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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

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

础性工程。目前幼儿园数量急剧增加，进入学前教育

行业的人员也在增加，但因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时间较

短，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行业标准等在实践中还未

严格执行，导致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质量不佳。而要提

高学前教育发展质量，必须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高

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严

把质量关，让学生毕业即能达到幼儿园教师的职业标

准，让学生毕业后愿意从事本专业相关行业。为此，

必须要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让学生在校期间愿学、

想学，毕业后愿意投身于学前教育行业中 [1]。

目前，在专业认同感对个人影响的研究中发现，

其对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均

会产生进一步影响。根据 CNKI 中以“专业认同感”为

关键词对知网的文献进行搜索显示，近年来国内对专

业认同感的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对于专业认同

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对高职生专业认同感

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徐梦诗在对某专科院校现代教育

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研究中发现，调查对象的

专业认同感普遍不高。晏丽在对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研究中发现，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不高，专业认识不清，专业学习缺乏主动性。

陈全银在对四所高等专科学校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研

究中发现，研究对象的专业认同感水平良好，专业认

同和学业倦怠呈负相关。田娟等人研究发现，学前教

育高职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动机处于中等水平，两者

相互影响。在惠雪莉、杨雪等人的研究中，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各

年级间存在显著差异 [2]。

从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高职学生的专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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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水平不一，而专业认同感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业

倦怠、职业选择等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教育教学

管理过程中需要提升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高学院

学生的职业素养，引导学生积极投身托育服务行业，

推动专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期国家托育服务事业培

养一批思想素质过硬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江西 M 职业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110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回收106份（回

收率96%），有效问卷104份。其中，男生5人（4.81%），

女生 99 人（95.19），普通高考 40 人（38.46%），中

专升学 64 人（61.54%），有半年以上专业相关实习经

历 51 人（49.04%）[3]。

（二）研究工具

采用秦攀博编制的《专业认同感量表》，该问卷

涉及认知性认同（5 题）、情感性认同（8 题）、行为

性认同（6 题）及适切性认同（4 题）4 个维度，共计

23 个题项，量表采用 Likert5 级计分，1—5 表示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则表示被调查

者专业认同感越高。在本文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945。

（三）统计处理

采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三、研究结果

研究主要探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

现状，以及专业认同感在学习背景、实践经历方面的

差异性，具体结果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生专业认同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表 1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总体状况
认知性
认同

情感性
认同

行为性
认同

适切性
认同

总体认同

N
有效 104 104 104 104 104
缺失 0 0 0 0 0

均值 3.72 3.67 3.81 3.57 3.69
标准差 0.54 0.64 0.58 0.72 0.54
极小值 2.00 2.00 2.00 1.50 2.00
极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为了解 M 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一学生在专业认同

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对专业认同感总得分及

各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每个因子中包含的项目数量不同，因此，表中的

平均值和标准差是全体被调查者在各因子上所有项目

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最高5分，最低1分，中点分3分。

根据统计结果，M 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一学生的专业

认同感总均分为 3.69，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行为性认

同维度的得分最高，其次是认知性认同、情感性认同，

得分最低的是适切性认同。

（二）专业认同感在不同学习背景下的比较

如表 2 所示，通过对不同学习背景下专业认同感

各维度的分析比较发现，由中专升学的学生在认知性认

同这一维度略高于普通高中升学的学生，而在专业认

同感总分、情感性认同、行为性认同、适切性认同方面，

普通高中升学的学生均高于中专升学学生。

表 2  不同学习背景下专业认同感各维度均值比较
学习背景 N M SD t

认知性认同
普通高中 40 3.72 0.44

0.97
中专 64 3.72 0.60

情感性认同
普通高中 40 3.78 0.57

0.16
中专 64 3.60 0.67

行为性认同
普通高中 40 3.99 0.52

0.01
中专 64 3.70 0.60

适切性认同
普通高中 40 3.70 0.74

0.15
中专 64 3.49 0.70

总分
普通高中 40 3.80 0.46

0.12
中专 64 3.63 0.58

注：P ＜ 0.05。

（三）专业认同感在不同实践经历下的比较

通过对不同实践经历下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进行比

较，如表 3 所示，51 名有半年及以上与专业相关实习

经历的学生，其在专业认同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均分

均低于没有半年及以上与专业相关实习经历的学生，

且专业认同感在是否有实践经历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性。

表 3  不同实践经历下专业认同感各维度均值比较
是否有半年及以上与
专业相关实习经历

N M SD t

认知性认同
是 51 3.70 0.61

0.70
否 53 3.74 0.47

情感性认同
是 51 3.60 0.67

0.26
否 53 3.74 0.60

行为性认同
是 51 3.66 0.61

0.01
否 53 3.95 0.53

适切性认同
是 51 3.48 0.65

0.20
否 53 3.66 0.77

总分
是 51 3.61 0.58

0.12
否 53 3.77 0.49

注：P ＜ 0.05。

四、分析与讨论

（一）专业认同感的状况分析

1. 专业认同感的总体特点

M 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总分在中等偏上水平，

在各个维度中，行为性认同的得分最高，其次是认知

性认同、情感性认同，得分最低的是适切性认同，得

分越低，其认同感越低，这一结果表明，在本研究中，

学生的专业适切性认同最差，适切性认同反映的是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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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自身的匹配程度，可见被调查者认为自身与专业

的匹配性不是很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学内容较多，

除了专业理论课，学生还需学习钢琴、美术、舞蹈等

专业技能课，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基础，

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业上受挫，进而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

这一专业。另外，在本研究中，学生的行为性认同最高，

说明学生的专业行为表现认同度较高，反映出学生在

行为上能较认真、积极地完成学业任务 [4]。

2. 专业认同感在学习背景方面的差异

通过对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进行专业认同感的比

较发现，由中专升学的学生在认知性认同这一维度略

高于普通高中升学的学生。毫无疑问，由中专升学的

学生在中专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大部

分学生已经有专业相关实习经历，因此，这部分学生

对专业基本情况的了解程度要高于普通高中升学的学

生。而在专业认同感总分、情感性认同、行为性认同、

适切性认同方面，普通高中升学的学生均高于中专升

学学生，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普通高中升学的学生是

自主选择这一专业的，所以在情感性方面的认同度较

高。其次，中专升学学生在情感度认同、行为性认同、

适切性认同方面均值更低，反映出这部分学生在前期

的学习和实习经历中可能存在不愉悦的体验 [5]。

3. 专业认同感在实践经历方面的差异

分析发现，有半年及以上与专业相关实习经历的

学生，其在专业认同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均分均低于

没有相关经历的学生。这一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学

生在实践过程中对学前教育专业产生了负面态度，而

这些经历使这部分学生在进入学校继续学习时，在专

业认可方面的表现更差，如对专业的学习兴趣更低，

参加实践的积极性更低 [6]。

（二）研究建议

1. 学生层面

专业选择事关未来职业选择，学生在志愿填报方

面需谨慎考虑，认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仔细了解各专

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等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另一方面，学生需提高自身思想认知水平，为自己的选

择负责，抱着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

在校期间认真对待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

2. 学校层面

加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帮助学生对专

业形成正面认识。如邀请行业专家为学生做专业讲座，

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尤其在开学初期，可以邀

请幼儿园园长等行业专家为学生开展知识讲座，让学

生对专业、对未来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和规划。

学校须认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制定人才培

养目标，合理构建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践环节，

让学生到幼儿园、早教机构进行实践学习，加深学生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学校对实习单位要认真

选择，目前，部分幼儿园存在教育理念不合理、管理

不科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选择实习单位时，要仔

细筛选，让学生在实践中能学以致用，体验到职业的

价值感与学习的成就感，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3. 企业方面

目前，幼儿园、早教机构等人员流动较大，这一

状况并不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企业应制

定更合理、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改善社会对学前

教育行业工资低、工作内容多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对

这一行业的印象好转时，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自然会提

升，而行业能吸引更多愿意从事这一事业的优秀人才，

国家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也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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