略四个维度都
随着幼儿教师学历的增高，而逐渐升高，但课堂管理维度随着幼儿
学历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2.在教龄变量上，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变化较为复杂，教龄
在 1—5 年和 6—10 年之间时，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逐渐升高，但
在 11—15 年之间时，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逐渐降低，教龄 16 年以

上的幼儿教师，其教师自我效能感又逐渐升高。 
3.在幼儿教师职业态度变量上，随着幼儿教师职业态度满意度

的增强，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也越来越高。 
项目名称：广西幼儿教师自主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机制

与策略研究(2019KY0698)；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与教学质量之间模
式的研究（Wyjg2016B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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