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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从长沙市岳麓区选取了 !$名 +#后幼儿园优秀教师$通过问卷&深度访谈和教师叙事等方法对幼儿园优秀

教师职前专业学习和从职历程中的专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从社会环境看$+#后幼儿园优秀教师成长于新世纪幼儿园

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园本培训和行动研究成为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的新形式'从个人情况看$

她们职前努力学习$专业功底扎实$而职后生活中关键事件的积极影响&对于自身发展的不懈追求&强烈从教情怀及教育

责任&反思性教育实践等促使她们不断优秀% +#后幼儿园优秀教师成长史能给当下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有益的

启示%

关键词!+#后幼儿园优秀教师'专业发展'关键事件'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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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成为一名幼儿园优秀教师是幼儿园教师职业

成长的目标) "!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和

幼儿园课程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

期#学前教育前所未有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学前教育观念和幼儿园课程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

革#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受到高度关注#幼儿园教师

成长新模式不断涌现) +# 后幼儿园教师接受专

业教育和从职时间正处于新世纪初期#以 +#后幼

儿园优秀教师为对象#探讨新时代幼儿园教师成

长的途径和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5研究对象与方法

!)!5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教师年龄和教师职业成就两个方面

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确定) 教师年龄方面#确定出

生日期为 !$+#年 ! 月 ! 日后) 教师职业成就方

面则要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职称级别为小

学一级以上-二是教育教学工作"竞赛$获得县

"区$级以上的荣誉称号-三是被所在工作园认定

为骨干教师)

依据以上条件#本研究决定从长沙市岳麓区

'U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中选取调查对象)

长沙市岳麓区'U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于 "#!*

年成立#是岳麓区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名师工作室#

目前工作室有 * 位顾问*2 位名师和 %+ 位学员)

根据所给定研究对象的要求#岳麓区'U学前教育

名师工作室(最终有 !$位成员被选定为'+# 后幼

儿园优秀教师(研究对象#这 !$ 位研究对象均为

女性教师#基本情况如表 !所示)

!)"5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叙事研究

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教师个人成长环境*职

前学习状况*职后专业成长中的关键事件等-通过

访谈法进一步深入了解影响 +# 后幼儿园优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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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成长的各种因素-从教龄*学历*专业*所工作幼

儿园性质综合考虑选取了几位教师#通过她们对

自己的成长叙事来剖析其成长历程)

表 !5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3

o

!$#

调查对象 出生年份 职称 最后学历*专业 曾工作幼儿园的性质 现工作幼儿园的性质 任职岗位

B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园长助理

\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班主任

7 !$+2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民办 民办 教学主任

S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副园长

G !$+! 小学高级 大专*汉语言 公办 民办 园长

E !$++ 小学一级 本科*教育学 公办 公办 教师

Z !$+$ 小学一级 大专*音乐教育 民办 民办 副园长

[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班主任

U !$+% 小学一级 大专*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副园长

Y !$+2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副园长

6 !$+$ 小学一级 大专*学前教育 民办 民办 教学主任

>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园长助理

C !$+* 小学一级 大专*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班主任

h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园长

8 !$+$ 小学一级 本科*涉外秘书 公办 公办 副园长

c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民办 公办 年级组长

P !$+$ 小学一级 本科*小学教育 公办 公办 保教主任

i !$+2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班主任

K !$+* 小学一级 本科*学前教育 公办 公办 副园长

"5+#后幼儿园优秀教师的成长历程

相较于改革开放前#出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

+#后幼儿园教师接受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及大中专完整教育#她们有着比较完整的教育经

历#为其成长为优秀教师奠定了较好的文化基础)

")!5入职前的专业学习

!$位 +#后幼儿园优秀教师在入职前均接受

了学前教育专业教育#但专业教育的学习层次不

一样) 其中#接受中专教育的有 1位教师#接受专

科教育的有 !"位教师#接受本科教育的仅 ! 位教

师) 当时#这 % 个层次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

设置均包括普通课程*专业理论课程*教育技能课

程和教育实践课程) 相对来说#中专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要比专科和本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更加重

视专业技能课程开设#而本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比中专和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更重视专业理论

课程的学习) 在教育实践方面#% 个层次学校学

前教育专业均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时长为

%个月至一个学期) 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还有

教育调查*毕业论文等相关安排)

")"5入职后的成长

本研究以卡茨的阶段划分为依据+!,

#将幼儿

园优秀教师的专业成长划分为适应期"入职后!R

%年$*探索成熟期"入职后 3R$ 年$和优秀卓越

期"入职后 !#R!*年$三个阶段) !$ 位幼儿园教

师不同职业成长期的整体成长情况见表 ")

")")!5不同成长期的教师专业成长途径

从成长途径看#!$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不同

成长期的专业学习途径的共同方式有网上培训学

习*参加园内外培训*听专家讲座*阅读书刊等)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工作经验和阅历的积累

以及理论水平的提升#她们的专业发展成长不断出

现新的形式) 模仿老教师*师徒结队学习*视频学

习*观摩优质课等是适应期幼儿园教师的基本途

径) 进入探索成熟期#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及理论

水平提升#参加各种教研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提升

学历*向优秀教师学习*跨园学习等成为这一时期

幼儿园教师成长的新形式#通过这些途径#她们不

断走向成熟) 当她们成为熟手教师后#对于幼儿园

日常工作已经非常熟悉#所掌握的理论能够与幼儿

园实际工作有效结合#这一时期是她们成为优秀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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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关键阶段) 一些教师也许在进入这一阶段后

停滞不前#而这 !$位教师则通过教师间的教育教

学交流*网上学习探索*与名师互动*参加各种提高

培训活动*听专家讲座及编写教材*跨园学习指导*

撰写论文等学习与教研科研活动方式#使自身专业

发展获得突破#走向优秀卓越)

表 "5!$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不同成长期的成长情况

成长途径 关键事件

适应期
网上培训*模仿老教师*师徒结队学习*参加园内外培训*视频学

习*听专家讲座*观摩优质课*阅读书刊

公开课*园长及老教师的指导*跨园学习*外出培

训*担任班主任*参加培训*父母的鼓励

探索成熟期
参加教师培训及各种教研活动*提升学历*向优秀教师学习*听

专家讲座*视频学习*跨园学习*网上培训*阅读书刊

转园工作*荣获各种荣誉*担任教研主任*年级组

长等职位

优秀卓越期

加入各种教师交流群*网上学习探索*视频学习*与名师交流*参

加有针对性的培训及教研活动*听专家讲座*参编教材*发表论

文*提升学历*跨园指导*阅读书刊

加入名师工作室*参编教材*任职幼儿园负责人

岗位

")")"5 不同成长期影响教师成长的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最早由英国罗博3沃克 "Y'Q

>?J0@A$提出#他认为职业生涯中总是存在一些关

键事件#人们往往凭借这些事件做出关键性的决

策#从而使这些关键事件对专业发展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在教师个人成长中#同样存在相应

的关键性时间#这些关键事件经常发生在教师的

变化和选择时期#会对教师的职业产生挑战和

影响+%,

)

从表 "可见#影响这 !$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

适应期*探索成熟期和优秀卓越期成长的关键事

件不尽一致) 在教师刚刚入职的职业适应期#公

开课*园长及老教师的指导*跨园学习*外出培训*

担任班主任*参加培训*父母的鼓励等是她们成长

的关键事件#这一时期#关键事件的影响包括专业

理论方面*经验方面*从职情感动力方面) 进入探

索成熟期#影响她们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则发生了

一些变化#获得各种荣誉*担任教研主任*年级组

长等职位以及转园工作等事件对原有的工作状态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使她们的专业发展迎

来了突破和拓展的机遇) 这一时期#关键事件的

影响依然包括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同时还有管

理方面等) 成熟期之后#这些教师加入名师工作

室#在导师带领下开展教研科研工作*编写教材*

在幼儿园负责人管理岗位任职等成了她们成长新

的关键事件) 这些事件引领她们走向卓越#促使

她们在管理和教研科研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突

破#进一步提升了理论水平*管理水平和研究

能力)

%5+#后幼儿园优秀教师成长的影响因素

%)!5社会环境

%)!)!5教育观念的革新%新课程改革的影响

+#后幼儿园教师接受专业教育和步入职场

的时间正处于新世纪之交#这正是中国幼儿园新

课程改革的新时期) 以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标志#我国学前教

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课程变革) 这次改革最重要

的成果是学前教育观念上的转变#活动课程*综合

课程*生成课程成为课程改革的热点) 对于幼儿

园教师来说#一是改革深度地转变了她们的教育

观念#二是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和探索也成为

其专业成长的新范式) 可以说#"! 世纪初幼儿园

课程改革有力地促进了 +# 后幼儿园教师专业成

长) 在访谈中#!$+%年出生的U老师说!'我刚工

作时#就赶上国家的课程改革#幼儿园经常组织我

们老师定期学习%纲要&#探讨新的教育理念) 国

家这次课改推动了我们这一代教师的成长#因为

这次新课改给了我们很多学习*培训*研讨和比赛

的机会#我就抓住这些机会#这促使我不断提升了

自己)(

%)!)"5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要求

"#世纪 $# 年代末开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

逐步推进以及西方教师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

专业化(成为我国教师培养和发展的目标#认为

"!世纪的教师必须是接受过专业化训练*有着较

高专业素养的教育专业工作者+3,

) 为了推进专

业化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 年教育部颁布

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这给幼儿园教

师的培养和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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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导向#从'专业理念与师德( '专业知识( '专业

能力(三大方面厘定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要求)

+#后幼儿园教师是在我国幼儿园教师专业化要

求的时代背景下走进学前教育的专业学习和职业

岗位的)

在教师专业化发展背景下成长的 +# 后幼儿

园优秀教师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专业意识明确#

专业化程度较高-二是学前教育责任和质量意识

强-三是具有较好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自身解

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能力不断改善-四是有较强

的自觉学习反思能力#专家型幼儿园优秀教师不

断涌现)

S老师中专毕业后就进入幼儿园工作#工作

期间不断地学习新理论知识#通过函授学习相继

获取了大专和本科学历) 谈及此#她说#在教师专

业化发展的要求下#尤其是在 "#!" 年颁布了%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后#国家对幼儿教师

要求越来越高了#因而必须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来

提升自己) S老师认为!现在的自己不再只是一

个会组织活动的教学型幼儿教师#而是具有较强

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型幼儿教师了)

%)!)%5 园本培训$行动研究成为教师成长的新

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教师培训基本方式与

职前教育模式大体相似#即由师范院校或进修学

校进行理论或技能培训) "! 世纪以来#由幼儿园

规划组织#以提高园内教师专业素质*促进幼儿园

的发展为目标的园本培训逐步兴起+*,

) 园本培

训通过反思教学实践和幼儿园行动研究等多种途

径实施#也成为 +# 后幼儿园教师成长的新方式)

这种新的教师成长方式使 +# 后幼儿园优秀教师

不仅知识面宽*观念新颖#而且能够较好地做到

'理论实践化(和'实践理论化() 一方面#能够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4

1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新理念和国内外科学理论指导自己

的教育实践-另一方面#也能够对自己的教育工作

做出理论性反思) 这为科学实施保教工作*提高

幼儿园工作质量奠定了基础)

在调查中#!$位幼儿园优秀教师都谈到了反

思性教育实践对于自己成长的积极影响) 7老师

喜欢学习*善于反思#愿意尝试运用新理念*新教

学方式) 谈到反思性实践时#7老师说!'我工作

的幼儿园非常重视教学反思形式#久而久之#我就

慢慢形成一种反思的习惯) 后来做了教学主任#

我甚至把反思性实践作为上一个活动的结束和下

一个活动的开始) 在教师们开展一些新活动时#

我总是要求她们进行反思活动) 通过反思性实

践#教师的成长更快了)(

%)"5教师个人因素

%)")!5关键事件的积极影响

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有很多的关键性事件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关键性事件主要包括

'成功型事件( '挫折型事件( '启发型事件(

等+1,

) '成功型事件(能使教师获得专业认同感#

增强其专业信心-'挫折型事件(可以促使教师反

思#进而改变其教学态度-'启发型事件(对教师

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和教育方法有所启示) 在

教师成长初期#'成功型事件(是促使教师成长最

明显的一类关键事件#如新手教师的公开课得到

认可#会给教师很大的自信心) 教师在成长的过

程中#无疑会遇到 '挫折型事件(和 '启发型事

件(#这些事件同样会助推教师的专业成长)

关键事件对于这 !$位 +#后幼儿园优秀教师

的专业成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关键事件

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宏观的有国家对于学

前教育和幼儿园教师的各种政策等#微观的则包

括幼儿园各种制度*幼儿教师执教的公开活动*各

类教育教学竞赛*园长或同事的帮助*教研科研活

动*工作岗位及职称的变化等方面#这些都可能成

为幼儿教师成长中的新起点#有时候甚至园领导*

同事*家长*幼儿*社会人士的某种行为*某些语言

都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中的关键事件)

谈到关键性事件对教师成长的影响时#[老

师很兴奋地说!'关于我专业成长最关键的一件

事是工作四年后的第一次公开课#这次公开课有

本区其他幼儿园的老师来听#比较紧张#但是也很

兴奋#准备得特别充分) 最后#公开课比较成功#

当场就得到了一些老教师的鼓励#满满的成就感)

从那以后#就感觉自己的教学能力提升不少#教学

活动得心应手#因为组织一次教学活动要思考很

多) 另一件事就是自己参与幼儿园教材的编写#

花了近半年时间) 在参编教材的过程中#在主编

深入指导下#自己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理论文献和

课例#观看了很多优秀教师教育视频#不断地反思

自己的教学活动实践) 编写教材之后#感觉自己

教育理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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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自身的不断进取

调查发现#这 !$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职前的

专业学习中#成绩优良#与同学友好相处#有些还

是班干部*校干部#她们从不自满#积极向上) 为

了提高学历和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她们中的大

部分在职后通过自考*函授等形式进行学习#积极

参加园内外的各种培训#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

念#拓宽理论知识)

h老师说!'中专毕业进入幼儿园后#随着工

作的不断累积#我感觉自己的理论知识比较薄弱#

很多情况下不能支撑幼儿园的实践活动) 于是参

加自考#相继获得了大专*本科学历#理论知识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养成了读书学习理论*反思

教育实践的习惯#工作也很顺利#甚至能思考一些

以前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5对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强烈情怀

从教愿望指的是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执着

的情怀#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的意愿)

优秀教师一般都有强烈的从教愿望#在强烈的教

育情怀驱使下#能够激发出坚定的职业信念#从而

促动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助力其专业成长) 本

研究中的 !$位幼儿园优秀教师在专业学习和从

教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事业情怀#她们在职业生

活中提升学历#不断学习以充实理论知识#参加各

种培训#开展教研科研活动#不断反思教育实践#

撰写论文等#在自己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也带动

了其他教师成长)

B老师从教 !+年来#对待幼教工作有着一如

既往的热情) 她说!'我在读中专时就对未来的

幼儿教育工作充满了向往#一直在思考我成为一

名幼儿教师后将会怎么做) 为了以后能成为优秀

的幼儿教师#我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和其他各方

面知识) 毕业后从事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心中最

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每天我都以

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繁杂的工作#想要通过自己最

积极的一面来影响幼儿园的孩子们) 直到现在#

我都充满激情#觉得做一名幼儿教师特别有成就

感#值得自豪)(

35+#后幼儿园优秀教师成长的启示

3)!5 广博的通识知识和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具有广博的通识知识和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幼

儿园教师#必须打牢这一基础) 本案例的 !$位优

秀教师在师范学校时就认真学习#大部分课程成

绩优良#兴趣广泛#打下了较好的通识知识和专业

理论知识的基础) 她们中的大部分在入职之初只

有中专或专科学历#然而她们不断追求#学历层次

和理论水平都获得了质的提升) 从时代要求和学

前教育发展来看#幼儿园教师应克服长期以来的

'艺术特长*知识够用(的倾向+2,

#一名优秀幼儿

园教师的知识性素养应根据%幼儿园教师专业标

准"试行$&的理念和要求#与时俱进#不断拓展相

关通识知识*提升专业理论水平*更新教育观念)

3)"5强烈的教育情怀和教育责任

强烈的教育责任和从教情怀是古今中外教育

家共有的情感品质) 如世界近代著名教育家裴斯

泰洛齐'为教育改革事业奉献了一生(-我国伟大

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了使劳苦大众及其子女能

够接受教育#殚精竭虑#'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幼儿教育家陈

鹤琴抱着'一切为了儿童(的情怀#把一生贡献给

了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 可见#对幼儿的热爱*对

幼儿教育事业的情怀和教育责任是一名幼儿园教

师执着教育的情感基石#也是幼儿园优秀教师成

长的前提条件) !$ 位案例教师在专业学习之前

大多就立志当一名幼儿园教师#此后教育情怀更

加强烈而坚定#这成为她们专业化发展的不竭动

力) 在培养从教愿望和热爱儿童的品质上#师范

教育阶段主要应通过相关课程学习和实践活动进

行#如教育见习*教育实习*访问老教师*了解处境

不佳家庭儿童等#使学生对学前教育职业的价值

有更清楚*更具体的认识#从而不断增强其教育向

往*教育信念和教育情感)

3)%5努力提升自身的不懈追求

持之以恒*不懈追求是事业成功的法宝#幼儿

园教师专业成长也是如此) 本研究中 !$ 位优秀

教师之所以有成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们有追

求*有梦想) 她们刚从事教育工作时的起点都不

高#理论水平更是欠缺) 然而#正是有着对学前教

育事业的追求#她们一步一个脚印#教学工作*管

理工作*教研科研*学历提升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

进步) 可见#要成为幼儿园优秀教师#一是要有理

想*有追求-二是确定目标#持之以恒#大处着眼#

小处入手-三是要正确审视自己#不断学习*扬长

补短*与时俱进) 总之#优秀教师是教师不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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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只要教师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追

求#扬鞭奋蹄#就一定能取得很好的发展)

3)35注意反思性实践

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一定是反思性实践者#因

为反思性实践是用理论来分析实践活动#并能从

实践中发现理论#有助于幼儿园教师实现从'工

具性(到'主体性(的超越++,

) 一名幼儿园教师要

想不断成长#除了必须不断学习外#还要做一个反

思性实践者) 关于反思性实践#幼儿园教师要做

好两方面工作!实践后的反思与实践前反思并重-

通过创建专业学习共同体进行反思) 对于教育教

学活动的反思#在教育活动前后都需要对自己所

设定的活动目标*选取的活动内容*使用的活动方

式是否适合幼儿#实施实效如何等进行反思) 另

外#幼儿园教师的反思不仅仅是教师单个人的反

思#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共同体共同对某一活动

或教育教学实际问题进行集体反思#则更能提升

反思的效果) 因此#幼儿园应形成学习团队#有着

共同的学习愿景#相互帮助*相互交流启迪#在实

践与反思中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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