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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师面临着很多困境,其中一个突出难题就是由“高原现象”而引发的职业倦怠,本文以六盘水

市幼儿园教师为例,通过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六盘水市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结论如下：幼儿园教师趋

于年轻化,且以未婚的女性教师为主,教师流动性较强；大多数幼儿园教师都正在步入、正在经历过、刚

渡过职业高原现象,且大部分教师为缓解职业高原现象做出过努力；个人教学水平、家庭事务、身体和

心理健康等个人原因和社会评价、薪资水平、工作压力等外部因素都是教师出现职业高原现象的因素。

其中,社会认可度、教师待遇、工作压力等外部因素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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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 is facing many dilemmas, one of which is the job burnout caused by the 

"plateau phenomenon". This paper takes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Liupanshui Cit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occupational plateau phenomen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kindergarten teachers tend to be younger and mainly unmarried female teachers, and teachers are more mobile. 

Mos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enter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phenomenon of just crossing the occupational 

plateau. And most of them have made efforts to alleviate the occupational plateau phenomenon; personal reasons 

such as personal teaching level, family affair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evaluation, salary level, and work pressure are al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eachers' occupational plateau 

phenomenon. Among them,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recognition, teacher treatment, and work pressure are 

the main factors. 

[Key words] occupational plateau; kindergarten teachers; job burnout 

 

引言 

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以及教

育部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1],对教师

提出了新的要求。学前教育具有公益性、先导性、基础性等特

点,决定了学前教育中教师教育质量成为学前教育质量稳步提

升的重要环节[2]。当代幼儿园教师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如

何结合时代背景突破职业发展中高原现象的束缚是当代幼儿

园教师面临的问题之一,打破职业发展高原,提升教师职业发

展是对幼儿园教师群体教育事业的提升,也是教师个体发展

的重要一步。 

1 研究设计和分析 

1.1研究对象的选择 

六盘水市为贵州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云南省和贵州省的

结合部,辖区内有六枝特区、盘州市、水城区、钟山区4个县级

行政区。幼儿园的数量总数从2011年的165所增加到了2021年的

1009所,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也从40%提升到95.01%,处于全

省领先水平。本文将在全市范围内选取若干个幼儿园进行问卷

发放。调查对象的选取遵循广泛性、针对性、综合性的原则。 

1.2研究问卷的发放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六盘水幼儿园的教师开展职业高原

现象的问卷调查,从而探究幼儿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主要会受到

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问卷的编制方面,以现有教师存在的职业高原现象为出

发点,以学者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王艳在其

博士论文中编制的《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高原现象问卷》为主

体[3]。本次调查共发放了430份调查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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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率为97.44%。 

1.3教师职业高原现象差异分析 

表1  教师职业发展高原中教龄差异 

选项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5 年及以下 188 21.03 2.57 0.437 0.727

5-10年 132 21.29 2.45

10-15 年 65 21.07 2.26

15年及以上 34 20.85 2.31
 

教龄方面,5-10年的教师表现出了最高的高原得分。由于

教师刚入园对自身工作内容以及对工作的要求更高,从而教

师会更加明显地感受到职业发展进入高原现象。而15年以上

教龄的老师显示出相对较低的高原得分。则是由于教龄越长,

教师对工作内容更熟悉所以自身对职业发展有更加清晰的认

知。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0.437,P值为0.727,表明存在

一定的差异。 

表2  教师职业发展高原中学历差异 

选项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专科 278 21.18 2.43 0.913 0.402

本科 107 20.84 2.40

硕士研究生 34 21.35 2.90
 

在学历方面,硕士研究生的高原得分最高,为21.35,本科得

分相对较低为20.84分。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0.913,P值为

0.402。从表格中可以得出研究生对于职业发展高原更加敏感,

研究生作为研究型人才在幼儿园的工作中对工作满意度标准会

相较于本科生和专科更加高。 

1.4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高原的影响因素分析 

1.4.1相关性分析 

将问卷数据归类分为发展高原、身体状况、薪资待遇、教

学水平、压力因素、学习动力、发展机会等不同维度类别,进行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得出以下结论： 

表3 维度变量相关性分析 

发展高

原

身体状

况

薪资待

遇

教学水

平

压力因

素

学习动

力

发展机

会

发展高原 1 -0.031 .101* 0.051 0.006 0.056 -0.030

身体状况 -0.031 1 0.069 0.060 0.059 -0.048 0.013

薪资待遇 .101* 0.069 1 0.038 -0.002 0.004 0.089

教学水平 0.051 0.060 0.038 1 -0.017 0.093 -0.066

压力因素 0.006 0.059 -0.002 -0.017 1 0.020 -0.080

学习动力 0.056 -0.048 0.004 0.093 0.020 1 -0.012

发展机会 -0.030 0.013 0.089 -0.066 -0.080 -0.012 1

 

1.4.2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高原回归分析 

本文以发展高原为被解释变量,以身体状况、薪资待遇、教

学水平、压力因素、学习动力、发展机会等为解释变量,对其进

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  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高原回归分析 

 

注：GY为发展高原,JX为教学水平、DY为薪资待遇、YL

为压力因素、ST为身体状况、XX为学习动力、JH为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 

第一,职业发展高原与职业发展机会呈现负相关。在职业发

展过程当中,幼师所得到的展机会越多,幼师的知识储备会更加

丰富从而幼师得到更好的职业体验。 

第二,身体状况与发展机会呈现正相关,良好的身体状况具

有较小的发展高原困境,从而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第三,薪资待遇是较为显著的职业因素,其与发展高原呈现

正相关,薪资待遇越差,发展高原情况越明显。 

第四,幼师对于教学水平的提升愿望越强烈,其学习动力越

强。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师的职业发展,从而减

少职业发展高原现象的产生。 

第五,发展高原与教学水平、压力因素、学习动力为正相关,

与薪资待遇、身体状况呈负相关,与发展机会联系不大,在影响

系数方面,教学水平对职业发展高原的影响最大,而压力因素、

学习动力影响系数较小。此外,薪资待遇、身体状况与职业发展

高原呈负相关。 

2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六盘水市幼儿园教师

进行职业高原现象进行调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六盘水市幼儿园教师趋于年轻化,且以未婚的女性教

师为主,在此影响下,教师流动性较强。第二,大多数六盘水市幼

儿园教师都正在步入、正在经历过刚渡过职业高原现象,且他们

中的大部分教师为缓解职业高原现象做出过努力。第三,个人教

学水平、家庭事务、身体和心理健康等个人原因和社会评价、薪

资水平、工作压力等外部因素都是教师出现职业高原现象的因

素。其中,社会认可度、教师待遇、工作压力是主要因素。 

管理处于“高原期”的幼儿园教师,帮助他们在高原阶段不

退缩,这是教育部门以及幼儿园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提出以下

建议： 

从社会角度来看,从教师、家长、社会等角度出发,将教师

评价体系进行完善,使其更加人性化。同时,国家可以重新调整

幼儿园教师的薪资结构,将编制内与编制外教师的工资进行合

理规划,缩小收入差距。还可以在绩效中增强多维度考核标准,

激发幼儿园教师对教学领域的探索。对于偏远地区的乡村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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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可以多多开设乡村幼儿园教师特岗招聘为农村吸引人才的同

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幼儿园的管理层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为幼师群体订立

一个透明、公正的评价体系,为其提供晋升空间,从而将外部

的工作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例如在晋升体系中提高教学、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建立起教师自主发展的能力意识,设立

多因素的考核体系,通过各项指标的考核来保证教师群体的

全方位发展。 

从微观角度看,首先教师需要转变个人观念。现代社会为学

习型社会,教育的最大特点也是终生学习。教师的职责中教书育

人为之本,所以教师更应该不断学习,更新自我知识,只有不断

输入的过程才能更好的将信息重新编码输出给孩子们,所以终

身学习是教师的基本素养之一。同时,教师还需要正确认识职业

发展高原现象。这是职业发展中的规律现象,当幼儿园教师发现

自己出现了专业的停滞或是在教学中感觉不到新的生活体验,

感觉不到自己的提高等类似于教师专业“高原现象”的表现时,

教师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自身专业成长的停滞时期有

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克服由这些负面表现带来的一些自卑感

挫折感等,积极面对,坚信自己可以克服。 

其次,教师要提高自身执行力。处于职业发展高原现象的教

师,更多的是思考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为什么要做某件事情,

而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想着如何去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

在教师进行教学过程当中,如有遇到职业发展高原现象时,应该

从本身出发思考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提高而不是思前想后,应该

立即投身于提高自我以及提高当前教学质量的实践中,尽快地

找出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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