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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参与能提升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水平吗.

---基于教育科研素养中介作用的实证检验

吴
!

颖!崔玉平

!摘
!

要"幼儿园教师是!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的第一人力资源#他们的专

业发展直接关乎教师队伍建设和学前教育质量%本文基于苏州市微观调查数据#使

用分层回归及
d$$626C.

I

检验法实证分析了科研参与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影

响#以及教育科研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

E

'有$无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园教

师在专业发展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科研参与次数对幼儿园教师专

业发展水平&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

'教育科研素养

在科研参与次数和专业发展水平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大于

直接效应(&

>

'教育科研素养的中介作用存在异质性#它分别在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

知识$专业能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影

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对此#应该改变!没必要搞科研"抑或!科研增加负担"等刻板

印象#鼓励并大力支持幼儿园教师充分更高质量地参与科研#为持续推动幼儿园教

师专业发展助力%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专业发展水平(教育科研素养(实证研究

一)研究缘起

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内学界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可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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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

世纪末至
()E(

年+为早期初步探索阶段$这一

时期研究者开始关注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定位!逐渐聚焦于幼儿园教师专业化)

专业成长及专业发展等议题!而且开始有学者提出编制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的建议*郭良菁!

())H

#洪秀敏!

()EE

+$第二阶段*

()E(

年至今+为政策驱动

下局部理论性探索转向全面深入阶段$以
()E(

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0*以下简称/专业标准0+为起点!前期研究者们就/专业标准0的

基本理念*李季湄和夏如波!

()E(

+)理论基础*虞永平!

()E(

+和具体内容*徐

丽玲!

()E"

+展开探讨!这一期间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明显增加!但仍

然限于理论分析层面#尔后!此方面的研究在视角)内容以及方法上不断深

入!例如"彭兵*

()E(

+)吉兆麟*

()E"

+)许倩倩*

()E"

+)段发明*

()E>

+)郑

益乐*

()ED

+等分别以政策保障)技术整合)专业发展培训)课程改革)情感

激励为切入点!论述了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或策略#方怡妮和牟映雪

*

()EH

+通过相关分析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了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教师专业自我

发展的正向影响#蔡迎旗和海鹰*

()ED

+以及海鹰和刘天娥*

()EF

+先是论述了

自主学习能够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然后进一步调查分析了幼儿园教师

的自主学习水平及其特征#赖天利*

()E?

+基于自编调查问卷获取的数据信息!

分析了重庆市
E)H!

名幼儿园专任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据此提出了教育行政

部门)幼儿园领导及教师自身联动与协同推进策略$

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多而复杂!然而他们%更高级(的科研行

为!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得不到应有关注$这虽然与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科

研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王鑫!

()EH

+!但亦可部分归咎于不同阶段对幼儿

园教师职业认知的思维定式$概而言之!我国幼儿园教师已经经历了由%教养

员(*替代母亲)高级保姆+向%专业人员(转变的历程!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后者成为主流认知*范昕和李敏谊!

()EF

#姜勇和郑楚楚!

()E?

+#也有学者

较为前瞻性地提出幼儿园教师还应当成为%研究者(!并认为这一职业认知将

是幼儿园教师职业专业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步社民!

())>

#

c+5

!

())?

#范昕

和李敏谊!

()EF

+$另外!

()EF

年
EE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

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0已明确要求完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如%充实教

研队伍66解决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这显示了国家

充分重视学前教育!关注幼儿园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更是将他们的专业性上

升到持续发展的新高度$有鉴于此!在理论和政策的双重视域下!实证考察

幼儿园教师的科研行为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且迫切$当幼儿园教师成为%研究

者(!%参与(科研后!其专业发展水平是否会提升. 当科研行为提升了教育科

研素养之后!其专业发展又会如何变化. 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将为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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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多渠道路径!乃至职业成长的前瞻性需求提供

思路和方向!这也构成本研究的初衷$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

#一$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与专业发展水平

科研参与*

7828.C0+W.C6,0,

I

.6,$-

+!其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

是指非专家型学术研究人员自主参与研究项目或科研活动的行为以及由此产

生的效能$譬如!大学生*李湘萍!

()E!

+)社会公众*

Q+,CT86.%S

!

()E(

+$

将此概念应用于幼儿园教师工作情境!还有其特殊性!当前一线幼儿园教师

在学前教育新型教研人员联合体*主要由专业教研员)高校专家)研究机构及

其人员和一线教师等共同构成+中已不可或缺*虞永平!

()EH

+!就其科研行为

来说!他们不仅可以扮演%参与者(%合作者(抑或%主持人(的角色!还可以同

时兼多重角色$本研究考虑到幼儿园教师真正投入%科研(甚少的现实情况!

故将广义上的科研行为统称为%科研参与(!既包括独立研究的行为及其效能!

也包括合作研究或辅助研究的行为及其效能$

一般而言!专业*

I

C$3822,$-

+本义是指某种专门从事的学业或一个正式的

职业$国内学者王帅*

()EF

+将教师专业发展界定为教师基于内在动因和外部

环境!逐步符合相应规范或标准!形成专门的价值理念)职业道德)知识结

构和教育教学技能!从而获得职业资格)专业地位并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的

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明确提出专业标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指向$但由于

教师专业发展贯穿其职业生涯全过程并始终处于复杂的动态演变之中!难以

对其进行全面的定量操作!因而本研究基于教师自评专业发展水平这一相对

容易识别的方式来反映其当前的专业发展!并依据/专业标准0文件内容进行

概念操作化!主要通过如下三个维度测度当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E

+

专业理念与师德!它是从事幼教工作者获得职业资格)专业地位最起码的条

件和保障!包括对职业的理解与认识)对待幼儿的态度与行为)对幼儿保育

和教育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人修养与行为#*

(

+专业知识!即作为每一位从事

幼教工作者应具备的幼儿发展)幼儿保育教育和通识性知识!既是幼儿园教

师履行个人职责必备的智力资源!也是其他两个维度的第一要求!因此可视

之为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基础维度#*

"

+专业能力!则是对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的更高层次实践性要求!可视为反映个体专业发展水平的核心维度!

涵盖了环境创设与利用)一日生活组织与安排)游戏活动支持与引导)教育

活动计划与实施)激励与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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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科研参与对其专业发展水平究竟有何影响. 早在
()

世纪末
(E

世纪

初!就有研究者提出幼儿园教师投身教育科研是全面提升自我的一条有效途

径*常瑞芳!

E???

#赵志毅!

())!

+!这虽肯定了科研的积极作用!但并非真

正建立科研参与与专业发展之间的明确联系$随后!一些研究聚焦于中小学

教师!尤其强调教师成为研究者*

68.0+8C2.2C828.C0+8C2

+是基础教育领域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宁虹和刘秀江!

()))

+!教师通过教育科研来

提高专业理论水平)拓展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形成专业自我!以及促

进职业专门化和角色定位发展等*李建辉!

()E!

+$相同主题的研究也有关于

幼儿园教师的!如曾莉等*

()E(

+认为开展幼儿园教育科研工作是实现教师专

业化成长的有效捷径#王妮妮和赵微*

()EE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资

料分析!揭示了幼儿园教师参与科研对自身专业修养)知识技能等具体方面

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只不过相比较而言!此类研究成果仍显单薄!且

已有文献多侧重从宏观层面阐释教师科研参与的意义和现状!或以理论思辨

或质性研究为主!缺乏经验实证研究相对严谨的检验论证!但无论如何!它

们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由此!有理由预测幼儿园教师科研

参与是影响其专业发展水平的一个前因变量$

#二$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养及其中介作用

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养!一般是指幼儿园教师为适应和满足幼儿园领

域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所必备的各种品格)素质)修养及其相应的关键能力!

学界对其多维构成已经作出探讨!例如!张晓辉和张传燧*

())H

+认为幼儿教

师教育科研素养主要包括教育科研意识)知识和能力三个方面#宋淑青

*

()E(

+将其细化为科研意识)态度)知识)能力和道德#吴颖和崔玉平

*

()ED

+合并删减部分雷同维度后对教育科研意识)知识)能力)道德四维度

的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养结构模型进行验证!编制了/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

素养自陈量表0$笔者继续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该量表获取研究所

需的调查数据$

在上述研究中!教育科研素养或明或暗地被认为是构成幼儿园教师个体

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加强幼儿园教育科研工作有助于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引领教师职业专业化成长和幼儿园可持续发展!因而理论上可以认为!教育

科研素养是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和延续职业生命的一个重要预测变

量$然而!任何素养的形成都离不开主体行动和实践!相关研究亦揭示了幼

儿园教师基于行动的园本教育科研可以成为他们提升专业化素养)实现专业

发展的有效载体*顾芬芬!

())!

#朱家雄和王峥!

())!

+$另外!结合经验事

实来看!教育科研素养正是在具体科研实践及相关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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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会受到科研参与机会的制约$因此!幼儿园教师的科研参与情况可能直

接影响着教育科研素养的高低$

#三$理论构建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构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
E

+!旨在检验幼儿园教

师科研参与对自身专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尤其考察教育科研素养的中介作用!

揭开%科研参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之间的%黑箱($致力于回答以

下三个具体问题"有)无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园教师其专业发展水平是否有

显著差异. 在控制了组织和个体特征之后!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次数能否预

测专业发展水平. 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能否在科研参与对专业发展水

平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因此从研究新意上来说!本研究为以往相关理论

和质性研究补充了可供检验的实证结果!并提供基于证据的对策建议$

论文以下部分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给予检验论证$由于科研参与事实发

生在前!幼儿园教师自评专业发展水平在后!且纳入分析的数据属于截面数

据!因而可以认为科研参与与专业发展水平之间尚不存在严重的双向因果关

系问题$

图
!

!

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影响专业发展水平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苏州市范围内幼儿园教师的问卷调查!采用两阶段随

机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随机选取工业园区)相城区)姑苏区三个市辖区!

另外选取昆山市和常熟市两个县级市!然后在上述每个下辖地区随机选取

!

$

F

所幼儿园#第二阶段!委托园领导对所在幼儿园至少随机抽取
E)

名教师

*包括园长但不包括保育员)保洁员+填写纸质或电子问卷!共回收
!HF

份问

卷$剔除大量漏填以及%一勾到底(的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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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G

+$

E&

问卷编制及质量鉴定$笔者在参考已有成熟量表和教育部相关政策文

件的基础上!自编/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与专业发展水平调查问卷0初稿$然

后对
>)

份试测数据依次做项目分析和信)效度分析!最终修订形成正式调查

问卷$

" 问卷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幼儿园教师基本信息及科研参与情况($具体包括"性别)

年龄)编制)职称)第一学历)所在幼儿园类型)科研参与情况$

第二部分为%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养($对前期通过质量鉴定的量表进

行修订!即在不改变原问卷理论构念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标修改部分语

句表述!采用
P,T8C6

五点计分*不符合
NE

66完全符合
N!

+$在本次测量

中!教育科研能力*

d̀E

+包括
D

个题项!代表题样如%我经常撰写幼儿教育研

究报告)论文等(!

*C$-J.0+Z2

%

系数为
)&?D

!解释总变异的
(>&"?G

#教育

科研意识*

d̀(

+包括
>

个题项!如%我认为开展幼儿教育科研工作!十分必

要(!

*C$-J.0+Z2

%

系数为
)&?!

!解释总变异的
((&""G

#教育科研知识

*

d̀"

+包括
!

个题项!如%我基本掌握幼儿教育科研的专门知识和方法(!

*C$-J.0+Z2

%

系数为
)&?)

!解释总变异的
()&)(G

#教育科研道德*

d̀>

+包括

>

个题项!如%我认为幼儿教育科研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不能盲从(!

*C$-J.0+Z2

%

系数为
)&?(

!解释总变异的
E"&FHG

$该总量表的
*C$-J.0+Z2

%

系数为
)&?D

!累积解释总变异量的
F)&DEG

$

第三部分为%当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基于前文概念界定!结合

学者及幼儿园园长意见!适当整合并修改一些相似表述!自编了三维
(F

题的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自评量表(!亦采用
P,T8C6

五点计分*不同意
NE

66十分同意
N!

+$首先把数据随机分半!前一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

8B

I

%$C.6$C

<

3.06$C.-.%

<

2,2

!简称
/̀ L

+的主成分分析法*

I

C,-0,

I

.%0$1

I

$-8-62

.-.%

<

2,2

+及最大方差转轴法*

#.C,1.B

+!限定因子个数为
"

!结果显示"

e;ON)&?!

!

&

(

NH)!H&"F

*

43N(HD

+!达到
)&)!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适合

做因子分析$经若干次
/̀ L

之后!最终保留
(>

个题项!提取的
"

个因子均

与原先编制的构念相符!依次命名为"专业能力*

*̀E

+)专业理念与师德

*

*̀(

+)专业知识*

*̀"

+!分别解释总变异的
(?&>DG

)

(!&!>G

)

E?&(EG

!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H>&(EG

$经检验!该量表的
*C$-J.0+Z2

%

系数为
)&?!

$

表
E

还显示"各子维度的
*C$-J.0+Z2

%

系数在
)&?>

$

)&?D

之间!组合信度

*

0$1

I

$2,68C8%,.J,%,6

<

!简称
*7

+介于
)&FH

$

)&?>

!平均方差抽取量*

.98C.

A

8

"

限于篇幅!没有呈现预测问卷的分析结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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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L#/

+介于
)&!>

$

)&DE

$随后对后一半数据做验证

性因子分析*

0$-3,C1.6$C

<

3.06$C.-.%

<

2,2

!简称
*̀ L

+!

*̀ L

模型整体适配检

验结果显示"

&

(

,

43N(&>F"

*略大于
(

但小于
"

+!

7;Q/LN)&)HE

$

)&)F

!

^̀]N)&?ED

'

)&?

!

'̀]N)&?)D

'

)&?

!

]̀]N)&?"!

'

)&?

!

XP]N)&?EH

'

)&?

!

*̀]N)&?"!

'

)&?

!

W'̀]N)&H(H

'

)&!

!因此拟合指标基本达到可接受

水平$综合鉴定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自评量表内在质量良好$

表
!

!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自评量表的测定项目(因子分析及检验结果#

!

前
P"$"

$

因子 题号及内容
平均值

QfIG

因子载荷
<R: B'

*̀E&

专业能力*特征值
NH&)H

#方差贡献率
N

(?&>DG

#

*C$-J.0+Z2

%

系数
N)&?D

+

)&!> )&?>

*ED&

合理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将科学保教

渗透到一日生活中
>&)?f)&H!H )&F)F

*E>&

合理创设有助于幼儿成长)学习)游戏

的教育环境
>&E)f)&FE! )&HD(

*EF&

充分提供符合幼儿发展需要)年龄特点

的游戏条件
>&EFf)&HF) )&HDE

*E?&

合理设计游戏活动!支持)引发和促进

幼儿主动游戏
>&E)f)&F(( )&H!F

*()&

积极引导幼儿在游戏中获得认知和社会

性多方面的发展
>&)(f)&F(> )&H!D

*(E&

有效制定阶段性的幼儿教育活动计划和

具体方案
>&E)f)&HE" )&H!)

*((&

灵活调整和实施幼儿教育活动
"&?Hf)&HDE )&H>>

*(!&

善于与幼儿有效沟通!与家长及同事沟

通)合作交流
>&E"f)&H?E )&H(E

*("&

及时发现和赏识每个幼儿的点滴进步
>&(Ef)&H?> )&H)F

*(>&

有效运用评价结果!指导下一步的教育

活动
"&?Df)&?E? )&H)!

*(D&

不断进行反思总结!改进幼儿保教工作
>&))f)&H!D )&DFF

*(F&

制定专业发展规划!积极参加专业培训!

提升专业素质
>&E?f)&D?( )&DH?

*(H&

探索保教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f)&F!!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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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因子 题号及内容
平均值

QfIG

因子载荷
<R: B'

*̀(&

专业理念与师德*特征值
ND&E"

#方差贡

献率
N(!&!>G

#

*C$-J.0+Z2

%

系数
N)&?!

+

)&DE )&?)

*E&

我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具有职业理

想和敬业精神
>&>(f)&D"D )&F"H

*(&

我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能够为人

师表
>&>)f)&D>F )&F(F

*H&

我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行为规范
>&>Ef)&DH) )&F(!

*"&

我认为幼儿园教师应该关爱)尊重和信任

幼儿
>&"Hf)&DH) )&FE"

*>&

我认为幼儿园教师应努力让幼儿拥有快乐

的幼儿园生活
>&(?f)&DFD )&H>"

*!&

我认为幼儿园教师应注重保教结合!如游

戏和实践活动
>&""f)&H(? )&DEE

*̀"&

专业知识*特征值
N>&DE

#方差贡献率
N

E?&(EG

#

*C$-J.0+Z2

%

系数
N)&?>

+

)&!H )&FH

*E)&

我掌握幼儿园领域教育的学科特点与基

本知识
>&()f)&D>> )&HDD

*EE&

我掌握幼儿园科学保育的基本知识与

方法
>&(Ef)&DDD )&HDE

*?&

我熟悉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及对应的

策略与方法
>&()f)&D"" )&H!D

*E(&

我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现

代信息技术知识
>&(Hf)&D>( )&H>"

*E"&

我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和表现知识
>&(Df)&D)H )&H">

!!

注"在因子分析过程中!依次删除了%

*D&

在保育和教育过程中!我忽视自身对幼儿

的影响()%

*F&

我了解关于幼儿生存)发展和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EH&

充分

利用各种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随机教育()%

*E!&

合理提供和制作玩教具和学习材料!

指引幼儿主动活动(

>

个题项$

(&

样本描述

在有效样本构成中!男)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G

和
?H&!G

!

" 有)

无编制的比例分别为
DH&?G

和
"(&EG

$从年龄构成来看!%

(!

岁及以下()

%

(D

$

"!

岁()%

"D

$

>!

岁(以及%

>D

岁及以上(者分别占
EE&!G

)

!(&(G

)

"

考虑到幼儿园教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实证分析部分均未纳入性别变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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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

!&(G

$从职称分布来看!未定级)幼儿园二级教师)幼儿园一级教

师与幼儿园高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E&!G

)

(>&"G

)

")&FG

)

E"&>G

$从第

一学历分布来看!学前教育本科)幼儿师范专科以及其他专业专,本科的幼儿

园教师分别占
(>&"G

)

!"&!G

)

((&(G

$从幼儿园的类型来看!公办园与民

办园的教师比例分别为
!F&"G

和
>E&HG

$总体上!样本分布较为合理!具有

一定代表性$

#二$变量说明与赋值

E&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专业发展水平!取值来源于前文因子分析

结果!具体包括三个公因子所辖题项的算术平均得分!即子维度得分)三个

子维度得分加权平均后的整体专业发展水平得分$在加权平均时!是以三个

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归一化+作为权数!分别乘以相应维度的平均分$

如此处理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教师专业发展本身是一个多维概念!

各因子之间并不同质!尽管可以分别测量幼儿园教师在当前专业发展水平各

维度上的自评得分!但并不能简单地使用算术平均法#二是为了下文进一步

比较路径差异及大小$

(&

自变量$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组问题来测量幼儿园教师的前期科研

参与情况!包括如下题项"%

LH&

您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有无参与*或独立开

展+课题研究)科研活动等经历(!被调查者从%有(%无(两个选项中作出回答!

为二分类变量#%

LF&

近三年!您共独立或参与科研几次(!在数据处理时!

将科研参与次数重新编码为%

)

次(%较少*

E

次+(%一般*

(

次+(%较多*

"

次+(%多

*

"

次以上+(!分别赋值
E

$

!

分!可视之为连续变量#%

L?&

近三年!您共完

成几项教科研项目()%

LE)&

近三年!您共发表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几篇()

%

LEE&

近三年!您共获几个科研类奖项(!累加计作科研成果!并重新编码为

%

)

个(%较少*

E

个+(%一般*

(

个+%较多*

"

个+(%多*

"

个以上+(!分别赋值
E

$

!

分!亦视为连续变量$

"&

中介变量$使用教育科研素养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幼儿园教师教育

科研素养自陈量表获取数据信息$出于结构模型相对简洁的考虑!我们仅

纳入加权平均后的教育科研素养变量$在处理时!同样以旋转后的因子

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分别乘以相应维度的题项平均分!得到教育科研

素养的加权平均分$

>&

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研究还选取了如下人口统计学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年龄*

EN(!

岁及以下!

(N(D

$

"!

岁!

"N"D

$

>!

岁!

>N

>D

岁及以上+)编制*

EN

有编制!

)N

无编制+)职称*

EN

未定级!

(N

幼师二

级!

"N

幼师一级!

>N

幼师高级+)第一学历*

EN

其他专业专,本科!

(N

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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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师范专科!

"N

学前教育本科+和幼儿园类型*

EN

公办园!

)N

民办园+$下文

回归分析时!年龄*

EN"!

岁以上!

)N"!

岁及以下+)职称*

EN

有职称!

)N

未定级+以及第一学历*

EN

本专业本,专科!

)N

其他专业专,本科+等控制变量

均以转换后的二分哑变量*

4511

<

9.C,.J%8

+形式进入回归模型$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QWQQ()&)

和
L;OQ(E&)

进行数据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针对教育科研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变量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

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其次!对分析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

析#再次!对有)无科研参与经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做差异分析#

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考察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教育科研素养与专业

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使用
b.

<

82

*

()E"

+开发的
QWQQ

宏
W7O*/QQ

程序

中的非参数
d$$626C.

I

法检验教育科研素养的中介效应$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

呈现了本研究所有分析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

阵$其中!幼儿园教师的编制)职称)第一学历以及所在园所类型与其专业

发展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就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科研

参与经历)次数及成果获得等科研参与变量都分别与教育科研素养显著正相

关!也都分别与专业发展水平及各维度显著正相关#教育科研素养与专业发

展水平及各维度之间均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联*

.

介于
)&!)

$

)&DE

!

I

均小于

)&)E

+$

这里需说明的是!相较于科研参与经历)次数而言!科研成果变量的均

值很低!由于大部分幼儿园教师近三年来均无相应的科研成果!且相对存在

更多缺失值!是故以下分析只考察科研参与经历和科研参与次数变量$

表
"

!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PS"C

$

变量
! " C D S $ E T & !# !#U! !#U" !#UC

E

年龄 ,

(

编制
=)&EE

##

"

职称
)&"D

##

)&>H

##

>

第一学历
=)&)H)&>!

##

)&(D

##

!

园所类型
=)&)")&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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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 " C D S $ E T & !# !#U! !#U" !#UC

D

科研参与

经历
)&(E

##

)&""

##

)&!(

##

)&(F

##

)&>"

##

H

科研参与

次数
)&("

##

)&"(

##

)&"!

##

)&E"

##

)&">

##

)&>!

##

F

科研成果

获得
)&(E

##

)&""

##

)&>F

##

)&((

##

)&">

##

)&"E

##

)&(F

##

?

教育科研

素养
=)&)>)&E!

##

)&E(

##

)&)?

#

)&(E

##

)&"H

##

)&"E

##

)&(E

##

)&?D

E)

专业发展
=)&)D)&)?

##

)&E"

##

)&E)

#

)&EF

##

)&"E

##

)&(D

##

)&E!

##

)&DE

##

)&?!

E)&E

专业理

念与师德
=)&)!)&)D)&E"

##

)&)F

#

)&)F

#

)&("

##

)&EF

##

)&E>

##

)&!)

##

)&DF

##

)&?!

E)&(

专业知识
=)&)")&)F

#

)&EE

##

)&EE

##

)&)?

#

)&((

##

)&E!

##

)&E!

##

)&!(

##

)&HE

##

)&H!

##

)&?>

E)&"

专业能力
=)&)D)&)?

#

)&E!

##

)&E"

##

)&((

##

)&""

##

)&(?

##

)&ED

##

)&!F

##

)&?!

##

)&DF

##

)&HE

##

)&?D

平均值
(&") )&DF (&(D (&)( )&!F )&H( (&)> E&DH (&FD >&"H >&(" >&)F "&E"

标准差
)&H> )&>H E&)! )&DF )&>? )&>! E&(( E&)> )&DD )&D) )&!F )&D! )&>E

!!

注"

##

&

在
)&)E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

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对角

线上的数字分别为教育科研素养)专业发展水平及其子维度的
*C$-J.0+Z2

%

系数$

#二$有(无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表
"

显示!科研参与经历有与无的幼儿园教师在整体专业发展水平及其

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有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园教师自评得分均显著

高于无科研参与经历者$

表
C

!

有(无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检验

变量名称 科研参与经历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0

值
I9

H

&

#双侧$

专业理念与师德
无

E>H >&ED )&>F

有
"HD >&>! )&D(

=!&F(> )&)))

专业知识
无

E>H >&)( )&>>

有
"HD >&"E )&DE

=!&?E) )&)))

专业能力
无

E>H "&H> )&!)

有
"HD >&(E )&D!

=F&HDE )&)))

整体专业发展水平
无

E>H (&?> )&")

有
"HD "&(E )&>(

=F&EF( )&)))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对科研参与次数的分层回归

为进一步探讨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度对其专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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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文以科研参与次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教育科

研素养在科研参与与专业发展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首先!检验科研参与次数与专业发展水平及其各维度之间关系是否显著$

表
>

中的模型二)四)六和八分别显示!在控制了个体和组织特征变量之后!

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理念与师德*

'

N)&()

!

I$

)&))E

+)专业知识*

'

N)&EH

!

I$

)&)E

+)专业能力*

'

N)&(D

!

I$

)&))E

+以及整体专业发展水平*

'

N)&(!

!

I$

)&))E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次!采用拔靴分析法*

J$$626C.

II

,-

A

.-.%

<

2,2

+检验中介效应!此方法

具有不需满足正态假设)检验效能高以及操作简易等优点*温忠麟和叶宝娟!

()E>

+$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在模型一中!在控制了个体和组织特征的情况

下!科研参与次数对教育科研素养*

'

N)&(H

!

I$

)&))E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同时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后!对应的科研参与经历与专业发展水平的

回归系数由
)&(!

下降至
)&E)

但仍然显著!且
d$$626C.

I

?!G

的偏差校正置信

区间*3

)&"E

!

)&>E

4+不包括
)

!说明教育科研素养在科研参与次数与专业发展

水平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E!

!占总效应的比例

为
D)&))G

$

"

再次!具体观察专业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可知"*

E

+当加入中介变量后!

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

'

N)&)H

!

I'

)&)!

!

?!G

的置信区间包括
)

+#教育科研素养在科研参与次数与专业理念)

师德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E"

*

I$

)&))E

!

?!G

的置

信区间不包括
)

+$*

(

+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知识的直接效应值为
)&)?

*

I$

)&)!

!

?!G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

+#教育科研素养在科研参与次数与专业知识

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F

*

I$

)&))E

!

?!G

的置信区

间不包括
)

+!占总效应的
>H&)DG

$

#

*

"

+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能力的直接效

应值为
)&E(

*

I$

)&)E

!

?!G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

+#教育科研素养在科研参与

次数与专业能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E>

*

I$

)&))E

!

?!G

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

+!占总效应的
!"&F!G

$

(

此外!相较而言!不同背景特征幼儿园教师其专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

异!且有编制)有职称)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公办园的幼儿园教师!其专业

发展水平得分基本上都高于无编制)无职称)非幼儿教育专业毕业)民办园

"

#

(

)&E!

,*

)&E)\)&E!

+

[E))G

(

D)&))G

$

)&)F

,*

)&)?\)&)F

+

[E))G

(

>H&)DG

$

)&E>

,*

)&E(\)&E>

+

[E))G

(

!"&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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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儿园教师$

表
D

!

科研参与次数与专业发展水平的分层回归及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教育科研

素养

专业理念

与师德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整体专业

发展水平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模型九

年龄
=)&)D =)&)F =)&)D =)&)H =)&)D =)&EE

#

=)&)F =)&)F =)&)!

编制
)&)?

#

)&E"

#

)&E(

#

)&E)

#

)&EE

#

)&E)

#

)&E)

#

)&E"

#

)&E(

#

职称
)&)?

#

)&E>

#

)&E>

#

)&)D )&)F

)&E"

#

)&E(

#

)&ED

##

)&E>

#

第一学历
)&ED

##

)&ED

##

)&EH

##

)&)E )&)" )&EE

#

)&E!

##

)&E>

#

)&E!

##

园所类型
)&E?

##

)&EF

##

)&ED

#

)&EH

##

)&E)

#

)&()

###

)&E?

###

)&()

###

)&ED

##

科研参与次数
)&(H

###

)&()

###

)&)H )&EH

##

)&)?

#

)&(D

###

)&E(

##

)&(!

###

)&E)

#

教育科研素养
)&>?

###

)&")

###

)&!)

###

)&!!

###

7

(

)&EE

###

)&)F

###

)&(F

###

)&)!

###

)&(?

###

)&E"

###

)&"F

###

)&EE

###

)&"?

###

L4

K

526847

(

)&E)

###

)&)H

###

)&(H

###

)&)>

###

)&(F

###

)&E(

###

)&"H

###

)&E)

###

)&"F

###

)

7

(

)&() )&(> )&(! )&(F

` E)&!F

###

H&?>

###

(?&ED

###

>&H(

###

")&!)

###

E(&"F

###

>!&)(

###

E)&EH

###

>H&>?

###

效应检验

效应分解
效应值

*

+&F&

+

d$$626C.

I

?!G2?

效应值

*

+&F&

+

d$$626C.

I

?!G2?

效应值

*

+&F&

+

d$$626C.

I

?!G2?

效应值

*

+&F&

+

d$$626C.

I

?!G2?

直接效应
)&)H

*

)&)E

+

3

=)&)(

!

)&ED

4

)&)?

#

*

)&)E

+

3

)&)"

!

)&EE

4

)&E(

##

*

)&)(

+

3

)&)(

!

)&E)

4

)&E)

#

*

)&)E

+

3

)&)E

!

)&)!

4

中介效应
)&E"

###

*

)&)>

+

3

)&"D

!

)&!"

4

)&)F

###

*

)&)E

+

3

)&()

!

)&">

4

)&E>

###

*

)&)D

+

3

)&>!

!

)&DE

4

)&E!

###

*

)&)D

+

3

)&"E

!

)&>E

4

!!

注"估计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基于
?!G

偏差校正置信区间的拔靴法抽样样本

*

J$$626C.

I

2.1

I

%82

+为
!)))

#

###

I$

)&))E

!

##

I$

)&)E

!

#

I$

)&)!

$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尝试从教育科研视角实证分析了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

因素和机制!主要发现归纳如下"有科研参与经历和无科研参与经历的幼儿

园教师在整体专业发展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有科研参与经历

的幼儿园教师其自我感知专业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科研参与次数对幼儿园教

师整体专业发展水平以及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两个子维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

向影响!科研参与度是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教育

科研素养在科研参与次数与整体专业发展水平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显示了重要的中介力量#教育科研素养的中

介作用存在异质性!教育科研素养分别能够部分中介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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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专业能力的影响!完全中介科研参与次数对专业理念与师德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和结论!进一步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自主觉醒)培育和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

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在其科研行为提升专业发展水平过程中所扮

演的重要%中介角色(!启发幼儿园教师及幼儿教育主要利益相关者必须意识

到提高教师教育科研素养的重要性!这未尝不是一种激发内部潜在力量的积

极策略$这种专业性素养是幼儿园教师探索并遵循幼儿保教规律)科学有效

开展保教工作的必备核心素养之一!但它不是与生俱有!培育和提升也并非

一蹴而就!其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在于普遍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科研参与

度$早期的一项调查研究也为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养提供了参考

*吴颖和崔玉平!

()ED

+!如通过职前教育)在职培训!乃至终身学习逐步增

强教育科研意识)扎实教育科研知识)提升教育科研能力以及道德水平$

#二$内外联动)形成幼儿园教师%人人参与&的科研联合体

全面推动幼儿园教师相关科研工作!鼓励更多教师参与其中!但并非简

单强制性要求$在本研究中!幼儿园教师的科研参与度越高!越能显著提升

其教育科研素养!进而有效提升自身专业发展水平$这足以证明科研参与的

积极作用!但也必须认识到参与科研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会受到一些

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王妮妮和赵微!

()EE

+$因此关键还在于从根本上平衡好

%外部供给(和%内部需求(的关系!努力形成%人人参与(的科研联合体$一是

教育行政部门及幼儿园应当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科研管理机制!加大科研专

项经费投入力度!为教师提供更多的科研机会和平台*从微观应用性问题出

发!提倡以保教结合的省思)行动研究)园本研究为主!以理论研究)科学

研究或学术研究为辅+!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创新科研参与形式!丰富科研

内容!从而更好地吸引和支持幼儿园教师参与其中!真正为幼教科研的常态

化提供条件和保障$诚然!一些幼儿园已经制定实施/幼儿园教科研管理制

度0/幼儿园科研档案制度0/幼儿园科研奖励制度0/幼儿园园本研修制度0等!

这类相关成功经验应为更多幼儿园及教师分享互助$二是幼儿园教师自身要

克服科研%恐慌(或敷衍了事的心态!增强自主学习意识!但并不是就此否认

其作为%实践者(的角色$比如!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前提下!紧紧围绕日常

保教实践及相关前沿问题!主动且更多地参与)合作抑或主持专业领域内的

课题项目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旨在促进自身保教反思总结)激发创新创意

思维)提升学习探究能力以及改进幼教实践!而并非以追求科研生产或学术

发表为目的$如此内外联动!方能极大发挥%科研兴师(%科研兴园(和%科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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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评价)重视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质量和效能

当前幼儿园教师科研成果甚少的现状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科研参与质量

和效能的问题$既然实证结果表明科研参与次数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产生正向影响!严格意义上说仍囿于%量(的层面!因此更要关注%质(的层面$

目前!尽管许多幼儿园也都开展了教科研工作!但是%没必要搞科研(%科研增

加负担(诸如此类的刻板印象并不鲜有!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科研本身有难

度以及教师收获较少$因此亟需加强幼教科研指导!包括对科研的正确认识)

规范操作和科学评价$与此同时!为避免幼教科研流于形式或沦为教师%评奖

评优(的工具!有必要开展幼儿园教师科研参与的效能评估!一方面!可以对

教师科研经历进行档案袋评价!对科研成果给予嘉奖和激励#另一方面!也

鼓励教师开展自我参照性评价*

28%3=C838C8-6,.%89.%5.6,$-

+!即教师以发展的

眼光全面认识参与科研前的自我)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从而让教师真

正从科研中%学有所获($

#四$关注个体和组织特征'全方位多渠道助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在个体和组织方面的差异亦不容忽视$在本研

究中!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在编制)职称)第一学历和园所类型等控制

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提示我们既要看到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也要重视教

师编制)职称)优质园等外部竞争和激励作用$具体措施如下"重点培养高

素质)专业化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提高幼儿园教师入职门槛!同时针对非

学前教育本科的教师加大培训和再教育力度!以弥补早期行业专用性人力资

本的相对不足#适当补充幼儿园教师编制数量!虽然这种%铁饭碗(暴露不少

负面效应!但对于社会地位排名相对靠后的幼儿园教师来说!纳入事业编制

有利于提高他们自信心和职业归属感!也为重塑全社会尊师重教之风提供

%硬(保障#改革当前幼儿园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以增加职称等级为手段进一

步拓展教师职业成长空间!让更多投身于幼教工作的优秀者脱颖而出#引导

公办园极大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其他园所的交流与合作!同时给予民办园

一定政策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区域民办幼儿园的教育科研机制$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首先!本次调查对象均来自苏州

大市范围内的幼儿园!虽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外部效度!今后有必要利用大样本数据作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

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考察侧重于专业发展过程的横向角度!数据获

得均采取被调查者单方面自评的方式!未来可以努力尝试标准化测验或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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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最后!我们目前还只是初步探究了科研参与次数通过教育科研素

养对专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对科研参与的动态过程及质量缺乏深入考察$

实际上!这一系列问题足以构成另一项相对独立的选题!后续需要更丰富和

深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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