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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孜州“一村一幼”辅导员流失的现象日趋严重，阻碍了幼儿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探寻甘

孜州“一村一幼”辅导员流失的原因，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和访谈了解其流失的

现状,再对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最后尝试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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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ss of "one village, one child" counselors in Ganzi Prefec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loss of "one village, 

one child" counselors in Ganzi Prefecture, the research mainly adop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oss, and then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to find 

ou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oss of teacher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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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

展，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

依然处于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对此教

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村

一幼”计划是四川创新实施的重大教育

扶贫工程之一，也是民族地区少年儿童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化解基础教育阶段

教学语言障碍、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基

础工程。虽然“一村一幼”计划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但当前

教师流失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这已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的频繁流失

不仅会影响幼儿身心发展，也会对幼儿

园和学前教育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目

前我国关于幼儿教师流失的相关研究已

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针对边远民族地区

尤其是甘孜州地区的调研还存在明显不

足。因此，本研究试图以甘孜州“一村

一幼”辅导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研

究的方法，分析其流失原因，为推进“一

村一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为了使本次研究更具针对性，研究对

象为甘孜州“一村一幼”辅导员，其中包

括在岗教师和已离职教师。由于条件限

制，研究范围不能涵盖所有“一村一幼”

辅导员， 终参与调查的教师共有258人。 

2.2研究工具 

2.2.1问卷设计。研究工具为自编

《甘孜州“一村一幼”辅导员流失原因

调研问卷》量表。首先进行初步编制。研

究工具是在阅读相关文献，以及与一线教

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了初步问卷。

与本课题指导教师进行讨论后，对问卷做

了进一步修订。问卷从社会、幼儿园和个

人三个因素出发，共设置18道题。 

2.2.2问卷发放。问卷发放采取网络

版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并对回收数

据进行分析。回收的有效问卷共258份。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1  基本信息 

统计量 类别 所占百分比（%）

年龄 15～20 0.78

21～30 93.02

31～40 3.1

40以上 3.1

性别 女 81.78

男 18.22

文化程度 本科 16.28

大专 67.83

高中（中专） 10.85

高中以下 5.04
 

本次研究选取了甘孜州258名“一村

一幼”辅导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如表1所示，调查对象中女性偏多，占总

人数的81.87%；年龄多分布在20～30岁，

占总人数的93.02%；学历普遍偏低，本科

以下学历人数占83.72%，专任教师学历合

格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为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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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离职倾向 

问题 选项 所占百分比（%）

继续留在

现在岗位

非常愿意 22.95

愿意 30.05

一般 32.24

不太愿意 12.57

非常不愿意 2.19
 

从表2可以看出，愿意继续留在现在

岗位的教师占53%，只有总人数的一半左

右；态度中立的人数占32.23%，这部分的

教师大多处于观望阶段；离职倾向 明显

的占14.76%，这部分教师 有可能流失。 

表3  离职现状 

统计量 类别 所占百分比（%）

是否离职 是 2.71

否 70.93

否，但打算离职 26.36
 

表3数据表明，本次研究选取的研究

对象只有2.71%已经离职，还有70.93%

的教师没有离职意向，总体流失情况较

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甘孜州“一

村一幼”辅导员流失问题已经不严重了。

《甘孜州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提到在2020年全州尚差各级各类教师

4800余名。除了学前教育，其他各级各

类学校也存在师资不足问题。为了解决

师资不足的问题，目前的对策之一就是

缓解教师流失现象。 

表4  离职原因 

问题 选项 所占百分比（%）

离职

原因
收入低 96.08

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57.84

社会上对本职业的偏见 32.35

工作任务重 31.37

工作地区偏远，不方便 12.75

家庭原因 7.84

其他 7.84
 

表5  压力来源 

问题 选项 所占百分比（%）

工作压

力来源
待遇太低 89.53

专业发展机会少 34.88

工作辛苦 30.23

社会地位不高 29.84

家长压力 11.24

其他 17.82
 

表4数据显示，教师离职的原因主要

是收入低、工作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社会上对本职业的偏见、工作任务重等。 

表5数据显示，教师工作压力来源主

要是待遇低，其次是发展机会少、工作

辛苦、社会地位不高等。 

表6  物质保障 

 

从表6可以看出，工资在2000元以内

的教师占93.41%；大多数教师有保障性

待遇。在开放式问题中，大多数教师还

反映自己是非编制教师，和其他编制教

师的待遇有较大差距，希望能够早日实

现“同工同酬”。 

4 流失原因的讨论与建议 

4.1流失原因的讨论 

4.1.1社会因素。社会保障。我国幼

儿教师的经济待遇一直都不高，在各地

基本属于中低层。通过问卷能够发现社

会保障是教师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教

师失去经济保障，在经济方面得不到满

足，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导致流动率较

高。相关调查显示，因为工资较低而流失

的幼儿教师占流失总人数的 63.5%。通过

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村一幼”辅导员的

工资待遇大多只够解决生存生活问题。 

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

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衡量一

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总离不开经济

收入、社会权利等基础性要素。目前我

国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还处于较低的水

平。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偏低的事实已经

对幼儿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问卷显示，32.35%的教师离职是

因为社会对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偏见。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家长的

不理解、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水平不

够、没有编制、媒体的负面报道等。 

4.1.2幼儿园因素。工作环境。自然

环境上，甘孜州地理位置较偏远，经济发

展滞后，交通不便利，且海拔高、气温低。

人文环境上，面临维护稳定与促进发展双

重压力，制约突出。以上因素共同导致许

多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不愿到此工作。 

工作压力。工作压力大的主要原因

在于在师幼比过大。教育部2013年1月印

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

对不同服务类型幼儿园教职工与幼儿的

配备比例制定了一定的标准，如以全日

制为例，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应在1:5～

1:7（全园教职工主要包括专任教师、保

育员、卫生保健人员、行政人员、教辅

人员、工勤人员）。根据甘孜州教育局公

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州在园幼

儿27526人（包括3～6岁幼儿和6～7岁学

前班儿童），幼儿园教职工数量为1508

人。据此测算，2016年甘孜州幼儿园教

职工与幼儿比为1：18.25，这意味着幼

儿园教职工存在的缺口很大。教师不仅

要开展日常教学活动，还要照顾幼儿的

一日生活，工作负担偏重。 

学习和培训机会。教师专业化要求教

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专业素养。问卷

显示，非学前教育专业出身的教师占

38.37%。对这类教师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教

师不知道学前教育的基本理念，严重缺乏

学前教育的基本素养。研究发现，甘孜州

“一村一幼”辅导员的学习和培训机会不

平衡，参与培训的大多是有学前教育背景

的骨干教师，而其他更需要提升的教师无

缘各种培训。调查显示，培训的内容较单

一，以培训普通话为主。缺乏本土化的课

程培训，导致培训形式化、表面化。 

4.1.3个人因素。自我实现。根据马

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 高层

次的需要。而研究中大部分教师年龄分布

在20～30岁，这个阶段正是为了实现自我

价值而不断尝试的阶段，如果工作不能满

足自我发展的需要，便会选择离职。当教

师发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和目前工作的发

展空间之间存在矛盾时，便会考虑离职。 

家庭。幼儿教师群体以女性为主，

本次调查中女性占81.78%；年龄分布中，

21～30岁的教师占93.02%。由此可以得

出“一村一幼”辅导员的人员组成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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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由年轻女教师构成。而这部分群

体也正面临着结婚生子的现实问题。年

龄较小的教师可能因为还未结婚生子，所

以流动性较大；年龄较大的教师可能因

为要承担家庭经济重任所以离职，寻找

更好的工作岗位。 

4.2建议 

4.2.1社会。提高社会待遇。在马斯

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社会待遇属于

低层次的需要。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要

可以在物质上留人。虽然我国学前教育

经费逐年有所增加，但其占比在世界教

育经费总量中只占1%，与此同时在这有

限的教育经费当中常年只有1.3%的部

分才被用于学前幼儿教育的发展建设。

面对这些情况，可采取的措施如下：①

完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系。政府及相

应部门应提高对甘孜州地区学前教育资

金的投入力度，合理规划投入比例，并

且资金投入也要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

宜。合理提高幼儿教师工资水平，改善

幼儿教师待遇，从而提高学前教育的质

量。②各级政府应积极制定和完善“一

村一幼”辅导员编制政策，稳定教师队

伍和质量。平等看待非编制教师与编制

教师，支持编制教师与非编制教师“同

工同酬”，同时加大编制教师名额，促进

非编制教师转正以吸引和留住教师。 

提高社会地位。根据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社会地位属于第四个层次，

即尊重的需要。当今社会人们对幼师存

在许多偏见与误解。对此，应引导人们

客观看待，提高幼师的社会地位。具体

措施如下：①设立幼儿园家长开放日，

加强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积极向

家长展示幼儿园的日常工作，向家长普

及幼儿教育知识，促进家长的理解与认

同。②充分的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便利，

从正向的角度加大宣传力度，并且正向

宣传应多于负面报道，避免过多负面新

闻使大众对幼儿教师形象产生刻板印

象。③更加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进一

步缩小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均衡现

象。国家应在资金投入和师资配备等方面

减小与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差

距。④积极宣传“同工同酬”并尽快落实。

帮助幼儿教师明确身份、保障工资待遇，

减少社会和同行对非编制教师的偏见。 

4.2.2幼儿园。如果满足教师的自我

实现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事业

上留人。具体对策如下： 

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条件。为实现教

师专业化发展，应加强教师的交流学习。

在培训机会上要做到平等对待，使每个教

师都享有学习的机会。由于目前培训的机

会不能满足教师实际需要，所以可以充分

利用与高校开展合作，为教师提供更多的

学习平台，满足其自我发展的需要。还可

以建立幼师培训、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

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促进教师形

成职业认同，增强教学的自信心。改善办

园条件。一方面，幼儿园需加强硬件设施

的配置，改善教育教学条件；另一方面，

幼儿园可以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开发具有

民族特色的园本课程。此外，幼儿园还可

以寻求多方的支持，除了政府拨款建设，

还可以发动家长、高校、社区的对接支持，

在人财物方面获得一定的帮助，全面提高

幼儿园的办园水平与教学质量。 

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幼儿园应合理

安排工作量，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以减轻

教师工作压力。对于个别教师可进行适

当的心理疏导。平时也要增强同事间的

交流，倾诉内心的想法舒缓压力。同时

吸引和招聘更多幼儿教师，从根本上缓

解师幼比过大的现象。这需要国家制定

和完善相关配套的支持性及激励性政

策。各级政府要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各

级各类幼儿园都能贯彻和落实标准，真

正推动学前教育事业有质量地普及和发

展。此外，还需注重幼儿园内氛围建设，

营造愉快、温馨、舒适的环境。 

4.2.3个人。自我调节，缓解压。幼

儿教师不能完全依赖他人的疏导和调

节，更应发挥个体能动性，积极与同事

或家人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与认同。

不管是何职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会产

生更大的工作动力，在工作中投入更多

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工作倦怠。 

增强职业认知，培养职业道德感，强

化专业认识。增强对职业认同感与责任

感，可以使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只

是为了单纯获得劳动报酬，还是为了实

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教师肩负着培

养学生的重要责任，需要不断提高自身

专业能力，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甘孜州“一村一幼”

辅导员流失的情况十分普遍，师资的缺

口依然很大。面对不同的教师群体，对

策也不是唯一的。在解决问题时，应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有针对性的对策，

对症下药，留住更多的师资，促进学前

教育的稳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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