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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国内幼儿教师研究热点和前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建议,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法,利用Bicomb软件及SPSS软件绘制了从

中国知网中查询到的278篇文献的热点知识图谱。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教师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在2大领域,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路径研究和幼儿

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今后,我们应更加关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研究,重视对于在职幼儿教师科研素养的培养以及特殊教育幼儿

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学前教育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幼儿教师；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办

好学前教育”,这为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任务
[1]
2018

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

队伍
[2]
为此,我们对学前教育研究中有关幼儿教师的研究进行了客观的梳

理,归纳其现状与其发展趋势,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有利的参考。本研究

拟利用知识图谱法,绘制目前我国幼儿教师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
[3]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资料来源 

首先,进入中国知网,对期刊年限不限定,来源类别为“学前教育研

究”,关键词自定为“幼儿教师”,进行检索,共检索出1331篇文献,查阅

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其次,确定研究资料,共检索到有效文献为278

篇。 后,对所刊物来源的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如将：幼儿园教师、学前教

育教师、全部合并为幼儿教师。 

1.2研究方法 

运用Bicomb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20.0进行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总关键词为350次,表1中,9个关键词进行排序,总频次为394。前5位关

键词的频次均大于9,依次为幼儿教师(152次)、幼儿教师专业发展(67次)、

幼儿园(25次)、幼儿教师培训(22次)、幼儿教师继续教育(22次)这一结果

初步表明,幼儿教师多以其专业发展与培训的研究为主。 

表1  关键词排序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幼儿教师 152 6 学前教育 19

2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67 7 幼儿 17

3 幼儿园 25 8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17

4 幼儿教师培训 22 9 职业倦怠 9

5 幼儿教师继续教育 22 合计 350  

2.2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 

表2  关键词Ochiai系数相似矩阵(部分) 

幼儿

教师

幼儿教师

专业发展 幼儿园

幼儿教

师培训

幼儿教师

继续教育

学前

教育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0.347

幼儿园 0.114 0.001

幼儿教师

培训

0.091 0.035 0.055

幼儿教师

继续教育

0.143 0.082 0.044 0.061

学前教育 0.225 0.001 0.092 0.191 0.200

幼儿 0.049 0.038 0.060 0.001 0.066 0.069  

将该矩阵导入SPSS20.0,转化为一个19×19的共词矩阵,数值越接近1,

说明两个关键词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大,反之,则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 

表2中,各个关键词距离幼儿教师的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为：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0.347)、学前教育(0.225)、幼儿教师继续教育

(0.143)、幼儿园(0.114)、幼儿教师培训(0.091)、幼儿(0.049)。这表明,

在所选的文献中,研究幼儿教师与专业发展的几率大于后5种关键词的结

合。可以发现,学前教育与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幼儿教师与幼儿较多的呈

现在一起。 

2.3关键词聚类分析 

表3中,幼儿教师研究的2类研究具体为： 

表3  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种类 名称 关键词

1 幼儿教师职业发展

路径的研究

幼儿教师、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幼儿教师专业标准、职

业道德、职业认同、幼儿教师

心理健康、职业压力、职业倦怠

2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研究

幼儿园、幼儿发展、幼儿教师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学

前教育、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农村幼儿教师、幼儿、幼

儿园管理、幼儿教师教学、幼儿教师科研素养
 

种类1为幼儿教师职业发展路径的研究,包含幼儿教师、幼儿教师专业

发展、幼儿教师专业标准、职业道德、职业认同等4个关键词。影响幼儿

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可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内部因素包含幼儿教

师自身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都会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有所影响
[4]
。从

教师自身出发,个人的成就动机
[5]
,性格特征、学习习惯以及自我发展的需

求和影响也是其内部因素。外部核心因素是幼儿园有效的管理。幼儿教师

身边的关键人物、时期和事件,以及社会对幼儿教师职业定位存在误差,

幼儿教师专业自主权的缺乏、各级幼教部门和专家理念的百家争鸣都会影

响到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幼儿教师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教师的职业倦怠、职业压力、职业认同进行综述。在我国教

师失范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职业倦怠,教师目前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

的职业倦怠现象,一方面是心理压力大和工作任务重,另一方面,付出与

收获不成正比,导致幼儿教师出现职业倦怠。在职业认同的研究中,不同

的调查有不同的结果。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职业认同低,后悔对

于职业的选择。影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声

望低两个方面,另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总体较高,

但在学历、职称、幼儿园所在区域、园所性质、是否担任行政职务等变

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种类2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包含幼儿园、幼儿发展、

幼儿教师培训、师资队伍建设等7个关键词,该类研究认为：师资队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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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我国幼儿教师发展的关键,此类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师资来源、质量

欠佳、人员流动过频,无社会保障以及师资培养模式不理想,阻碍了幼儿教

师队伍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师资问题,师资队伍的

稳定性与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压力有密切的关系,当前农村幼儿教师面临

较大的职业压力。教师培训的研究中,多数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幼儿教

师培训现状不容乐观,培训机会少、内容难而且不易满足当地教师需求。 

2.4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图1  幼儿教师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如图1所示,关键词所处的位置用圆圈表示,圆圈间的距离越近,关键

词关系越紧密,反之,距离远。从图1可知,第一象限的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

路径研究(领域1)为幼儿教师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

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领域2),中第二象限中的幼儿教师

科研素养、幼儿教师教学、农村幼儿教师较为活跃,联系相对紧密,具有较

大的潜在重要性,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第三象限的师资队伍建设、幼儿

教师培训、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研究到达一定数量时,

可能会出现研究停滞的情况。第四象限的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路径研究

(领域1)中的教师心理健康、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职

业道德的相关成果数量都较少,需要深入的研究。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幼儿教师的文献分析,可发现幼儿教师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两

个领域展开。但存四点不足：第一,应关注到幼儿教师自身的价值需要,

除满足基本需要,还需引导提高幼儿教师的主导需要的层次,让教师的价

值观由“为生活向”和“为职业”向“为事业”转化。第二,为城市和农

村提供多类型、充足的合格师资,加强对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的全员培训,

加大培训力度,提供切合实际的在职培训。第三,应加大学前教育专业硕

士、博士生的培养,呼吁其走进基层,成为园所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第四,加大对于幼儿特殊教育教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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