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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法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就职业认同感问题展开调查,发现他们的职业认同感较

弱。而职业认同感较弱的原因是: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自身优势认识不足 、性别认同危机和对男幼教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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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言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职业认同感是指个体对幼

教职业合理的认识 、端正的态度和积极的情感体

验等所组成的内部心理机制。它包括个体对幼教

职业本身的特点 、社会职能和社会地位等的认识

和看法;对从事幼教职业应具备的素质的认识;个

体乐于从教的意愿以及从教时积极愉悦的情感体

验,如自我实现与满足的心理表征等 。学前教育

专业男生自身对幼教职业的认同是教师情感最持

久的源动力,是从事幼教职业的基本心理准备
[ 1]
。

本文采用问卷的形式对甘肃三所院校学前教

育专业的所有 53名男生展开调查 (某重点师范院

校 5名 、某学院 20名 、某民族地区师范专科学校

28名 )共发放问卷 53份,回收 52份, 有效问卷 49

份,有效率 94.2%。同时对每校的每一年级抽取

一名男生访谈。

2.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的现状分

析:

2.1对职业的热爱程度及就业前景的认同情

况

在被调查的所有 49个男生中, 只有 11个是

自愿报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占男生总数的 22.5%,

其余全部以调剂或其它方式选择该专业;关于对

该专业的就业前景问题, 男生认为 “有前途 ”和

“还行”的分别占男生总数的 26.5%和 42.8%。

可见, 男生认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前景还可以,

但是在自愿报考该专业方面男生趋向于更不自愿

报考该专业 。

2.2对职业发展空间的认同情况

笔者对被调查的专科学校的 28名男生中的

部分同学进行访谈,当问及 “你毕业后打算到哪个

单位工作”时,绝大多数男生都认为到小学或参加

“特考”到初中去教书, 当问及原因时, 他们说 “我

们选学前教育专业时, 别的男同学就笑话我们将

来当男保姆,如果我们真的当幼儿老师, 他们就更

笑话我们了 。到小学有很多男老师, 我们放得开 ”

“当幼儿老师没有前途, 我们不愿当幼儿老师, 当

小学老师或初中老师更有前途 ”对被调查的重点

师范大学的三名男生进行访谈时, 当问及上述同

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 “如果进幼儿园的话就

干行政, 当幼儿老师不如女的有优势 。” “或者考

研,搞学前教育研究。”通过访谈可以看出,男生并

不是把自己的职业定位在幼教一线, 而是定位在

小学 、初中或搞行政。由此可见幼儿园的男老师

久而不见增长的原因 。

2.3对职业氛围的认同情况

被调查的专科学校的三年级的学生都实习

过,当被问及实习的感受时说 “女生在上课时, 她

们的语气 、表情特别能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她们

表现得游刃有余 、落落大方, 特别有亲和力。我上

课时, 就是感觉放不开, 我也想和孩子们亲近点,

就是做不到,绝对不是紧张的原因 。”被调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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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院校的三名男生经常到示范幼儿园去观察, 他

们说 “在幼儿园听课时, 我们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默默地拿笔记本记录, 尽管女生们都争先恐后地

跑到前面去,总感觉幼儿园的老师们看我们的眼

光就是不对,当然这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总体

上就是感觉融不到一起去 。” “我们去观察幼儿园

是老师要求的,其实我们去观察的积极性并不高,

总感觉很被动。”传统观念认为幼儿教育专属女性

世界, 又加上幼教师资队伍中男性缺乏,男生感到

困惑 、寂寞 、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

2.4对职业薪酬的认同情况:

被调查的专科学校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 人

均收入较低。当被问及幼儿教师的收入情况时,

他们认为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的收入相差不大,

刚参加工作的教师不到 1000元 。他们认为工资

水平不是主要的问题, 随着教龄的增长,他们的工

资会增长的, 且该地区的消费水平较低 。同样的

工资水平,他们宁愿到小学或初中工作也不到幼

儿园去, 原因是工作氛围不适合他们, 总是感觉

“缩头缩脑”。被调查的重点院校地处省会城市,

当被问及期望的工资水平时, 他们认为应该在

2000-3000元,而实际上达不到这一水平 。可见,

重点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的男生对薪酬的要求较

高,而非重点院校的学前教育的男生对薪酬的要

求比较符合实际, 但是, 对幼儿园的工作往往是

“敬而远之”。

3 影响学前教育专业男生职业认同的原因

分析

通过对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状况的

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强烈呼吁增加男幼教

师资的情况下, 男幼教师资仍然增长幅度不大, 其

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幼儿园本身的体制有问题, 使

在校的男教师流失;更重要的是在校学前教育专

业的男生的职业认同感较弱, 在没有进入幼儿园

之前他们的心已脱离了幼儿教育事业。其原因如

下:

( 1) 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抚育幼儿是女人的天

职,她们细心 、周到 、耐心, 适合于照顾幼儿。男人

虽然勇敢 、有主见, 但是容易粗心, 不适合抚育幼

儿 。男人们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应从事具有竞

争性的 、收入高的职业。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性

别观念的影响,使幼儿园成为女性的 “天下 ”,男性

很少涉足。一旦男性涉足这种反性别的职业, 甚

至会招来别人的耻笑 。学前教育学专业的男生在

没有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已经经受了来自同学 、家

长 、社会的多方面的压力。像上文中提到的那样,

男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 同学耻笑, 家长不支持,

社会上大部分人虽然持一种支持的态度, 但是他

们并不了解这些男生内心的尴尬和困惑 。学前教

育专业的男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学业, 在择业

的时候想方设法逃避这种职业。因此很多的合格

的幼儿教师在毕业后跳到其它行业而不是选择幼

教这一职业,由此导致幼儿园的男性教师的数量

长时间不见增长 。

( 2)对自身的性别优势认识不足

在问卷中, 当问及 “当你被派去为 `六一 '组

织一个艺术节目,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回答 “欣然

接受”和 “畏惧”的分别为 46.9%和 20.4%;问卷

调查显示:对于组织艺术节目男生明显不如女生

有信心,特别是在舞蹈 、唱歌 、乐器等方面,而这些

方面是一个幼儿教师必不可少的技能,因此,很多

男生认为他们在技能方面不如女生, 不适合当幼

儿教师 。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全面的, 男生只看

到自己的劣势而忽视了自己的优势, 就目前来讲,

幼儿园的男教师的作用并不是要男教师和女教师

在教学技能方面一比高低, 而是充分发挥男幼儿

教师的性别优势和性格特点, 促进幼儿特别是男

幼儿的性别认同 、性别行为 、人格特点等的健康发

展 。况且,男生还有许多女生所不具有的性别优

势,男生大多数性格开朗 、直爽 、不拘小节 、善于操

作 、有更强的创造性, 在组织活动时更注重体育活

动,而且在体育 、武术 、书法 、棋类 、计算机技术方

面男生大多比女生更擅长 。以上优点是大多数男

生所具有的,当今幼儿园也恰恰缺乏这样的老师。

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

优势,增强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的信心 。

( 3) 对男幼教的作用认识不足

男幼儿教师既是幼儿活动的组织者, 又是父

亲角色在学校的延续 。毋庸置疑, 男幼儿教师在

组织幼儿的活动中有许多女教师所不具有的优

势,但是最重要的是男幼儿教师在幼儿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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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幼儿性别认同的促进作用。在幼儿的成长过

程中, 幼儿的性别认同是在同父母的交往过程中

形成的,父母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各自起着不同

的作用:母亲对幼儿的顺从 、细心等性格特点的形

成起着重要作用, 是女幼儿性别认同形成过程中

模仿的榜样;父亲影响着幼儿豁达 、开朗的性格的

形成, 是男幼儿性别认同形成过程中模仿的榜样。

不管是男幼儿还是女幼儿,在他 (她 )们的成长过

程中, 与母亲相处的时间远远多于和父亲相处的

时间, 家庭中缺少父亲角色对幼儿的性格形成是

不利的,更重要的是对男幼儿的性别认同产生困

难 。在家庭缺乏父亲角色的情况下, 如果幼儿园

的教师是清一色的女性,那就同样缺乏父亲角色,

从而使男幼儿形成性别认同的危机 。因此, 学前

教育的男生应认识到男幼儿教师在幼儿成长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坚定从事幼儿教育的决心 。

( 4)男生的性别认同危机

文森特 ·帕里罗认为 “所有的社会都对社会

交往的行为和模式加以规范。在这些文化规范和

角色期待中,还包括性别差异的制度化标准 。”因

此, 男女两性该有何种举止行为, 该选择何种职

业,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的文化规范和制度化的

性别角色标准所决定的
[ 2]
。社会观念将学前教育

划归专属女性的领域, 而将男性排除在外 。一旦

男生进入学前教育专业或职业, 就有可能产生性

别角色的认同危机。一方面在一个女性化的环境

氛围中间,男生人际交往的封闭状态不利于男生

形成集体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 男生通常会有孤

独 、寂寞 、焦虑 、恐慌等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男生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常常会招致别人异样的

眼光, 甚至是歧视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 使男生的

直爽 、豁达的性格特点受到约束,同性之间交往的

需求得不到满足,对未来的职业产生畏惧感,势必

会产生逃避现实的念头 。因此, 学前教育专业的

男生毕业后逃避幼教工作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幼

儿园现有的男教师的离园现象同样是不难理解

的 。

4　促进学前教育专业男生职业认同的教育

对策

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对该职业的认同感相对

较弱, 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社会方面,

如社会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自身,如对自

身的性别优势认识不到位和性别认同的危机。针

对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加强社会的宣传力度,改变

人们对男幼儿教师的错误理解是提高男生职业认

同感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对于培养幼儿教师

的师范院校来讲, 更为迫切和现实的措施是加强

对该专业男生的从教技能的培养, 同时辅以心理

辅导,强化男生的性别认同。具体应做到以下几

方面:

( 1)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男生从事幼儿教育工

作的信心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上海 300名幼儿教师和

家长中, 59%的教师欢迎男性加入, 79%的家长欢

迎男性加入幼教事业 。可见, 不管是老师 、家长还

是社会都希望男性加入到幼儿教育这一职业中

来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男性和女性将

共同参与到幼教事业中来 。而且无论在促进幼儿

的性别意识 、性别行为的形成方面,还是在促进幼

儿的心理特点的健康发展方面, 男性教师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认为人

格的发展贯穿着人的一生, 但在每个年龄阶段又

有各自的特点, 有着本年龄阶段所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如果这个核心问题解决好了, 既能使人顺

利成长,又有利于他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其中

幼儿期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 其中的一

个问题便是获得相应的性别角色
[ 3]
。因此, 作为

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 应充分认识到男性幼儿教

师在幼教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摆脱传统思想的约

束,为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2)培养适合男生性别特点的从教技能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的职业认同感较弱, 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男生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如女生, 如

舞蹈 、乐器等方面,但是男生也有女生所不具有的

优势。男生在体育 、棋类 、计算机等方面比女生有

更大的优势,学校可以要求男生在学好基础理论

课的同时,选修自己最擅长的功课,使自己在某一

领域有所专长,如武术 、健美 、体操 、棋类, 计算机 、

美术等,使自己具备从事幼儿园多方面课程开发

和教学的能力,同时又有专长 。踏上工作岗位后,

在幼儿园发挥其性别优势,开设特色课程。例如,

幼儿园的体育游戏 、军事知识 、课件制作 、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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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社会常识 、历史地理知识等课程, 从知识层面

弥补女幼儿教师的不足
[ 4]
。男性的思维特点是想

法活跃, 知识面宽, 其理性认识优于感性认识, 所

以男幼儿教师应当发挥其创新思维, 学习先进的

教育方法 、深入研究幼儿教育的新理论和最新动

态等, 在现代幼儿园科研和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

( 3)帮助男生克服性别认同危机,塑造健全的

性别形象

性别角色认同是指一个人具有男性或女性特

征的认识和信念 。性别角色认同是个体社会化的

重要标志,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就要按照社会的

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常态的环境中, 个体

生活必须与社会大环境相协调。也就是说在性别

认识这一点上, 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角色认同与行

为必须符合其所处的社会的要求, 才能顺利的生

活 、发展
[ 4]
。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由于长期生活

在女性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 压抑 、焦虑, 缺乏与

同性之间的交往, 长期受女性性格特点和交往方

式的影响, 容易形成女性化倾向, 如说话的声调,

行为方式等 。男生如果不能保持自身的性别优势

而被女性同化, 对孩子仍然施以女性化的教育, 那

么他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工作的价值也就会随之

失去
[ 5]
。因此,学校应对男生进行心理辅导,同时

创设环境, 塑造男性心理特征 、男人气质, 使之具

有落落大方 、轻松自然 、心胸开阔 、意志坚强的阳

刚之美,这种男性的气质和美就是一种环境,一种

能够在不知不觉之中熏陶幼儿的环境。这也是男

性介入幼教事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 4)帮助男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正确定位

职业目标

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在毕业后离开幼教工作

岗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取

向,对自己的职业目标定位太高。像上文中介绍

的那样,有的男生认为从事幼教工作没有前途, 职

业发展空间不大, 或者认为从事幼教工作没有达

到理想的工资水平 。其实, 当今的幼教事业已被

定义为 “奠基教育 ”, 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

教育阶段, 有的国家已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像瑞士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无论是从事幼儿

教育还是其它的教育, 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 都

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

男生,对于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应该是因了解而认

同,因认同而产生爱,因爱而投入, 并把能够献身

幼教事业作为其一生的理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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