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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１年以来，在幼儿园教师“国培”的带动下，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财政性幼儿园教师培训力度。本研
究以我国１０省９４９名幼儿园教师为对象，对幼儿园教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财政性培训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发
现，幼儿园教师对于财政性培训满意度高，收获大。通过大面积财政性培训的实施，幼儿园教师外出培训机会普遍增多，

增强了科学教育理念，提升了专业素质，有力地改变了农村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同时，提出加强财政性幼儿园教师

培训管理，科学设置培训项目与内容、改进培训方式及培训考核等建议，以期能进一步切实提升培训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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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性教师培训是指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教师培训。２０１１年以来，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在中西
部地区大面积实施“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与之相呼应，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加强了财政性幼儿教师培

训力度。几年来全国范围内实施财政性幼儿教师培训的实效如何？取得了哪些经验？培训中还存在哪

些主要问题？本研究选取我国１０个省有关地区作为样本，对这些地区部分幼儿教师参加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财政性培训情况作出较为深入的调查，分析探讨了有关问题。

１　调查研究的设计及调查对象
１．１　调查内容

自编问卷《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情况调查》。该问卷从被调查幼儿园教师的人口
学情况、幼儿园教师接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财政性培训的基本情况和幼儿园教师对财政性培训的态度及看
法３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中幼儿教师的人口学情况包括年龄、教龄、学历、专业、职称等；幼儿园
教师接受财政性培训基本情况包括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接受财政性培训次数、项目类别、培训时间、方式、内
容等；幼儿园教师对财政性培训的态度和看法涉及对培训项目、内容、方式的评价以及收获和满意度等。

１．２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经统计测得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实效状况问卷 Ａｌ

ｐｈａ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７，结构效度为０．７３，说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３　问卷发放与回收

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问卷９９０份，有效问卷９４９份，有效率为９５．９％。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
据，对调查问卷的数据采用双输入进行录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录入后再次对数据进行逻辑检查。运

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于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等文字性资料进行了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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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调查对象
调查是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河南、广西、贵州、甘肃、浙江、广东等各省的某一地区抽取幼儿园

教师进行调查。

表１　１０省被调查幼儿园教师人口学情况（Ｎ＝９４９人）

人数（位） 比例（％）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４５ ４．７

２１～２５岁 ３２１ ３３．８

２６～３５岁 ３４０ ３５．８

３６～４０岁 １０８ １１．４

４１岁及以上 １３５ １４．２

教龄

１～３年 ３６３ ３８．３

４～１０年 ２９１ ３０．７

１１～１５年 ８４ ８．９

１６～２０年 ９８ １０．３

２０年以上 １１３ １１．９

学历

中专（含高中）及以下 １３３ １４．０

大专 ５２１ ５４．９

本科 ２９２ ３０．８

研究生（含在读） ３ ０．３

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７４７ ７８．７

师范类非学前教育专业 １１４ １２．０

非师范（教育）专业 ８８ ９．３

职称

中学高级 ２２ ２．３

小（幼）教高级 １５１ １５．９

小（幼）教一级 １４０ １４．８

小（幼）教二、三级 １５３ １４．１

未评职称 ４８３ ５０．９

从表１看出，被调查的１０省教师共计９４９人。年龄多在２１～４０岁之间；教龄方面，１～３年的新入职
教师占３８．３％，４～２０年教龄的幼儿教师占４９．９％；学历上大专和本科的幼儿教师占８５．７％；所调查幼
儿教师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主，非师范类专业占９．３％；从职称上来看，一是有职称的幼儿教师比例低，仅
占总数４９．１％，二是有职称的教师多为中初级职称，中学高级职称的教师仅占２．３％。总体上，被调查
幼儿教师人口学情况与全国幼儿教师人口学总体情况相似［１］，代表性较好。

２　幼儿园教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参加财政性培训情况及其态度
２．１　培训总次数及各级财政性培训次数

表２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次数

均值（次） 最大值（次） 最小值（次） ０～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总次数 ４．０５ ２８ １ ７８．０ １３．９ ８．１

国培 ０．６８ ２１ １ ９９．５ ０．４ ０．１

省培 ０．３７ １０ １ ９９．３ ０．７ ０．０

市培 １．３５ １５ １ ９４．３ ４．８ ０．８

县区培 １．２６ ２０ １ ９５．３ ３．５ １．３

从表２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１０省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总次数的均值为４．０５次，最大值为２８次。
大多数教师接受财政性培训次数在５次左右，即每年约１次，１１次以上的少于１０％。在各级财政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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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面，幼儿教师参加市级培训的次数最多，参加省培的次数最少。另从教师的角度设计的问卷回答上

得到的数据是，１９．９％的教师表示获得的财政性培训机会“较多”，３９．５％的回答为“一般”，有３１．６％表
示“不多”，可以看出仍然有部分教师渴望获得培训而机会偏少。

２．２　参加财政性培训途径
表３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参加财政性培训途径

均值（次） 最大值（次） 最小值（次） ０～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指定式培训 １．５４ ２４ １ ９４．５ ３．５ ２．０

菜单式培训 ０．８２ １７ １ ９５．７ ２．５ １．８

幼儿园教师参加财政性培训途径主要有指定式培训、菜单式培训两方面。指定式培训是指特定培

训时间、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的培训。菜单式培训是指财政性培训管理部门（一般是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在不同的时间段提供了多个培训机构，每个培训机构均设计了不同的培训项目及培训课程，幼儿园

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需要等实际情况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的培训。从表３看出，近几年，我
国幼儿园教师参加财政性培训多为指定式培训，参加菜单式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

２．３　参加的培训项目
表４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项目

均值（次） ０～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喜欢（％） 不喜欢（％）

新教师培训 ０．５２ ９８．６ ０．８ ０．５ ３８．４ ４．６

转岗教师培训 ０．６９ ９９．７ ０．１ ０．２ １３．１ ８．７

骨干教师培训 ０．２０ ９８．６ １．２ ０．２ ５１．６ ３．６

园长培训 ０．７０ ９８．９ ０．７ ０．３ １９．９ ２．６

脱产置换培训 ０．１１ ９９．７ ０．３ ０．０ １１．０ ９．６

近几年，我国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主要设置骨干教师培训、新教师培训、转岗教师培训、园长培训

及置换培训等项目等。从表４可见，１０省幼儿园教师参加各类项目的次数大多在５次以内。其中参加
骨干教师项目培训的次数最多，参加置换培训的次数最少。对于培训项目，１０省幼儿园教师满意度最
高的是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有５１．６％的教师表示满意；其次为新教师培训、园长培训。相对来说，不太
满意的项目是脱产置换培训项目及转岗教师培训项目。

２．４　培训内容
表５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内容

基本情况

人数（位） 百分比（％）

喜欢

人数（位） 百分比（％）

不喜欢

人数（位） 百分比（％）

教育教学知识 ６９６ ７３．３０ ６０１ ６３．３０ ６２ ６．５０

教育教学技能 ６２０ ７０．１０ ７１６ ７７．８０ １７ １．６０

教育教学能力 ６８０ ６５．３０ ７３８ ７５．４０ １５ １．８０

教师职业道德 ２４５ ５６．４０ ２５７ ４７．４０ ２５３ ５．９０

幼儿安全教育 ５３５ ５５．６０ ４５０ ５５．２０ ５６ １．７０

信息技术知识 ５２８ ４１．００ ５２４ ４９．７０ １６ ８

政策法规 ３８９ ２５．８０ ４７２ ２７．１０ ７６ ２６．７０

从表５可见，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各类项目设置内容最多的是教育教学知识，因而接受相应内容
培训的教师比例最高，其次分别为教育教学能力、教育教学技能、教师职业道德、幼儿安全知识、信息技

术知识及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内容。从回收问卷中看出，还设有区域活动指导、园长管理、教师管理、幼儿

绘本学习、蒙氏教育、家长沟通、环境创设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对于培训内容，按幼儿园受训教师喜欢程

度依次为教育教学技能、教育教学能力、教育教学知识、幼儿安全知识与技能。幼儿园教师不喜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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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是教育政策法规，其次为信息技术知识、教师职业道德等培训内容。其原因主要有“内容大而

空，与现实脱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乡镇幼儿园缺乏网络设施等条件，学也用不上”等。

２．５　培训时间
表６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时间

均值（次） 最大值（次） 最小值（次） ０～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寒暑假培训 １．０９ １５ １ ９６．７ ２．７ ０．５

工作期间 ３．２５ ２０ １ ８３．２ １０．３ ６．４

１０天以内 ２．２４ ２６ １ ８８．５ ７．５ ４．０

１０～２０天 ０．４４ １１ １ ９９．６ ０．３ ０．１

２０～３０天 ０．１１ ５ １ ９９．８ ０．２ ０．０

１～３个月 ０．３０ １４ １ ９９．４ ０．３ ０．３

３个月以上 ０．１７ ９ １ ９９．８ ０．２ ０．０

培训时间包括培训时段和培训时长两个方面。从表６可见，在培训时段方面，管理部门在寒暑假和
工作期间均组织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总体上１０省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更多是在工作期间进行。
从培训时长看，幼儿园教师培训为１０天以内的次数最多，２０～３０天及３个月以上的次数最少。从回收
的问卷看，受训教师中有８７．５％的教师认为在培训时间安排上较为合理。
２．６　培训方式

表７　 １０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方式

均值（次） ０～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次以上（％） 喜欢（％） 不喜欢（％）

集中培训 ２．８２ ８６．１ ９．８ ４．１ ５６．５ １２．４

网络研修 ０．９０ ９７．８ ２．２ ０．０ １７．７ ４３．３

观摩学习 １．６７ ９３．５ ４．５ ２．０ ７５．７ ３．８

师徒结对 ０．２７ ９９．７ ０．３ ０．０ ２２．９ ９．２

跟班学习 ０．４８ ９８．７ １．１ ０．２ ４５．８ １１．２

从表７看出，１０省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方式有集中培训、网络研修、观摩学习、师徒结对、跟班学
习等。其中，集中培训和观摩培训是幼儿园教师培训最常采用的形式。１０省幼儿园教师比较喜欢的培
训方式为观摩学习、集中培训及跟班学习，而对于网络研修这种方式不太喜欢。

２．７　培训收获及满意度
表８　１０省幼儿园教师对于财政性培训总体满意度及收获感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２８．４ ５６．７ ７．６ ０．２

增强了教育科研能力 开阔了视野 改进了教育教学方法 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 提升了教育教学技能

收获感（％） ９２．２ ９１．９ ６７ ４２．３ ０．７

　　表８显示，１０省幼儿园教师认为财政性培训有较大的收获。其中，大多数教师认为财政性培训使
自己增强了教育科研能力、开阔了视野、改进了教育教学方法、提升了教育教学理念。总体上，由于更新

理念是前一段财政性培训的主要目标，因而，幼儿园教师在财政性培训中，收获的理论知识多于教育教

学技能。

在总体满意度方面，幼儿园教师表示对财政性培训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的比例为

９２７％。表示不满意的幼儿教师仅占０．２％。说明绝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对财政性培训总体满意度高。

３　结论及思考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可以看到，２０１１年以来，在中央财政实施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的带动下，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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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纷纷加大了财政培训力度，并通过加强培训各个环节的管理，财政性培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３．１　幼儿园教师普遍获得高质量的财政性免费培训机会
在职培训是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教师专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教师培训环

境内蕴着培育教师的潜能，为教师学习与专业成长创造了条件［２］。从表１看出，样本教师５年内，平均
参加财政性培训４．２３次，最高达２８次。可见，由于高质量财政性培训的实施，绝大多数幼儿园教师，甚
至是偏远的乡镇村幼儿园的教师，几年来获得了多次培训机会。这种情况与２０１１年以前大部分幼儿园
教师没有外出培训的机会比较，应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３］。培训机会的增加，为提高幼儿园教师

的质量，特别是对于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化发展搭建了必要的平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３．２　财政性培训达到预期目标，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水平普遍提升
２０１１年以来，幼儿园教师财政性培训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科学标准，遴选了各级财

政性幼儿园教师培训机构；二是对于幼儿园教师情况，特别是对于农村幼儿教师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和

全面的调查；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不同培训项目的课程大纲；四是建立了各级财政性培训的专家

库；五是制定了培训评估办法和评估指标。由于实施一整套科学的办法和对策，财政性培训达到了预期

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学前教育现状和发展要求科学设置培训项目，大面积地促进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如为提升熟手教师的专业水平，设置骨干教师项目，并保证到每一个乡镇及社区幼儿园能够有多位教师

获得骨干教师项目培训的机会；基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导致一批中小学教师转入幼儿园岗位而实施

转岗培训项目，尽可能使每一位转岗教师接受一次以上的培训；另外，还有园长培训、针对新入园的教师

实施新教师培训等。二是针对国家新出台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
文件精神，开展相应内容的培训，大面积提升了教师理论水平，转变了教师教育观念，对于纠正城镇民办

园和农村幼儿园的“小学化”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培训内容比较符合幼儿园工作实际需求，培

训课程设置实际针对性强，培训方式多样，做到理论与幼儿园实际有效的结合，实用性强，广大受训教

师、园长收获感强。四是教师培训对于实际工作指导价值大，培训园长、教师回园后，幼儿园管理和保教

工作面貌发生积极改变。五是取得了丰富的培训工作经验。如在项目设置上，具有资质的各个培训机

构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优势设置项目菜单，由幼儿园教师自行选择培训项目；构建了多维视角、多方面、多

个时间段的培训实效考核机制和考核方式等。

３．３　进一步提升财政性培训实效的思考
从回收的调查问卷可见，仍然有一定比例的教师培训收获感不强，认为财政性培训实效有待进一步

提高。如一些教师认为外出培训机会偏少，对于所接受的培训项目、内容和方式还不太满意，培训机构

管理不够到位等。虽然，这些教师的看法有其主客观原因，但说明通过加强培训管理、科学施策，提升财

政性培训实效有潜力可挖。

首先，各级财政性培训实施总体上使幼儿园教师培训机会大大增多，但还存在名额均衡不够、项目

配置不尽合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几年来各地的财政性培训大多采用指定式名额分配方式，该方式

做法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培训项目、设计课程，分配学员名额。指定式名额分配方式可能会出现以下

问题：一是因由上而下的单向性行政指派做法导致名额分配的随意性，即县市区教育局可能会随意指定

某类型教师或幼儿园派出学员参训，导致一些教师或幼儿园培训机会偏多，而另一些幼儿园和教师培训

机会不足；二是岗训分离，即县市区教育局和幼儿园并没有针对性的依据培训项目挑选相应身份的教师

参训，如新教师参加了骨干教师或园长培训项目，长期在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参加了转岗教师项目，甚至

发现幼儿园保安、炊事员顶替参加多个培训项目的现象，从而造成财政培训资源事实上的浪费。

对于以上问题，一些培训机构借鉴公务员培训，通过开发教师培训资源，探索出 “菜单式”培训模

式，推出项目与课程菜单、时间菜单、师资菜单［４］。在这种培训模式下，幼儿园教师需要参加什么类型

培训，什么时候参加，可以自行选择，从而使岗训一致，大大提高培训的实效性。目前，这种培训模式得

到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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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突出培训项目及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强化培训实践倾向和教师关键能力培养。这里有几个方

面的工作可做。第一是要在培训前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幼儿园，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做专门的需求

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学前教育工作实际中的不同需要，设置出一些有特色的项目。如农村家长工作

项目，留守幼儿教育项目，家园社区合作项目，园本课程建设与课程开发项目，传统文化教育项目等，以

加强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针对性。第二是做好不同项目的适切性内容设计，如现有的骨干教师项目、

新教师培训项目、园长培训项目及转岗培训项目的主要课程和培训内容设置应各有自己特色，相互间应

有所区别。第三是改进讲座模式，增大案例教学分量，一方面从案例入手上升到理论分析，另一方面注

意典型案例本土化的转换，使幼儿园教师理论的提高和实用性能力获得同步实现［５］。

再次，进一步调整培训方式方法。从调查看出，培训学员对于现有培训方式方法并不十分满意。一

些学员认为培训“授课时间太多，观摩讨论时间偏少”高校教师“讲座往往太过理论化”，而幼儿园一些

专家的课“在理论上显得苍白”“无论理论课还是实践课，总感觉与乡村幼儿园的实际对接不够”等。因

此，有必要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如增加幼儿教师比较喜欢的观摩活动，同时，观摩活动应与学员的深入

讨论结合，使学员对教育实际生活做出分析思考，提升其理论素养。师徒结对和跟班学习应加强学员反

思环节，在拓展学员视野的同时，提高学员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推进讲座模式多元化，注意

课堂互动，能从学员教育经历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案例和理论等。

最后，实施多方考核来提升财政性培训实效。培训考核包括对于学员的考核、对于培训师资的考核

和对于培训机构的考核。学员考核主要由培训机构承担，考核内容包括学员培训期间到培情况、各项任

务的完成状态、学习积极性等。培训师资考核可由学员和培训机构承担，培训机构可从培训教师对承担

任务的准备、培训过程间与学员的互动、完成教学任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学员则可以从自己感受

的角度对教师的教学与指导情况进行评价。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对培训机构进

行全面评价，学员则可以从管理、服务的角度对培训机构进行相应评价。通过对财政性培训客主体多方

评价，合力促进财政性培训实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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