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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 走 上 幼 儿 园 教 师 岗 位 的 预 备 军，对 其 教 师 信 念 的 研 究 有 助 于 从 高 校

角度去干预学生教师信念的培养。本研 究 通 过 对 高 校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发 放 教 师 信 念 调 查 问 卷，发 现 学 前

教育专业学生教师信念总体呈现进步 主 义 教 育 取 向，这 与 专 业 学 习 和 教 育 实 习 密 切 相 关。从 新 课 程 改 革 和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讨论了学生教师信念 的 转 变。提 出 丰 富 情 景 以 培 养 反 思 性 幼 儿 园 教 师 和 注 重 提 高 教 育 实

习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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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信念是指 教 师 对 有 关 教 与 学 现 象 的 某 种 理

论、观点和见 解 的 判 断，它 影 响 着 教 育 实 践 和 学 生

的身心发展。［１］简单来说，教师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受

一定的教育理念 所 支 配，这 种 支 配 性 的 教 育 理 念 就

是教师信念。教 师 信 念 决 定 了 工 作 的 态 度，是 专 业

成长的内在动力，是教师获得主观幸福感的源泉。［２］

加强教师信念培养 可 以 增 进 幼 儿 园 教 师 对 幼 儿 的 理

解和情感，改 变 已 有 不 恰 当 的 工 作 行 为。教 师 信 念

的形成分为无意 识 习 得 阶 段、信 念 的 显 性 化 阶 段 和

个人信念的哲学化阶段。［３］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教师信念形成处于 无 意 识 习 得 阶 段 和 信 念 的 显 性 化

阶段之间。即学生已在中小学获得初步的教师信念，

又随着学前教育 专 业 学 习 的 不 断 加 深，对 教 师 信 念

不断深化。当前学 前 阶 段 教 师 信 念 的 相 关 研 究 多 关

注 教 师 信 念 如 何 养 成，［４］［５］［６］［７］对 职 前 阶 段 高 校 学 前

教育专业学生教师信念的研究并不多 见。［８］［９］［１０］高 校

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如 何？针 对 他 们 的 教

师信念现状，高 校 又 应 该 做 些 什 么？这 是 本 研 究 想

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 研 究 对 甘 肃 省 某 独 立 本 科 院 校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生采用 分 层 抽 样 的 方 法，分 别 抽 取 大 一 到 大 四，

总计四个年 级 的 学 生 作 为 研 究 对 象。共 发 放３７９份

《高校学前教育 专 业 学 生 教 师 信 念 调 查 问 卷》，剔 除

了无效问卷３份，有 效 回 收 问 卷３７６份，问 卷 回 收

有效率为９９．２％。被试基本情况如表所示：

表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布

项目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７　 １．８％

女 ３６９　 ９８．２％

年级 大一 １１１　 ２９．５％

大二 ８６　 ２２．８％

大三 ８６　 ２２．８％

大四 ９３　 ２４．９％

地域 城市 １１１　 ２９．５％

乡村 ２６５　 ７０．５％

　　 （二）研究工具

通过对已有 研 究 的 梳 理，发 现 针 对 高 校 学 前 教

育专业学生教师信 念 调 查 所 使 用 的 研 究 工 具 并 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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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故对相关 研 究 工 具 进 行 了 修 订，形 成 《高 校 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师信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

分，第 一 部 分 为 基 本 情 况。分 别 为：性 别、年 级、

民族、城乡、职 业 满 意 度 和 实 习 经 历 等。第 二 部 分

为教师信念量表。教师信念量表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Ｃａｌｄｅｒｈｅａｄ把教师 信 念 主 要 归 为 五 个 领 域，分 别 是

关于学习者 和 学 习 的 信 念、关 于 教 学 的 信 念、关 于

学科的信念、关 于 学 习 怎 样 教 学 的 信 念、关 于 自 我

和教师角色 的 信 念 五 个 维 度。［１１］Ｆｒｅｅｍａｎ于１９８２年

研制了 “密西根州立大学教育信念量表”，量表的维

度主要包括 学 生、教 学、课 程、社 会 环 境 和 教 师 五

个维度。［１２］还有 学 者 提 出 学 前 阶 段 教 师 信 念 量 表 的

态度应该分为消 极 与 积 极、信 念 量 表 的 取 向 应 该 分

为传统 和 进 步 两 种。［１３］杜 威 在 《经 验 与 教 育》一 书

中指出进步主义取 向 的 教 师 信 念 应 该 为 培 养 学 生 能

够表现个性、培养个性、自由活动、从经验中学习、

以获得为 达 到 直 接 需 要 和 目 的 的 各 种 技 能 和 技 巧、

尽量利用现实生活 中 的 各 种 机 会 来 熟 悉 变 动 的 世 界

的能力。［１４］根据 以 上 相 关 研 究 和 资 料 中 对 教 师 信 念

维度的划分和解 释，本 研 究 将 教 师 信 念 划 分 为 以 下

五个维度：幼 儿、活 动 组 织、课 程、材 料 准 备 和 幼

儿园教师。并且根 据 李 毓 清［１５］的 相 关 研 究，从 问 卷

中选取了部 分 选 项 并 进 行 了 修 订，共 计２５道 题 目。

其中每个维度分 别 对 应 了５道 题 目，选 项 采 用 李 克

特五级量表分数 从 低 到 高 分 别 为 非 常 不 同 意、比 较

不同意、一般、比 较 同 意 和 非 常 同 意。在 问 卷 设 计

过程中，分别在每 个 维 度 的５道 题 中 有 一 道 题 为 反

向题，为第３题、第８题、第１３题、第１８题 和 第

２３题。在使 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分 析 时，对 反 向 题 进 行 了

转换。其中正 向 题 为 进 步 取 向 教 师 信 念，相 对 应 的

为传统取向 教 师 信 念。经 检 验，量 表 一 致 性 信 度 系

数为０．８２４，ＫＭＯ＝０．８７８＞０．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检 验

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５，说 明 量 表 具 有 较 高 的 信 度 和

效度。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问 卷 发 放 采 用 网 络 平 台 （问 卷 星）对 数

据进行收集。网络 收 集 数 据 一 方 面 是 方 便 对 数 据 的

收集和整理，另一 方 面 可 以 保 证 数 据 的 客 观 和 真 实

有效。在经过与所 在 班 级 老 师 和 同 学 们 的 交 流 和 同

意下，采取自 愿 填 写 的 原 则 进 行 数 据 收 集。之 后 在

网络平 台 对 数 据 进 行 了 筛 选，最 后 采 用ＳＰＳＳ２１．０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师信念总体情况

通 过ＳＰＳＳ２１．０对 样 本 数 据 进 行 描 述 性 统 计，

得出学前教育 专 业 学 生 教 师 信 念 现 状。量 表 采 用 李

克特五级评分 法，分 数 低 说 明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的

教师信念为传 统 取 向，分 数 高 说 明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的教师信念为进步取向。

高 校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总 体 呈 现 进

步主义教育取 向。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合

计分数 为４．０７±０．３１，教 师 信 念 的 五 个 维 度 划 分

下，幼儿园教师 （４．５±０．４５）＞活动组织 （４．１５±

０．４１）＞课 程 （４．１１±０．４１）＞材 料 准 备 （３．７８±

０．３８）＞幼儿 （３．７９±０．５４）。

教师信念的 不 同 维 度 有 较 大 的 差 异。幼 儿 园 教

师维度和幼儿维度的 极 差 达 到 了０．７１。这 表 明 学 前

教育专业学生对于 进 步 主 义 教 育 理 念 的 理 解 统 整 性

不够。

表２　教师信念总体情况 （Ｎ＝３７６）

维度 幼儿
活动

组织
课程

材料

准备

幼儿园

教师
合计

平均值 ３．７９　 ４．１５　 ４．１１　 ３．７８　 ４．５　 ４．０７

标准差 ０．５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５　 ０．３１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不同年 级 的 教 师 信

念分析

不 同 年 级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所 接 触 专 业 学 习 时

间不同，并且考虑 到 大 一 学 生 入 校 前 已 有 初 步 的 教

师信念，所以我们 对 不 同 年 级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进

行分组，再对不同 分 组 的 学 生 进 行 不 同 维 度 的 单 因

素方差分析检验。

结果显示，各年 级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差异非常 显 著，且 主 要 是 幼 儿、活 动 组 织 和 材 料

准备维度上差异非常显著。通过事后多重检验发现，

主要是大一与其它年级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大二、

大三、大四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总 体 差 异 并 不 明 显，且

得分较高，大 一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的 得 分 最 低。说

明高校学生经 过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课 程 全 面、系 统 的 学

习后，教师信念发生了转变，趋于进步取向。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不同地域的教师信念

分析

城乡之 间 因 经 济 等 发 展 程 度 的 差 异 较 为 明 显，

故也作为一项 变 量。结 果 发 现 城 乡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教师信念没 有 显 著 的 差 异。教 师 信 念 总 体 水 平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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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城市 （４．０９±０．２９）的 学 生 平 均 分 稍 高 于 来 自

乡村 （４．０６±０．３１）的学生。在各分维度上，幼儿、

材料准备和幼儿园 教 师 维 度 上 来 自 城 市 的 学 生 得 分

稍高于来自乡村 的 学 生。活 动 组 织 和 课 程 维 度 中 来

自乡村的学生高 于 来 自 城 市 的 学 生。这 说 明 城 乡 对

教师信念形成影响不大。

表３　不同年级的教师信念

维度

年级 Ｆ　 Ｐ　 ＬＳＤ
大一（Ｎ＝１１１） 大二（Ｎ＝８６） 大三（Ｎ＝８６） 大四（Ｎ＝９３）

幼儿 ３．５９（０．４９） ３．８０（０．５７） ３．８２（０．５６） ３．９８（０．４９） ９．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３＞１＊；４＞１

＊４＞２＊

活动组织 ４．０４（０．３７） ４．２４（０．３８） ４．１８（０．４０） ４．１８（０．４７） ４．４１９　０．００５＊
２＞１＊；３＞１＊；４＞

１＊

课程 ４．０５（０．４０） ４．１６（０．４１） ４．１１（０．３６） ４．１３（０．４７） １．３２４　 ０．２６６

材料准备 ３．６７（０．３４） ３．８１（０．３８） ３．８４（０．３４） ３．８１（０．４２） ４．２６８　０．００６＊
２＞１＊；３＞１＊；４＞

１＊

幼儿园教师 ４．４８（０．４５） ４．６０（０．４３） ４．５２（０．４７） ４．４７（０．４６） １．６０４　 ０．１８８

总体 ３．９６（０．２６） ４．１２（０．３１） ４．１０（０．２８） ４．１１（０．３５） ６．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２＞１＊；３＞１＊；４＞

１＊

表４　不同地域的教师信念

维度
地域

城市（Ｎ＝１１１）乡村（Ｎ＝２６５）
Ｆ　 Ｐ

幼儿 ３．８７（０．５３） ３．７５（０．５５） ３．５０５　 ０．０６２

活动组织 ４．１４（０．４３） ４．１６（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８２６

课程 ４．１０（０．４０） ４．１１（０．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８０４

材料准备 ３．８０（０．３４） ３．７７（０．３９） ０．３５９　 ０．５４９

幼儿园教师 ４．５５（０．４２） ４．５０（０．４７） １．０５７　 ０．３０５

合计 ４．０９（０．２９） ４．０６（０．３１） ０．９５５　 ０．３２９

　　（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不同职业满意度的 教

师信念分析

教师职业满意度是教师对其所从事职业，以及工

作条 件 与 状 况 的 总 体 带 有 情 绪 色 彩 的 感 受 与 看

法。［１６］也就是说 教 师 职 业 满 意 度 是 对 教 师 职 业 的 一

个总体看法。本研 究 中 的 教 师 职 业 满 意 度 是 高 校 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对 幼 儿 园 教 师 职 业 的 总 体 感 受 和 看

法，亦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职业满意度。

研究结果显示，持两种不同幼儿园教师职业满意

度学前教育专业 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没 有 显 著 差 异。教

师信念的总体水平差距不大，各维度的比较差距也不

大，只有幼儿园教师维度上持满意（４．５４±０．４５）与不

满意（４．４４±０．４６）之间有一点不同。可见，幼儿园教

师职业满意度对 教 师 信 念 的 形 成 影 响 并 不 大。通 过

访谈得知高校学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对 幼 儿 园 教 师 职 业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薪资低等，这与已有研究不谋而

合。［１７］［１８］亦说明了 当 前 高 校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对 幼

儿园教师职业不满意主要为个体外在原因所致。

表５　不同职业满意度的教师信念

维度
态度

满意（Ｎ＝２８８）不满意（Ｎ＝８８）
Ｆ　 Ｐ

幼儿 ３．７８（０．５４） ３．８０（０．５５） ０．５３０　 ０．８１７

活动组织 ４．１７（０．４１） ４．１０（０．４４） １．５０１　 ０．２２１

课程 ４．１２（０．４１） ４．０７（０．４３） ０．９４１　 ０．３３３

材料准备 ３．７８（０．３７） ３．７７（０．４０） ０．１３３　 ０．７１５

幼儿园教师 ４．５４（０．４５） ４．４４（０．４６） ３．３５７　 ０．０６８

合计 ４．０８（０．３１） ４．０３（０．３２） １．２７７　 ０．２５９

　　（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不同实习经历的 教 师

信念分析

学前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教育实习易

于将所学习的 专 业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研 究 结 果 显

示，虽然有不同实习经历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合计

教师信念差异不显著，但是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有

过实习经历 的 得 分（４．１２±０．３８）比 没 有 实 习 经 历 的

学生得分（４．０６±０．２９）要 高。具 体 在 不 同 的 维 度 对

比中，幼儿维度中有实习经历（３．９６±０．５１）和没有实

习经历（３．７４±０．５４）的 学 生 教 师 信 念 有 显 著 差 异（Ｆ

＝９．９０２；Ｐ＝０．００２），且 有 实 习 经 历 的 学 生 对 幼 儿 维

度持更多的进 步 取 向 教 师 信 念。经 过 访 谈 得 知 有 实

习经历的学生在与 幼 儿 的 交 往 中 亲 身 感 受 了 幼 儿 在

实践中表现出好奇、专注、反思等学习品质，使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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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余维度中，有实习经历

的学生和没有实习 经 历 的 学 生 之 间 差 异 虽 然 没 有 达

到显著性 水 平，但 是 有 实 习 经 历 的 学 生 得 分 依 然 更

高，说明了教育实习对学生的教师信念具有重要影响

作用。

表６　不同实习经历的教师信念

维度
实习经历

有（Ｎ＝７３） 没有（Ｎ＝３０３）
Ｆ　 Ｐ

幼儿 ３．９６（０．５１） ３．７４（０．５４） ９．９０２　０．００２＊

活动组织 ４．１７（０．５４） ４．１５（０．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７２２

课程 ４．１５（０．５０） ４．１０（０．３９） ０．９８０　 ０．３２３

材料准备 ３．８１（０．４０） ３．７７（０．３７） ０．６７０　 ０．４１３

幼儿园教师 ４．４９（０．４８） ４．５２（０．４５） ０．２９０　 ０．５９１

合计 ４．１２（０．３８） ４．０６（０．２９） ２．２３３　 ０．１３６

四、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师信

念总体呈现进步 主 义 教 育 取 向。并 且 随 着 学 前 教 育

专业学习的不断 加 深，学 生 的 教 师 信 念 不 断 地 提 升。

教师信念在受到专业学习之前已然形成，而专业学习

助推了教师信念的发展。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国进行了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要改变的是应试教

育和功利主义价值观，树 立 素 质 教 育 价 值 理 念。［１９］而

当下高校学生正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中成长，潜移

默化的树立了进 步 取 向 的 教 师 信 念。在 本 研 究 中 我

们还发现，教 育 实 习 对 学 生 教 师 信 念 的 转 变 非 常 明

显。据此，本研究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和阿伦特的行

动理论对教师信念转变进行讨论。

（一）新课程改革：教师信念的转变

教师信念从取 向 上 划 分 可 以 分 为 传 统 取 向 和 进

步取向。传统取向 的 教 师 信 念 是 以 赫 尔 巴 特 为 代 表

的教育观念，所具 备 的 特 征 是 说 教 式 的，而 进 步 取 向

的教育信念是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教育观念，所具备

的特征是经验的改造，强 调 学 习 的 主 体。［２０］新 课 程 改

革是我国为实施素 质 教 育 所 进 行 的 一 次 基 础 教 育 课

程改革。新课程 改 革 秉 持 后 现 代 主 义、建 构 主 义、实

用主义和多元智 能 理 论 等 西 方 教 育 理 论，倡 导 自 主、

合作、探究式学习，试图从传统的预设型、高度依赖教

科书和教师讲授向 强 调 学 习 者 个 体 的 新 型 教 学 方 法

转变。［２１］由此可见，传统 取 向 的 教 师 信 念 和 进 步 取 向

的教师信 念 与 新 课 程 改 革 前 后 在 内 涵 上 高 度 一 致。

新课程改革是整体性的改革，必然会对教师信念转变

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新课程改革初期，有研究者对中

小学教师的教师信念进行了研究，发现教师信念与新

课程改革所 倡 导 的 新 理 念 并 不 一 致。［２２］学 界 对 新 课

程改革也多有讨论，有学者以中小学学生的学习方式

没有转变为自主、合作、探究，认为新课程改革已然失

败。［２３］还有学者 认 为 新 课 程 改 革 已 经 从 浅 水 期 走 进

了改革的深水期，浅 水 期 是 理 念 推 广 的 阶 段，深 水 期

是比较难 的 实 践 阶 段。［２４］这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看 法。从

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当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教

师信念已然以进步取向为主，这也许说明了新课程改

革的实施 并 没 有 让 我 们 失 望。但 是，也 必 须 认 清 现

实，新课程改革目前确实暂处于浅水期阶段。从学前

阶段教育来看，幼儿园小 学 化 现 象 依 然 存 在。［２５］［２６］这

说明进步取向的教 师 信 念 与 传 统 取 向 的 教 育 实 践 之

间，知与行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从教师信念的传统取

向到教师 信 念 的 进 步 取 向，再 到 教 师 实 践 的 进 步 取

向，揭示着新课程 改 革 的 步 伐，素 质 教 育 目 标 的 逐 步

实现。我们要对新课程改革抱以信心，也要对新一代

幼儿园教师的成长抱以信心。

（二）行动：教师信念的提升

汉娜·阿伦 特 提 出，“行 动 是 唯 一 无 须 事 或 物 的

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 之 间 展 开 的 活 动”。［２７］而 人 与 人

之间展开的活动，深刻的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不

是一个孤立静止的 片 段 或 恪 守 某 一 机 械 运 动 规 律 的

过程，也不是一个 外 在 于 人 的 自 在 存 在，而 是 在 多 重

复杂因素交互影响 下 人 为 自 身 成 长 而 建 构 的 具 有 历

史性、情境性和地域 性 的 存 在。［２８］教 育 行 动 在 情 景 中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发展了经验，这与高度抽象隔离状

态下的知识学 习 有 很 大 的 区 别。高 校 学 生 教 师 信 念

的提升最好在教育实际情境中进行，通过这种富有温

度的行动，进步取向的教师信念自然而然地从这种相

互交流中潺潺流出，以滋养干涸的教育之田。这种经

验与知识并不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是一种具有艺术

气息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是支持行动的核心要素，

为认识活动提供必 须 的 知 识 信 念 和 最 终 的 解 释 性 框

架，显性知识 的 增 长、应 用 和 理 解 都 依 赖 于 此。［２９］教

师信念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情感具有难以言传的特

点。即通过教育行动可以很好的提升教师信念。

教育行 动 具 有 强 烈 的 目 的 性 和 主 观 意 愿 的 特

点。［３０］学前教育专业需 要 进 步 取 向 的 教 师 信 念，这 由

教育对象所决定。幼儿园教师需要尊重幼儿，组织更

加开放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幼儿的支持者、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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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者，更需要幼儿园教师的主动作为。实践关注的

对象是群体，而行动对个体关注更多。高校每一个学

生都是不同的个 体，有 不 同 的 成 长 经 验，在 教 育 行 动

中自然也会产生 属 于 每 一 学 生 自 己 的 教 师 信 念。因

此，兼具强烈目的 性 与 主 观 意 愿 的 个 体，与 其 说 是 在

实践中获得教师信念的提升，不如说在教育行动中获

得教师信念的提升。

五、建议

从本研究的结 果 中 我 们 看 到 教 育 行 动 对 学 生 教

师信念的深刻的 转 变。通 过 以 上 从 新 课 程 改 革 和 阿

伦特的行动理论的分析，我们更得知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教师信念并不是无根之水，并且教师信念是

要靠行动来进一步升华。因此，高校在继续培养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教 师 信 念，并 且 能 达 到 进 步 主 义 取 向，

需要从以下方面出发。

（一）丰富情境，培养反思型幼儿园教师

反思可以促进教师信念的转变，培养高校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拥有主 动 反 思 的 能 力 对 于 转 变 学 生 教 师

信念具有重要作用。反思性幼儿园教师教育的特征，

首先表现在以系 统 知 识 学 习 和 技 能 掌 握 为 基 础。其

次，不同于技 术 理 性 下 学 习 的 知 识 与 技 能。第 三，特

别重视理论 与 实 践 融 合 的 学 习。第 四，融 合 了 知 识、

技能、德性的 综 合 性 过 程。第 五，特 别 重 视 师 范 生 主

体性前提下的思考，并通过思考来进行统整性的深度

学习。［３１］反思性 幼 儿 园 教 师 可 以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的 主

动性，乐于在不同的教育情景中寻找问题、总结经验，

在理论与 实 践 之 间 反 复 探 索，达 到 理 论 能 应 用 于 实

践，实践以支撑理论。从现有传统的教师教育实际结

果来看，学生所学教育教学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和体

悟，难以进行有效的反 思，［３２］并 且 出 现 了 教 师 信 念 各

维度理解不一致 的 情 况。而 造 成 学 生 不 会 反 思 和 理

解的偏差是没有 促 进 反 思 的 教 育 情 境。没 有 教 育 情

境，表现为与学生无关、远离生活的学习，得不到经验

的增长。因此，必须要丰富学生学习情境。一方面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 要 建 设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实 训 室。实 训

室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底蕴，促进学生自主

发展、自我学习的 能 力，还 可 以 培 养 学 生 的 责 任 担 当

和实践创新能力。［３３］另一 方 面，丰 富 情 境 还 需 要 教 师

能够设计富有逻辑且生动活泼的教学课堂，充分调动

起学生的 积 极 性，促 使 学 生 在 课 堂 模 拟 情 境 中 积 极

思考。

（二）注重提升教育实习的质量

从 研 究 结 果 可 以 看 出 教 育 实 习 明 显 转 变 了 高 校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师信念，高质量的教育实习则

可以更好的转变教师信念。一方面，针对目前不同阶

段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 教 育 实 习 都 存 在 过 于 集 中 的 现

状，［３４］［３５］我们可 以 根 据 张 雪 门 在《实 习 三 年》当 中 指

出的实习要点进行改进，教育实习应该贯穿师范生培

养的全过程，只有师范生系统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

在幼儿园实习，才 能 让 师 范 生 早 日 形 成 专 业 意 识、专

业情感和专业能力。［３６］因 此，为 提 升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学

生的教育实习质量，应该将教育实习的时间贯穿于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培养的全过程，分散在每一个学

期。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实习存在与进步主义教育

理念并不一致的情况，不能做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尊重

幼儿的主体地位等，极大地阻碍了学生进步取向教师

信念的养成。为了 使 学 生 所 学 的 教 育 理 念 与 实 践 相

匹配，形成更加坚定的进步取向教师信念。学生教育

实习应该 选 择 主 要 为 进 步 主 义 教 育 理 念 的 幼 儿 园。

这样在教育实习中，才能真正让学生理解进步主义教

育理念与实践，亲 自 发 现 儿 童 的 力 量 有 多 大，以 及 教

师在其中所起到 支 持、合 作 和 引 导 的 作 用，把 对 幼 儿

的信任与爱装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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