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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角度去认识和阐释真实的世界。在与教育相关的领

域中，生态学的观点主要是研究各种系统之间的相互联

系与相互作用，指明了有关的现象和其发展变化，并在

不断的转化和输入、输出中达到平衡，使人们认识和解

决有关问题。

在生态导向下，教师的专业发展实质上就是各种环

境系统的互动，它反映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

我们要寻找与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各种环境系统，揭示

其相互关系，共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生态取向下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如下特质

1、未来关照性

生 态 学 说 主 张 ， 未 来 并 非 简 单 的 延 续 或 对 过 去 的

简单重复，而是指向当下，目前的成果将会对未来有影

响，要有远见，要把当下所思所想所为与美好的将来相

结合。在教育领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将“提高质量”列为我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教师的职业发展是实现教育目的和

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它既要着眼于当前的发展，又要着

眼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动态生成性

生态体系强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反馈的、循

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个系统不断地交互作用，实

现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教师专业发展随着国家和地方教

育政策、课程指导纲要、课程理念、园所情况、幼儿发

展情况等因素不断变化，教师专业发展要始终保持动态

循环性，教师要及时调整自身态度和行为方式，来适应

各因素的变化。

3、自主建构性

生态学理论指出人不是被动的受体，也不是无为的

个体，其有自主建构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在通过

自身行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可以使环境发生改

变；人的自主性体现在，人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进行多

种选择。在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师需要为自己创造可以

活动的良好条件，增强直接经验性和活动性，保证自身

直接而深入地参与到活动中，实现自主建构和成长。

4、多维互动性

生 态 学 理 论 下 ， 人 与 环 境 进 行 双 向 互 动 ， 环 境 具

有其生命力，也能对人产生无形与有形的影响，呈现出

一种互动关系。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

发生互动时，例如亲子之间、师幼之间，儿童与儿童之

间，也会影响到同层中的其他人。《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中也指出，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善于捕

捉幼儿的不同表现，增强课程的凝聚力。此外，教师不

仅要与幼儿形成良好互动，还要与园长、教研人员、家

长、社区等个体和群体加强互动与联系。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与困境

与公办幼儿园教师相比，民办幼儿园教师普遍存在

着学历层次较低、工资福利待遇较差、专业发展机会较

少、编制得不到解决、社会认可度较低等各种问题，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专业理念层面：职业认同感逐渐产生变化

叶澜指出，教师有三种职业存在状态：谋生的生存

状态、体验人生的享受状态和完善自我的发展状态。

幼 儿 教 师 的 职 业 认 同 首 先 体 现 在 入 职 意 愿 上 ， 在

调查研究过程中了解到，幼儿园教师的入职意愿多数是

为了解决自身就业问题，比起对工作的热情，解决自身

工作困境和收入困境是他们选择幼儿园的主要原因。其

次，当问到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职业，多数教师表示愿

意继续留在幼儿园，又表现出了较强的职业认同感，原

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孩子相处轻松愉悦，从孩子的快

乐中感受到了自身价值。二是外界认同让他们感受到了

社会价值，例如来自家长对教师的尊重和肯定性评价。

三是在谈到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制度时，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也较低。教师普遍认为如果工资上调，各项保险福

利有所保障的情况下，自身将更有信心和决心从事此职

业，并愿意长期为幼儿教育事业奋斗。

2、专业知识层面：比起培训更需要自学机会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3-6岁这个阶段在人的

一生中尤为重要，这也恰恰体现出幼儿教师的专业性和

科学性。准幼儿教师们或者已经入职的幼儿园教师，要

熟知学前儿童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并且在工作过程中，

践行与完善对儿童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此情况下，幼儿

教师有着更多的使命和责任，不断通过自学和其他方式

来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尤其是积累学科背景性知识。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了解到，幼儿园教师普遍认为自

身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工作，从小班

到中班再到大班，幼儿的发展变化比老师预想的要快很

多，在这样的处境下，加之疲于应付各种检查工作，教

师明显感觉力不从心，逐渐产生专业发展倦怠，也就没

有了学习的积极性。尽管园所时常会安排相关讲座，相

关培训，但又与自身的工作疑惑存在脱节情况，或者说

园所安排的讲座并不能够直接帮助幼儿园教师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幼儿园教师普遍提到了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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