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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学前教育

的普惠与普及,需要大量的幼儿教师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新任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普通又独

特的群体,是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也逐渐被全社会所关注。在其

成长过程中,宏观的园领导管理模式、微观系统下的班级同事关系、以及教师自身职业认同会导致新任

教师出现入职适应困难、技能提升缓慢、班级气氛压抑等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成为教师走向专业化道

路的阻碍。因此、本研究分别提出园领导明确“以园所发展为本、以教师发展为重”的园所发展方向

与教师发展体系；班级注重良好氛围的建立；教师自身的学习提升等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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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幼儿教师就像清晨的阳光,将

鲜活的血液注入幼儿园教师队伍,处于

教师生涯的“求生阶段”的他们,在面对

繁琐的一日工作,往往由于园所管理模

式、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技能稚嫩或者

人际交往能力差而出现成长缓慢、流动

性较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

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阻碍。 

1 概念界定 

在新任教师概念的界定方面,学者

们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一部分学者以入

职年限作为界定新任教师的标准。北京

师范大学张娜学者和申继亮教授(2008)

指出新入职教师广义上是指工作年限为

1-5年的教师,狭义上指工作一年以内的

教师。[1]还有一种分类是以能力水平的

高低来界定,认为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技

能偏低的教师都可以称之为新任教师。

结合教育部门有关要求以及学者们的界

定,本研究将“新任教师”界定为：取得

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入职三年以内缺乏实

践经验的新手教师。 

2 影响幼儿新任教师专业发展

因素分析 

2.1园所宏观生态系统——领导管

理模式 

园领导的管理模式也称领导风格,

具体表现为领导的行为,领导行为可分

为任务导向行为和关系导向行为两类。
[2]任务导向行为的特点是,关心任务,强

调权威与控制；关系导向行为的特点是,

关心人,强调关心与支持。[3]不同园领导

的领导风格也会成为影响新任教师成长

的因素之一,有些园长平易近人,乐于倾

听教师发展的心声,而有些园长过于压

抑教师的个性,致力于打造风格鲜明的

园所文化,而忽视了教师的发展需求。园

长的领导管理模式将直接影响到新任教

师的入职适应情况,如果说班级中我们

提倡“民主型”的师生关系,那园所内我

们也要提倡“民主型”的上下属关系。 

2.2园所微观生态系统——班级同

事关系 

维果斯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认为：

个体发展依赖于随着成长而形成的符号

系统,个体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其生活

的环境和轨迹。[4]新任幼儿教师作为园

所的新人,在教育教学、生活环境等方面

都需要依赖“老教师”带领,尤其是未婚

新教师并未有过亲身抚育幼儿的经历,

资质尚浅,更加需要老教师作为“指路明

灯”并且其专业发展也具有较大的空间。

幼儿园班级主要设有主班、配班、保育

员岗位,教师之间的相处模式将成为影

响新任教师能否融入幼儿园的重要客观

条件。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远比沉

闷低落、人人抱怨的环境更加吸引人。 

2.3教师心理驱动因素——自身职

业认同 

奥尔德弗成长需求理论提出,个体

具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内在诉求。教师

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同是指教师对职业规

范的理性认同与对履行教育责任的自觉

性。[5]决定教师这一诉求还需不断提升

个体能力方可得到满足,有研究指出新

任教师具有强烈的职前培训需求,十分

期望自己通过学习到更具有实用性的保

教知识、科研方法、教育教学技能来帮

助自己更快的适应新职业,提升专业素

养、实现个体职业的发展。这说明新任

教师自身需要具有较高的职业认同感,

而职业认同感是影响教师自身专业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遵循“诲人不倦”的教

育信条,具有“知教、善教、乐教”的职

业心态是新任教师快速成长的秘诀。 

3 促进幼儿园新任教师专业发

展的措施 

3.1加强领导管理的专业程度 

3.1.1明确“以园所发展为本”的园

所发展方向 

《幼儿教师专业化标准》、《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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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导纲要》等政策的颁布都标志着

我国对于幼儿园发展的重视,但是随着

幼儿园数量的增多,“个性化”也变成幼

儿园标新立异的追求,但是在追求园所

个性化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新任教师对于

园所理念的接受程度,导致园所内部的

“灌输式”学习培训,因此,园长需要明

晰幼儿园的发展方向,做好园所领路人

的角色,担负起引导人的职责,采用多途

径、多方法逐渐将这种园所文化传递给

新任教师。可以组织园所文化知识讲座、

竞赛来对新任教师进行职前培训,方便

新任教师更简捷的了解到将入职园所

“个性化”的教育理念,也可增加思想感

悟汇报等环节,更快的了解到新任教师

的实际需求,帮助其更快的成长。 

3.1.2建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重”

的教师发展体系 

往往“非科班”出身的园长缺少对

幼儿园事务科学合理的认识,也无法根

据教师之间的差异性给出更具有针对性

的培养方案,无法和新任教师之间快速

建立链接,常常通过向新任教师进行“理

念灌输”试图留住教师,而教师将这种方

法称之为“洗脑法”。这些往往能够反映

园领导能力的专业程度,不能准确及时

的捕捉到新任教师的真正需求,将会直

接影响到教师的发展以及整个园所教育

质量的提高。教师作为园所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管理过程中,管理层也需要

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选择更加民主

的手段和方法。由于教师的想法是正是

教师自我成长的关键因素,适当“降低姿

态”倾听教师的想法,而不是凭借经验办

事,往往更容易了解新任教师的思想,帮

助新任教师更快的成长。 

3.2创设温馨愉快的工作氛围 

班级是新任教师工作的最小单位,

园所是教师生存的工作环境,与幼儿环

境创设的作用相同,对于新任幼儿教师

而言,园所的文化氛围、班级的工作氛围

就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着新任

教师的专业成长。良好的工作环境与人

际交往氛围能够更快的帮助新任教师找

到归属感,教师更愿意发自内心的坚守

幼儿教育事业。一方面为了让新任教师

了解园所文化,可在班级墙绘制海报,并

请新任教师参与其中,进行园所资料的

查询,这样更有利于新任教师了解园所

历史、融入幼儿园环境,并帮助教师更快

定位、建立适宜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3.3提高教师自我发展意识 

很多教师面临入职适应问题,在刚

进入一线工作,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

力,往往在这些压力之下迷失自我,有研

究表示教师压力也是教师离职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教育部门、幼儿园为其提供

良好的教研平台与发展机会的前提下,

新任教师作为幼儿园发展的力量源泉,

自身还需要具有较强的专业自主发展意

识,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不断加强幼儿专

业知识的学习,将自身的专业性作为铲

平阻碍的“铁锹”。 

扎实的专业知识是进行教育教学的

基础,教师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从周

围环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自

身品格的新型新任教师。同时教育过程

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在提升自

己的同时,教师还需要具备与人交流沟

通的技能,这种交流沟通不局限于领导

同事,还应包括幼儿和家长。除了教育教

学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教师还要始终

牢记自己是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走向

教育科研这条路是教师专业化的必然选

择,对于新任教师,也要始终牢记“研究

者”这一身份角色职责,努力提升自己的

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善于利用一线教

师这一身份的优势,具有问题意识、科研

意识、探究意识,提高自身的专业性。 

4 结语 

综上,新任教师专业发展是一项任

重而道远的工作,新任教师在其入职适

应阶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离职率

较大,严重的甚至会有教师脱离教育行

业,变成教育行业的损失。因此,帮助新

任教师快速融入幼儿园,适应工作环境

意义重大,园领导、富有经验的老教师需

要及时引导,提供多样的、具有针对性的

培训机会,而新任教师自身也需要及时

调整,善于利用周围资源,尽快融入园所

环境、适应班级环境,走进幼儿心理环境

的同时及也要走进家庭环境,努力提高

自身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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