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湖南省针对农村幼儿园进行的学前教育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是补充农村幼儿园教师数量，提升

教师队伍素质，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湖南省 A 校为例，调研学前教育公费定向

师范生从教意愿，发现大部分师范生都愿意履约从教，但长期从教意愿较弱。影响师范生农村幼儿园

从教意愿的主要因素有职业环境，如薪资水平、发展空间和假期待遇等。基于此，文章提出增强职业

信念培养、强化专业学习影响、优化教师职业环境、提高政策认知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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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教师教育模式，培育高质量乡

村教师，引导优秀人才向乡村学校流动，并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乡村任教。在我国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与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及时准确地掌握学前教育

师范生的从教意愿成为稳定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供给，

加强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 研究背景

从教意愿即个体是否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的内在态

度，是特定主体认同教师职业的一种显性的、综合的表

征形态。目前，国内对从教意愿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

村中小学教师的从教、留教与流失意愿，而与中小学教

师相比，本研究所关注的幼儿园教师未来将面对的教

育对象年龄更小，对从教者专业性、爱心和耐心的要

求更高。从教者的从教意愿对教师队伍稳定和教育质量

的提升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村

在职教师的继续从教意愿，涉及“愿不愿意留”，而本

研究聚焦的是在校公费师范生毕业后的农村从教意愿，

涉及“愿不愿意去”。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湖南省

一所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幼儿

园从教意愿的现状，并探索激励其从教的有效措施。

二、 研究设计

( 一 ) 调查工具
调查使用自编的“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定向师范生

农村幼儿园从教意愿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在访谈基础

上，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及研究工具而形成。问卷第一部

分以单选题呈现，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个人情况。第二

部分主要调查专业认同情况、履约从教意愿和长期从教

意愿的强度，以及从教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多选题呈现。

第三部分调查研究对象对国家关于学前教育公费定向

师范生和支持农村教师的相关政策的了解情况。

( 二 )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综合考虑湖南省 A

校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情况和师范生类型，

以 A 校学前教育专业在校公费定向师范生为主体，通过

问卷星面向五年制公费定向生和六年制公费定向生发放

问卷，回收问卷 353 份，问卷实际有效回收率 100%。

( 三 )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一 ) 公费师范生的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的公费师范生性别、学历层次、年级基

学前教育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幼儿园
从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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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参与调查的公费师

范生女生数量远高于男生，呈现性别比不平衡的特点，

从在校师范生的性别结构可推测未来农村幼儿园教师

队伍性别结构。女老师固然有其独特优势，但从长远

来看，学校教师性别比例失调，不利于男女儿童不同

学习智慧与品格的形成。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 2.8%

女 343 97.2%

学制
五年制专科 231 65.4%

六年制本科 122 34.6%

年级
大二 218 61.8%

大三 135 38.2%

表 1 公费师范生性别、学历层次、年级基本情况

( 二 ) 公费师范生从教意愿总体情况

（1）专业认同情况。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的专业

认同是其对学前教育专业及未来从事学前教育行业的

价值与意义的认可程度，是影响其从教意愿的关键环

节。一般来说，专业认同程度越高，从教意愿就越强。

调查发现，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对学前教育专业认同

“非常认同”的占 38%；“比较认同”的占 56.4%。表明

公费师范生在情感上对学前专业的认同度较强。

（2）从教意愿情况。湖南省历年的《初中起点乡

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

确了“本科毕业生服务时间不少于 6 年，专科毕业生

服务时间不少于 5 年”。公费定向师范生履约从教意愿

情况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对问卷中“毕

业后你是否愿意遵守协议回规定学校从教”这一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有 75.6% 的师范生愿意遵守协议回农村

幼儿园任教。公费定向师范生长期从教意愿情况统计

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当回答“你是否愿意

长期在农村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时，表示“愿意”的

调查对象比例缩小到 34.9%；37.1% 的人表示“不愿意”；

28% 的人表示“不确定”。

统计项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愿意  75 21.2%

比较愿意 192 54.4%

不清楚  44 12.5%

不太愿意  39 11.0%

非常不愿意   3  0.8%

表 2 公费定向师范生履约从教意愿情况统计

由此可见，公费定向师范生毕业后立即履约从教

的意愿整体情况良好，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他们长

期从教的意愿相对明显降低。

( 三 ) 公费师范生从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根据 353 名调查对象对“影响你农村幼儿园从教

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排序题的作答，从教意愿影

响因素重要程度排序结果统计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

知，公费师范生将薪资水平、个人兴趣取向和发展空

间排在了影响个人从教意愿的前三位，而重要他人影

响和政策认知排在了末尾。可见师范生比较看重农村

幼儿园教师这份工作的职业环境，如薪资水平和发展

空间。同时，他们也将个人兴趣取向视为影响其从教

意愿的重要因素。针对问题“你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

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选“自愿填报”的 178

人（50.42%）， 选“ 家 长 建 议 ” 的 110 人（31.16%），

表明半数师范生是出于个人兴趣取向主动选择了学前

教育专业。

( 四 ) 公费师范生对国家相关政策的了解情况

根据李克特态度量表的统计方法，将“非常了解”

至“完全不愿意”五个等级分别赋值 1 ～ 5。题目“你

对国家关于学前教育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计划了解程

度”的得分为 2.52；题目“你对国家和当地支持乡村

教师发展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得分为 2.88。可见，

调查对象对国家相关政策了解程度偏低。

四、 研究结论与建议

( 一 ) 主要结论

（1）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幼儿园从

教意愿总体良好。大部分师范生都愿意履约从教；部

分师范生出于外在原因选择本专业就读，导致其服务

协议年限满后，愿意在农村幼儿园长期从教的意愿不

足，推动师范生长期从教具有一定的空间。

（2）当前，影响公费师范生农村幼儿园从教意愿

的主要因素是职业环境如薪资水平、发展空间和假期

待遇，以及个人兴趣取向和人格特征。

表 3 公费定向师范生长期从教意愿情况统计

统计项 人数 百分比

非常愿意  31  8.8%

比较愿意  92 26.1%

不清楚  99 28.0%

不太愿意 115 32.6%

非常不愿意  1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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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一选人数 二选人数 三选人数 四选人数 综合得分 排序

薪资水平 121 50 28 16 8.49 1

兴趣取向 109 39 17 19 7.01 2

发展空间  18 42 42 33 6.23 3

假期待遇  12 40 42 40 6.22 4

人格特征  21 53 20 11 5.43 5

职业稳定性   7 31 34 17 5.10 6

劳动强度   2 18 29 33 4.76 7

重要他人影响  18 10 30 10 4.19 8

政策认知  13  8 14 21 4.19 9

表 4 从教意愿影响因素重要程度排序

（3）师范生比较了解公费定向师范生政策中关于

从教年限、专业转换、资格考试等要求，但部分师范

生对相关条款的认同度不高。他们对于国家有关乡村

教师对国家和当地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生活

补助等有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其从教意愿的激发。

( 二 ) 对策建议

（1）加强职业信念培养，涵养从教情怀。有研究

发现，近 70% 的免费师范生并不是基于或者主要不是

基于教师职业的神圣光环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他们可

能更多考虑的是“免费”，这也验证了当师范生对自身

收益关注多于教师职业社会价值的时候，师范生将难

以长期坚持从教的研究结论。因此，增强师范生的职

业信念和认同感，引导其确立为乡村服务的价值追求，

对激发其长期从教的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师范院校应

立足国家需求和学校特色来定位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培养热爱学前教育事业、认同幼儿园教师的

职业价值和专业性的专业人才。

（2）强化专业学习影响，稳固从教意愿。在理论

学习方面，优化教师教育理论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体

现学前教育的专业特性，引导学生树立乡土文化自信，

把职业理想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在教育实习方

面，构建涵盖课程实践、专项实践、综合实践在内的

全学程实践教学体系，所有理论课程都设置一定比例

的实践课时，并明确各门课程实践项目的内容、实施

和考核评价方式；在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将师德体验、

职业认同教育融入各类专项实践过程中；重视联系行

业、社会和生活实际。

（3）优化教师职业环境，增强从教吸引力。一

方面，大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在公费定向师范生毕

业工作之后，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和师范生所在单位

应保持持续的联系，提供职后培训、学历提升的机会；

依据农村地区教育现实情况，对农村教师职称评聘适

度倾斜。另一方面，逐步提高农村教师岗位的基本薪

资待遇及福利津贴，切实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的经济

地位。

（4）提高政策认知水平，激发从教热情。党的

十八大以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

（以下简称《计划》）、《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

2022 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等先后出台，从地位待遇、职业成长、工作环境等多

方面为乡村教师提供支持。已有研究表明，《计划》实

施以来，对于提高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职业幸福感

和留岗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学校和各级地方教育部门

要做好政策宣传与普及工作，在师范院校招生宣传阶

段，派出专人定点到学校进行招生宣传，组织专门的

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政策宣讲会，鼓励学生报考的同

时使其明确关于从教年限、专业转换、资格考试等要求。

在专业学习阶段，引导学生关注学前教育相关政策文

件的出台，把握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提高师范

生对相关政策的认知度，了解国家对乡村教师群体的

重视程度和支持举措。[ 作者单位系长沙师范学院学

前教育学院。基金项目：2021 年度长沙师范学院校级

科研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公

费师范生农村幼儿园从教意愿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JD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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