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卷第 3 期 创新与创业教育  Vol.3  No.3 
2012 年 6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June 2012 

西部边疆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男生职业认同感分析 

——基于云南省 H校的一项调查 

谢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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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西部边疆地方本科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男生进行质的调查，分析这些男生的职业认同感，讨论影响学 

前教育专业男生职业认同感的因素，以促进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个人和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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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感指的是个体对某一职业的性质、目 

标、内容形成的态度和价值。职业认同感的形成需 

要长期的过程。职业认同感对于在校和即将毕业的 

大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倾向。职业认同 

感涉及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感悟、认识、态度、 

社会评价与期望。职业认同感会影响大学生的积极 

性、成就动机和择业取向。本文通过质性调查，揭 

示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状况。 

一、调查目的 

近期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 

若干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统领性的政策规 

定和指导。学前教育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契机。农村 

学前教育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为地方本科学 

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一些 

西部的边疆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也较为迅速。所调 

查的 H 校位于西部边疆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 文化 

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学前教育事业还远远不能满足 

当地的需求，从幼儿园的数量，城乡两级幼儿园的 

比例，幼儿园的师资等方面都与优质的学前教育要 

求相差甚远。在该自治州，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 

儿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女教师。 

由于对学前教育存在认识误区，幼儿园教师中 

女教师占有的比例一直较高，幼儿园男教师则受到 

一些歧见。报考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也较少， 

有的男生甚至是被调剂到该专业的。对于学前教育 

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就业 

取向，他们对于幼教职业的热爱和忠诚度，已经引 

起社会上一些幼教机构的关注。本调查的目的在于 

从本科常规教学工作中，了解地方学前教育本科专 

业男生的职业认同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云南省  H  校 
20092011 年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H 校是 2003年 
4 月组建成立的， 属于西部边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位于云南东南部。 以 H校学前教育专业男生作为研 

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校的教师教育专业 

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的专科生始招 

生于 2004 年， 本科专业招生于 2009 年， 截至目前， 

有 415 名毕业生（男生 39 名）。在这个过程中，笔 

者还走访了一些幼教机构和其他一些地方院校，并 

联系了 20052008级已经毕业的男生。 

调查方法包括个案法、观察研究法等质性研究 

方法。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H 校学前教育专业在校生基本情况 

表 1 H 校学前教育专业 2009-2011 级学生 

女生 男生 人数 

年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9 级  39  79.6  10  20.4 

2010 级  47  90.39  5  9.61 

2011 级  101  91.82  9  8.18 

合计  187  88.63  24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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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20092011 年 H 校学前 

教育专业总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但男生人数和 

比例却逐年递减，三年中招收的男生比例仅为 
11.37%，说明男生在学前教育专业中所占的比例较 

低。 

（二）学前专业男生职业认同感现状分析 
1. 专业自我意识薄弱 

教师的专业自我是指教师在职业生活中对自 

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专业自我包括：自我形 

象的正确认识、 积极的自我体验、 正确的职业动机、 

工作境况的满意感、职业生涯的清晰认识、未来前 

景期望较高等。 [1] 具有高职业认同感的学生对于自 

我的形象能有准确的把握，能在学习中积极参与专 

业实践，对于未来职业有强烈的动机，能合理规划 

职业生涯，在追求职业价值过程中能得到一种自我 

实现。

调查显示，20092011级学前教育专业的 24 名 

男生，仅有 6 名男生报考了学前教育专业。其中 1 
人报考的原因是因为想当老师而选择了学前教育 

专业（非云南籍考生，H 校在该生所在的省份，师 

范类专业只有学前教育专业招生），另外  5 人报考 

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考分低，报考学前教育专业更有 

把握被录取，甚者有学生表示，一看到“学前”这 

两个字就觉得是“没出息”的专业。 

以  2009 级学前专业学生为例，第一学期刚开 

始，就有 1名学生放弃大学的学习，选择入伍；而 

在第一学期结束时，5 名男生申请转专业并得到批 

准，而留在学前专业的  10 个男生中，有 1 个要考 

教育学类研究生，还有 3个打算自主创业（有开办 

幼儿园的想法），剩下的 6 个男生虽然已临近大四， 

但还处于对专业和就业的迷茫阶段。 

而涉及到对专业的看法时，2009 级和 2010 级 

的  15 名男生中，有  4 人开始觉得学前教育专业是 

个“好玩”的专业，能锻炼人，对后代的培养也很 

重要，但是要改变其余男生的看法，还需要一段时 

间。通过访谈不难看出，学前教育的男生对人生有 

自己的想法，但是并不认同自己所学的专业，缺乏 

积极的自我体验，还没有形成较好的专业自我意 

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男生的学 

习状态不佳，学习成绩偏低，对专业学习的热情不 

够。 
2. 专业理想存在认识偏差 

教师专业理想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巨大动力，能 

为教师提供奋斗目标。具有明确专业理想的教师，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会十分投入，愿意终身献身于教 

育事业，会努力提高专业才能和服务水平，尽可能 

维护专业的荣誉、团结和形象。 [2] 通过和其他任课 

老师的交流，我们发现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问的最 

多的问题就是：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发展空间大不 

大？他们不关心就业前景，更关注的是职业发展的 

可能性和多面性。 

通过调查网络和前几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 

前教育的男生非常清楚男性在幼教队伍的地位是 

比较高的，有男生戏言：他们是幼教的“国宝”“抢 

手货” 。正因为这种良好的就业前景和环境，目前 

在读的男生对学前教育专业还保留了一定的热情， 

这也是吸引他们留在学前教育专业的最重要的砝 

码。经过前一阶段的专业学习，大一大二两个年级 

中 15名男生有 4名表示将来会选择在幼儿园工作， 

而且认为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发展前景会越来越 

好，而其他的  11 名男生也表示即使不在幼教第一 

线工作，但还是会从事和幼教相关的工作。 

而 2011 级男生虽刚入校，但就调查情况来看， 

男生的状态相对积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容忽 

略的是，学前专业男生的职业理想很容易受到现实 

的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男幼师”的性 

别歧视。根据我们对 20042008 级学前专业男生的 

跟踪调查来看，毕业的  15 名男生中，仅有  1 人仍 

在市机关幼儿园工作，在此期间，虽然也有 3 人在 

幼教机构工作过，但最后都以转行告终。笔者联系 

了仍在幼儿园工作的这名男生，谈及职业发展，他 

的语气充满无奈。虽然幼儿园非常重视他，基本上 

他提出的要求都能满足，他本人也比较喜欢孩子， 

愿意待在幼儿园工作，但是一出园门，只要谈到他 

的工作，别人都会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他的家人也 

多次表示希望他能换个工作。这应该能代表一部分 

学前教育男生的看法。对于问及如何看待目前学前 

教育专业和幼教机构女生多的现象时， 24 名男生中 

只有 1 个男生认为这不合理，应该扩充男幼师的比 

例，而其他人均认为无论从性格的角度还是社会的 

角度来看，女性更适合担任幼师。 
3. 专业情操责任感不强 

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专业情操体现在幼教事 

业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教师若具有较 

好的专业情操，一般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是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男生们的专业情操责任感 

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教育实践形成的合作关系，H 校所在的地 

方幼儿园方面表示，无论从幼儿园的发展来看，还 

是从幼儿性格的养成来看，都急需男幼师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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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引进师资的时候，对男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要求一再降低，一旦引进，基本上提出的要求能 

满足的尽量满足， 但即便这样， 也无法留住男幼教， 

幼儿园方面表示很无奈。 

而从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没 

有男生会以当幼儿园老师为荣。这直接导致的结果 

是学生一方面因为学前教育的就业前景比较乐观， 

因而他们自身很努力。比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2009 和 2010 级学前专业的男生都会主动掌握一到 

两种专业技能，无论是班级活动还是院级校级活动 

都热衷参加，并且在班委的选拔上也能占有一席之 

地。以 2009 级学前专业为例，10 名男生中有 6 名 

担任班委，在访谈中，学前专业的男生也表示在女 

生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学前教育专业，他们无论是在 

学习上，还是各项活动中，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班 

级同学都给予了更多关注，因而能获得更好的成 

绩。同时他们也希望院系能更多地帮助他们提升专 

业技能，培养专业素养。而另一方面，他们对真正 

的见习和实习不够重视，对于去参加见习和实习总 

是倍感尴尬。以 2009 级学前专业为例，10 名男生 

都认为专业技能和知识很重要，而对于见习活动的 

安排总是抱持一种“去看看”的心态。而不是一种 

学习的心态，而且  10 名男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 

们在和女生一起学习幼儿舞蹈等课程时觉得很尴 

尬，认为这类课程是“女性课程” ，因而在学习这 

类技能时，大多扭扭捏捏，学习起来不自然。这种 

情况同样存在于  2010 级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中， 

而且很多学前专业的男生认为幼儿园老师应该被 

称呼为“老师” ，而称呼“男阿姨”“男保姆”让学 

前教育专业男生对幼教教师这一职业望而却步。 

四、讨论与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国家政策 

的导向，我国学前教育专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 

期。如何培养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幼教师资，是举 

办学前教育专业的地方高校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如 

何培养稳定的、适合地方幼教机构发展的男性幼师 

队伍，不仅是地方高校也是幼教机构的关注点。要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绝不是一朝 

一夕之事，仅仅依靠提高经济待遇是不够的，这只 

是一种短期的做法，治标不治本。 

要培养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首先 

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通过舆论导向来扭转社会对 

幼师这一职业的“性别惯性思维” 。其次需要高校 

的努力，如调整课程结构，根据男生特点来制定理 

论学习和技能发展计划，而不是将男生和女生等同 

对待，从专业的学习上消除男生学习“女性课程” 

的尴尬感觉。再次，需要幼教机构给予男生更多的 

发展空间，而不仅仅从物质上予以满足，应更多地 

关注男生的精神世界。总之，培养学前教育专业男 

生职业认同感需要国家、社会、高校和幼教机构的 

协同合作、共同努力，从而使这些男生的专业发展 

和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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