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72024 年第 6 卷第 05 期 经验交流

教育强国背景下广西幼儿教育学生专业认同现状调查研究
——基于 Y 市的调研数据

李祖富

（广西玉林技师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随着学习型社会的打造，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战略重要组成部分。“能工巧匠 + 文化素养提升”的职校人才培

养模式是当下主要的，这就意味着需要扭转职校生学习动力不足，专业认同不理想这一长期难题。本研究通过对广西 Y 市 295 名职业院

校幼儿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职业认同的现状调查；从认知性认同、情感性认同、适切性认同以及行动性认同维度进行分析。发现，职业

院校学生在专业认同中存在“知行不一致”；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有待提质；自组织学习心理驱动受阻等问题，本研究对此提出相应的

解决策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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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中国进入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加速期，“幼儿教育进入专

门化、全面化培养的新时代”。而“当前学前教育最大的短板是教师，

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严重短缺，制约了各地学前教育

资源的有效扩大”。尤其是培养职业意志坚定，职业认同高的幼

儿教师是“当今社会对普惠性、高质量婴幼儿服务体系的需求更

为迫切”。教育强国背景下，幼儿教育职业人才的培养与转型成

为社会瞩目的新动态。社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指引和媒介

宣传，突出了职业院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人才培育变革过程的重

要角色和地位。如何培养能工巧匠，培养学习型幼儿教育职业人才，

是当下需要继续深入叩问的课题。基于社会热度而选择专业的学

生比比皆是，古往今来如此，衡量职业院校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

情况，喜爱和接受程度，专业学习行动力以及专业适切性程度等

维度，需要通过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专业认同的现状调查，进而

判断学生对专业认同的不同维度相关性的差异分析，并从中找出

问题所在，这对于针对性提出因地制宜的教学改革策略有重要的

参照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对广西 Y 市职业院校的 295 名幼儿教育专业学生进行

调查。本次研究借鉴童雅俊改编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该

量表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研究中对第一部分进行了适当修改，

包括了性别、年级、专业志愿选择、学校层次、专业前景、学习

条件、在班级中的成绩、学校区域、生源地区、家庭是否贫困、

所学专业等 11 个方面。问卷第二部分是学生专业认同量表的具体

四个维度，包括了认知型认同维度，情感性认同维度，适切性认

同维度以及行为型认同维度。鉴于问卷体谅所占空间的考虑，本

研究中主要摘取其中认知、情感和适切性认同维度，包括了 17 道

题目，对行为性专业认同维度采用现场观察和访谈的形式深入探

究学生的行为认同是否“言行一致”。随机抽取了若干名学生进

行访谈。围绕对本专业的选择的理由，对本专业学习的行动力表

现，专业学习的兴趣和阅读情况；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对

未来就业的前景和稳定性思考等问题展开。本次总共回收 295 份

问卷，通过筛选剔除了所有题项答案一致以及答题时间较短的数

据后，得到有效问卷 209 份，有效率为 73%。Cronbach. 系数 0.917，

KMO 值 0.959，问卷信效度较高。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3 分为临

界分，题项结果分“很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很

符合”5 个等级。

三、职业院校学生专业认同现状分析

（一）人口学变量的基本分析

参加本次研究的职校生包括 202 名女生，7 名男生，男、女

生比例在职业院校的幼儿教育专业仍然存在严重的失调。由于三

年级职校生大部分进入社会实习实践实训阶段，所以占比过少，

因此主要以一二年级学生为主要被试。从调研结果分析，学生的

专业意愿以自主选择为主，占比是 76.27%，其他选择为其次占比

为 23.72%；学校层次包括了高职高专和中等职业院校，以中职院

校为主，占比是 78.31%，高职院校占比是 21.69%；就业需求选

择主要倾向于热门专业，其占比为 60.34%；一般专业的占比是

37.63%；学生认为学校学习条件较好的占比为 63.73%，认为一般

的占比为 34.92%，认为较差的占比为 1.36%；学生在班上成绩相

对较好的占比为 17.29%，中等的占比为 76.27%，较差的占比为

6.44%；学生来自农村的占比为 87.46%，来自城镇及以上的占比

为 12.54%；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占比是 37.29%。

（二）学生专业认同现状整体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Y 市职校生的专业认同总体均值为 3.75，

其中认知性专业认同维度的均值为 3.86，情感性专业认同维度的

均值为 3.73，适切性专业认同维度的均值为 3.67。这表明学生的

专业认同水平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总体上还不够理想。此外，

结合访谈结果发现，学生对本专业的发展前景，就业和基本素质

要求比较了解，而对自身与专业发展需要的素养之间的适切性的

回答处于不确定的居多，对于未来职业发挥职能的规划和稳定性

意愿方面，存在一定的犹豫徘徊和困惑。对于本专业的学习难易

度得分不高，大部分学生觉得专业知识和技能较难掌握。学生对

幼儿教育专业的学习信心较弱，可能由于当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

幼儿教育专业面临转型等可能性现实；另外学生对于个体的个性，

思维能力，特长与专业匹配程度的认可度处于“不确定”的回答

居多。由此可见，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态度和喜爱接受程度

表现良好，但是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内部持续性动力未激发，对于

专业的学习投入稳定性较差，自觉钻研的意志力薄弱，以专业情

感力支持来接受专业的程度不高，这意味着学生未来就业的稳定

性不强，职后“换岗位”变更就业的发生率可能较高。

（三）学生专业认同整体差异性分析

幼儿教育职校生在职业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主要

体现在性别、年级、专业志愿选择，生源地区域以及家庭是否困

难等维度。从调查结果分析看，性别上，男生比女生在总体专业

认同水平上分值更高。年级上，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在专业认同

上整体分值较高，二年级学生的分值相对较低，尤其是在专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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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适切性认同方面，三年级得分最高。在专业志愿选择上，自

主选择和调剂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认同的整体分值上比父母和他人

意愿的学生要高，尤其在认知性认同维度上的分值较为显著。城

镇区域的学生在专业认同的整体分值比农村区域的学生的得分要

高，尤其在情感性和适切性专业认同；城镇学生对本专业发展前

景和自我特质与专业匹配性方面的分值相对较高。非经济困难家

庭的学生在整体专业认同上的分值比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得分高。

（四）专业认同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上差异分析

认知性专业认同的题项有“我知道所学专业对学习者素质的

要求”“我知道我所学专业在本校的地位”“我知道外界对我所

学专业的评价”“总体上我了解我所学的专业”，均值为 3.86 分，

属于较高的认知水平。由此得知，学生对所读专业要求的知识与

技能有了较好的了解。此外学生在一年级和三年级的专业认知认

同比二年级学生的均值高，可能一年级处于对新学习环境的向往

和高期待，所学知识以基础型为主，二年级接触专业核心知识与

技能要求，对学生自身的学习力，方法和心理韧性要求有所提高，

学生表现出学习困难。三年级进入社会实践环节，专业认知水平

不断提高。

情感性专业认同维度的题项有“乐意从事和所学专业有关的

工作”“在内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个专业”“没有想过要换专业学

习”“对所学专业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对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很有信心”“对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很有信心”“总体上 [ 图片 ]

我喜欢所学的这个专业”，总体均值为 3.73 分，属于一般的认同

水平。这表明学生对专业发展前景的信心不足，意味着学生在未

来职业发展过程中不稳定性较高，可能出现专业学习不投入或换

岗位的情况。

适切性专业认同维度的题项有“具备较好的专业思维”“性

格和该专业匹配”“所学专业能够体现我的特长”“学习该专业

感到很轻松”“对本校本专业的总体情况感到满意”5 道题目，

总体均值是 3.67，相对其他两个维度的分值而言，均值最低。学

生在专业思维，性格与专业匹配度以及个人特长，学习难易度方

面与专业的适切性认同方面得到的分值最低。超过 50% 的学生认

为专业学习是属于不轻松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

专业学习的投入，兴趣和动机水平，继而影响着职业的归属感，

就业自信心。

四、Y 市幼儿教育学生专业认同的问题显现

（一）专业认同“知”“行”难合一

从调研结果分析看，职校生在认知性维度和情感性维度分值

较高，而适切性维度得分较低；结合访谈资料，学生在职业发展

前景和专业学习的动力和韧性较为薄弱，想过“换专业学习”和“学

习感到不轻松”等问题中的回答可知职校生对于专业学习的要求

有了较好的了解，但是学习力和坚韧性不足。尤其是以父母和他

人为意愿选择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行动力比自主选择专业的同学

更弱。学生认为专业学习较难，是因为从基础学科的中学阶段过

渡到专业学科学习的过程，知识的跳跃性较大，学生的学习思维，

方法和习惯没有联结，从而产生畏难心理。

（二）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有待提质

职业规划影响着个人职后的工作选择和从业稳定性。大部分

学生对自己专业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为了解，但是对于未来职业发

展前景不了解。由于缺乏对专业进行社会调查的积累认识，所以

不能对专业的未来前景有足够的信息掌握。也因此，在专业选择

中依靠父母和重要他人的意见，而不考虑自身的需要，兴趣和匹

配度。学习中容易产生“理想与现实”大落差，导致学习松懈，

迷茫甚至放弃的念头。

（三）自组织学习心理驱动受阻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在学习心理动力这方面存在较大的

不足。尤其是自觉性，主动性，韧性和终身学习意识都比较薄弱。

学生处于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学习环境，对于教育技术的运用存

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焦虑现象，由于不能自觉和自制，所以导致

较多部分学生迷于电子娱乐和消遣，真正用于提升学习技巧，多

元理解专业素养和技能掌握的不多。此外，幼儿教育专业学生的

理论及实操课程安排紧凑，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技能的掌握

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强大的学习意志以及灵活性。此外，幼儿

教育融入幼儿保育实践活动的机会和合作课程还较为紧缺，这就

要求对课程和教学进行适应性的变革。

五、思考与建议

针对上述的问题症结，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几方面的解决策

略。

一是深入农村，扩大职业教育在乡村社区的宣传效力。从宏

观政策指定以及宣传策略中加大进入社区和乡村的嵌入工作力度。

以教育部门和学校为主，对职业教育进行广泛和积极的媒介宣传。

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对信息资源有更优质的公平获取渠道，保障农

村学生在就读前对专业有所了解和体验。二是针对学生职前教育，

加大力度进行职前专业认知和社会实践对接的普及教育。打造校

企深度对接和融通通道。结合学生高认知的认同水平下，促进学

生对专业在市场上，社会上的地位和贡献。以社会价值促进学生

内化专业的价值感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通过企业和

学校的深度合作，提高学生在职前观察未来专业发展的趋势和素

养的敏锐性，给学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外部刺激。三是多渠道提

升幼儿教育就业质量。学生大多数选择了热门的专业就读，但是

学校培育与社会就业存在的滞后性，导致学生毕业后出现择业困

难或者由于就业形势的变化，待遇变化等因素，导致就业不乐观

的问题。学校和企业需要协同对接和灵活激励学生就业。可以通

过订单式培养，或者协议培养等方式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提升

专业的社会地位，扩大社会效应。四是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针

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学习迷茫，困惑以及习得性无助等问

题，可以通过以比赛推动学生积极参加专业性知识的学习，训练

和经验积累。通过比赛后的获得感，提升个人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效能感。教师在比赛中可以反思教学的变革和教学的有效性，从

而不断提高课堂的教学的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积极投入课堂学习。

通过校内和校外课堂以及第二课堂的学习，引导学生逐渐养成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人人爱学的终身学习型人才培育氛围。

参考文献：

[1] 郑君红 . 中职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发展前景探析 [J]. 现代职

业教育，2020（16）：42-43.

[2] 庞丽娟 . 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教育服务体系 [J]. 教育研

究，2021（3）：16 － 19.

基金资助：2022 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技工教育科研课题《技

工院校“五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以幼儿教

育专业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课程为例》（编号：2022JGY133）；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边境农村留守女童

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编号：2020KY14003）

作者简介：李祖富（1987-）男，广西贵港市人，广西玉林技

师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幼儿教育活动，职业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