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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教师培养是教师教育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教育实践中的热点
问题，也是提升幼儿教师质量，实现幼儿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保障。本文
试从我国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借鉴国外幼儿教师资格
认证的相关经验，探寻实现幼儿教师资格认证规范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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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升，社会各界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及职业能力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虽然在提升，
但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仍存在一些问题。下面，笔者结合相关资料
及自身工作的实际经验，对相关方面展开论述。 

一、我国幼儿教师资格认证问题分析 
（一）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专业性规范不足 
我国关于幼儿教师专业性规范不足，对幼儿教师资格申请人

的要求较为笼统，幼儿教师的入职“门槛”较低，筛选工作较少
体现幼儿教育的特殊性，降低了对幼儿教师资格的要求标准。不
同年龄儿童的教育具有阶段性，幼儿教师作为幼儿成长路上的指
引者与呵护者，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学历，基本的职业道德，还
需要具备“教”“养”幼儿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善于家长沟通的
技巧。想要提高我国幼儿教师质量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加强幼儿
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规范化，但同时要注意保障不降低幼儿教师
申请人的积极性[1]。从政策体系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幼儿教师资
格认证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于申请人思想品质方面并没有严格的
要求，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对幼儿教师选拔鉴定的方法也缺乏
合理性。 

（二）幼儿教师的学历要求较低 
据教育部年度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幼儿园有教职工

381 万人，其中园长、专任教师占 250 万，主要学历集中在专科
水平，占 56.37%，高中及以下文凭占 22.4%。2018 年 1 月 31 日
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
要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
伍，大力培养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美国
公立学校系统对幼儿教师要求较高，需要 4 年本科以上，且需修
完专业课程和实践学习，参加 Praxis 考试。相比而言，我国对幼
儿园教师学历的要求较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长的受
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幼儿教师学历起点已渐渐不能满足我国
幼师行业发展的需要。 

二、国外幼儿教师资格认证经验分析 
国外关于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体系研究较为丰富，幼儿教师资

格认证体系比较完善，形式更加多元化。以日本幼儿教师资格认
证为例，分为普通资格认证、临时资格认证与特别资格认证三种
类型，而普通资格认证又分为专修资格证、一级资格证与二级资
格证三种。华盛顿州普吉特湾教育联盟要求：早教人员必须具有
以下资质之一：①具有早期教育及相关领域的本科或硕士文聘，
且取得婴儿及学步儿发展的大学学分，且具有婴儿和学步儿发展
的专业发展证明②具有任何其他领域的本科或硕士文凭，且取得
婴儿及学步儿发展的大学学分③具有任何其他领域的本科或硕
士文凭，且取得最新的婴儿和学步儿 CDA 证书，且具有婴儿和
学步儿发展的专业发展证明。此外，所有早期提前开端计划的教
师都需要具有婴儿和学步儿保教经验。早期提前开端计划教师要
继续教职，其 CDA 证书必须是新近认证的。 

多元的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一方面从学历、专业知识、
实践经验多方面对入职教师进行门槛规定，提高幼儿教师入职标
准；另一方面多途径满足一个即可获得教师资格的方式，又调动
了申请者申请教师资格的积极性，多元途径扩大了幼儿教师的转
化率。反观我国幼儿教师资格认证，笼统且较为单一[2]，选拔体
系缺乏活力。 

三、幼儿教师资格认证规范化分析 
（一）幼儿教师资格审查流程规范化 
在我国高校中，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只要通过期末考试测

试，并取得全省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的成绩，就可以在毕业后获
得幼儿教师资格证书。这样的考核方式，既比较单一，且不够严

谨，将考试成绩作为幼儿教师资格准入的便捷检验标准，对申请
者的道德品质、“教”“养”能力、实践经验等其他素质考查不足。
为保障幼儿教师的质量，应从幼儿教师的德、智、体、美、劳等
全方位进行培养，并对教师的学历、思想素质、“教”“养”能咯、
沟通能力、实践经验等多方面进行考核。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
幼儿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更要重视其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我
们应杜绝一次考试定结局的形式，为幼儿园培养筛选出更多具备
综合能力的幼儿教师。 

（二）幼儿教师考试科目多元化 
在我国，过去幼儿教师资格考核主要是针对《教育学》与《教

育心理学》这两个科目；在 2013 年后，国家教育部门将其改为
《综合素质》与《保教知识与能力》这两个科目。但实际上，不
论是《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还是《综合素质》与《保教
知识与能力》，其考核的实际内容都没有明显的差别。这种考核
方式显然不利于幼儿教师的全面发展。借鉴日本的幼儿教师考
试，可以将儿童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幼儿健康
成长等相关内容融入到考试科目中，对教师进行全方位地培养，
提高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3]。此外，在设立幼儿考试科目的过程
中，也应充分考虑幼儿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有针对性的幼儿考
试科目，考查幼儿教师的应变能力，提高其专业性。 

（三）注重幼儿教师实践能力的考察 
以日本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为例，不论是对于大学毕业获得教

师资格证的高校毕业生，还是通过参加考试获取资格的相关人
员，都需要在正式成为幼师前，有一段时间的实践经历，具备丰
富的实践经验。以此为鉴，我国对幼儿教师进行资格认证的过程
中，也应注重对幼儿教师的实践能力进行考察。比如面试环节，
设置幼儿园常出现的问题作为考试场景，考查教师解决问题与应
变能力。 

（四）幼儿教师资格考核维度多元化 
对于日本幼儿教师资格培养、考核多元化这一方面，我国也

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借鉴，改变传统、单一的培养考核方式，并
将更多的科目引入到幼儿教师培养过程中，从幼儿教育的心理层
面、理论知识层面及实践能力层面等相关方面入手，对幼儿教师
进行全面、多元化的培养，使幼儿教师具备更加专业化的技能，
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在幼儿教师资格培养过程
中融入教育法规、幼儿园管理、幼儿心理指导及幼儿健康发展相
关的内容，并制定幼儿教师学习的周计划、月计划。 

（五）鼓励幼儿教师的自我发展 
以日本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为例，只有拥有丰富实践经验，从

事于幼儿教育的优秀教师，才能够得到幼师二级资格认证书。在
此基础上，二级资格认证通过的教师需要在 15 年内进行在职进
修，从而取得一级资格认证书。同时，为了鼓励幼儿教师取得更
高级的资格认证书，日本幼儿教育管理部门还会在资格认证考试
前，举行专业性的公开讲座，给考取幼儿教师资格的人提供一定
的帮助。在终身学习的时代，知识不断更新，幼儿教师需要不断
提升提高自身专业性，我们应不断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定期组织
与幼儿教师资格考试相关的讲座与讲习活动，鼓励幼儿教师自我
提升，为参与考核的人员及已成为幼儿教师的人提供针对性的帮
助。 

结论： 
本文浅显地分析了目前我国幼儿教师资格认证过程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外幼儿教师资格认证的丰富
经验，提出规范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体系的初步设想，期望从注重
幼儿教师实践能力方面培养等角度，探寻提高我国幼儿教师整体
水平，促进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徐雁.专业化视角下幼师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J].辽宁

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34(01)：28-31. 
[2]徐娜.男幼师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与创新[J].戏剧之家，

2018，17(05)：193. 
[3]蒋盈.国际化视阀下的优质幼师培养模式的研究[J].贵阳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1)：84-86. 
[4]董素芳.美国 0-3 岁早期教养人员从业资格的制定及对

我国启示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