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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升幼儿园园长的专业素养是办好幼儿园的关键。以四个主要国家《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的核心维

度为参照，调查当前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幼儿园园长任职资质普遍较低，

超过一半的园长无证上岗，且近１／３为非学前专业背 景；园 长 虽 能 较 好 驾 驭 园 所 组 织 管 理，但 价 值 领 导 素 养 不 足，

且对其教育教学素养最不自信；农村园长对专业素养 的 自 我 评 价 普 遍 低 于 城 市 园 长。幼 儿 园 园 长 的 专 业 规 划、任

职资质、职后培训、薪酬待遇、对社会地位的感知均会显著影响其专业素养的发展。应针对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和影

响因素作为突破口，努力探索高素质专业化幼儿园园长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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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园长的专业发展是决定园所教育教学质

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一名好的园长就意味着一所好

的幼儿园。［１］近年来，国际上对园长专业素养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且共同致力于通过制定专业标准引

领和促进园 长 专 业 素 养 发 展。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起，美国［２］、新西 兰［３］、加 拿 大［４］等 便 开 始 加 大 对 幼

儿园园长专业发展的重视，先后研制了《幼儿园园长

专业标准》，并逐步建立起以共同标准为指导的园长

专业素养发展模式，以加快推进园长队伍建设。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和强调园长专

业素养的重要性。为促进幼儿园园长的专业发展，

教育部于２０１５年出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幼儿园

园长专业标准》（简称《园长专业标准》）。［５］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建设“高素质善

保教的教师队伍”，“加大幼儿园园长的培训力度”。

在当前“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优质学前教育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推进新时代高素质园长队伍建设显

得尤为紧迫。然而，当前我国幼儿园园长队伍建设

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园长群体的研究整体数量较

少、且内容较为单一。在已有关于幼儿园园长专业

素养的研究中，大多仅从园长能力视角出发，针对园

长某一项能力，如文化领 导 力［６］、课 程 领 导 力［７］、信

息化领导力［８］等进行讨论，鲜有研究者基于我国《园

长专业标准》，从促进园长专业发展的视角对园长专

业素养的整体状况展开调查。

基于此，为推进新时代高素质园长队伍建设，有

针对性地促进园长的专业发展，本研究聚焦园长专

业素养，结合国内外专业标准，试图构建幼儿园园长

专业素养的基本结构和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

前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现状与问题，反思高素质

园长队伍建设的聚焦点及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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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法与工具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目的性 抽 样，

对北京市、贵州省的幼儿园园长和副园长发放问卷，

共回收１　７４２份有效问卷。其中，北京市８２０份，贵
州省９２２份；城市园长１　０７２份，农 村 园 长６７０份。

具体样本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地区
城市 １　０７２　 ６１．５

乡村 ６７０　 ３８．５

性别
男 ８０　 ４．６

女 １　６５６　 ９５．４

初始

学历

高中以下 ６２　 ４．７

高中／中专 ６７９　 ５１．４

专科 ４０３　 ３０．５

本科及以上 １７８　 １３．４

职务
园长 １　２６８　 ７２．８

副园长 ４７４　 ２７．２

办园

性质

公办 ８２７　 ４９．３

民办 ８５０　 ５０．７

最高

学历

高中以下 ２２　 １．３

高中／中专 １０５　 ６．１

专科 ６０８　 ３５．４

本科及以上 ９８４　 ５７．２

职称

小教三级 ３４　 ２．０

小教二级 １６４　 ９．５

小教一级 ５３４　 ３１．０

小教高级 ３５６　 ２０．６

正高级 ５５　 ３．２

无职称 ５８１　 ３３．７

教育

背景

学前教育背景 ９４３　 ７１．２

非学前教育背景 ３８１　 ２８．８

资格证

园长资格证 ３３９　 ４２．１

幼儿教师资格证 １３８　 １７．１

其它 ２５０　 ３１．０

无 ７９　 ９．８

　　（二）调查工具

１．调查问卷的基本内容

本研究主要使用《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自评问

卷》，由基本信息和问卷主体两部分构成。基本信息

主要为单项选择题，包括园长的性别、职务、教龄及

任职年限、幼儿园性质、幼儿园级别、幼儿园所属地

区等。主体部分一是关于园长任职资质的调查，具

体包括初始学历、最高学历、专业背景、职称以及持

证情况。二是园长专业素养问卷。其中，前３１题主

要调查园长专业素养现状，需要园长自评各项条目

达成难易程度（从１到４分依次为很难达到、较难达

到、较易达到和很容易达到）。后１０题调查园专业

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园长自主发展（专业规划、自

我认同）和外部支持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地位等），

需要园长根据题目与自身符合程度来填写（从１到

４分依次为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比较符合和完全

符合）。

２．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结构维度的测量及信效度

本研究对园长专业素养结构的确立主要依据我

国《园长专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国际经

验，与美国 《幼教机构管 理 者 定 义 与 专 业 素 质》、新

西兰《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加拿大《儿童保育机构

主管职业标准》进行分析与比较，发现四国园长专业

标准都关注了三方面核心内容，即教学领导素养、价
值领导 素 养 和 组 织 领 导 素 养。这 也 正 与 佩 克（Ｍ－
Ｓｐｅｃｋ）所提到校长的三种职业 角 色———教 育 者、领

导者和管理者相对应。［９］

综合四国园长专业标准核心素养维度，并通过

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负荷值小于０．５、在多个因子

上负荷值相当以及某因子中题目数少于３为标准进

行删除，共 删 除 题 项１９个，剩 余 题 目３１个。处 理

后，共抽取８个因子，样本 ＫＭＯ值 为０．９３０，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显著性ｐ＝０．０００。８个因子旋转后

特征值均大于１。所 有 题 目 负 荷 值 均 在０．５以 上，

每个因子中题目数均大于３项。此外，本研究还对

问卷的信度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总体信度系

数α值为０．９６６，各 子 维 度 的α信 度 系 数 均 在０．８
以上。可见，问卷的信效度良好。最终，本研究中幼

儿园园长专业素养主要指园长作为教育者、领导者

及管理者所必备的三大关键素养，其中作为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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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需具备教育教学素养，具体包括教师队伍发展、

课程与教学建设；作为领导者，园长需具备价值领导

素养，具体包 括 战 略 规 划、引 领 发 展、文 化 建 设；作

为管理者，园长需具备组织管理素养，具体包括法务

与安全管理、财务与物资配置及外部关系管理。（见

图１）

图１　园长专业素养的结构与维度

三、当前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

现状与问题

　　（一）超过一半的园长无证上岗，且近三分之一

为非学前专业背景

我国１９９６年 颁 布 的《全 国 幼 儿 园 园 长 任 职 资

格、职责和岗位要求（试行）》（简称《园长任职资格》）

是选拔、任用幼儿园园长的基本依据。《园长任职资

格》中明确提出，“幼儿园园长应是幼儿师范学校及

以上学历毕业的，有一定的幼儿教育工作经历”，此

外，具有幼儿园教师专业考试合格证书并获得幼儿

园园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也是国家规定成为幼儿园

园长的必要条件。

但是本研究发现，在所调查的１　７４２名园长中，

有５７．９％的园长未获得园长资格认证，无证上岗现

象非常严峻。此外，仍有２８．７％的园长为非教育背

景，且在所有的 调 查 园 长 中，有４２．８％的 园 长 为 专

科及以下学历水平，园长队伍的基本素养令人堪忧。

（二）园长的组织管理素养得分较高，能够较好

驾驭园所管理

幼儿园是一个具有内在运营机制的组织机构，

具有特定的结构与功能。园长作为幼儿园的直接领

导者，应该担负起园所组织管理的重要任务。幼儿

园园长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内部管理能力，还要能够

协调好外部关系，为了组织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把幼

儿园凝聚成一个和谐向上的集体。如图２所示，在

园长的三大专业素养中，表现最好的便是组织管理

素养（３．１６）。园长在法务与安全管理、幼儿园的财

务与物资配置以及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与合

作上均具备较高的素养。

图２　园长专业素养各维度的均值得分

１．园长能够较好驾驭园所的法务与安全管理

从图２可以看出，园长组织管理素养中发展最

好的方面为“法务与安全管理”，这也是园长所有专

业素养中得分最高的。在法务与安全管理维度上，

其中三个项目得分均值均与较易达成水平（３分）有

极为显著的差异，且普遍呈现出高于较易达成水平

的趋势，如表２所示。

２．园长的财务、物资配置素养较高，尤其体现在

财务管理上

在财务与物资配置维度上，如表２所示，园长在

规划幼儿园财务预算（３．０５）以及监督幼儿园资金使

用情况（３．１６）上显 著 高 于 较 易 达 成 水 平（３分），而

规划园舍建设和物资配置（２．９９）基本处于较易达成

水平。可见，园长在财、物资配置上整体素养较高，尤
其是在财务方面，无论是在规划财务预算、还是在监

管资金的使用上大多园长均表现出较高的整体素养。

３．园长有意识并善于与外部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外部关系管理维度上，该维度四个题项得分

均值及其与较易达成水平分值（３分）的单样本ｔ检

验如表２所示。单样本ｔ检 验 显 示，该 维 度 的 四 个

题项均显著高于较易达成水平。总之，该维度整体

发展水平较好，幼儿园园长有意识并擅长与家庭、社
区、周边小学等外部建立良好的关系。

（三）园长的价值领导素养不足，缺乏文化建设

和战略引领能力

作为一名优秀的园长，不仅需要能够管理好组

织内各项任务，协调各方关系，更要能够以战略眼光

对幼儿园的发展作前瞻性、长远性、全局性的思考与

设计，并能带领全体教职工建立起共同的愿景与价



第５期 新时代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调查与思考 ８５　　　

表２　园长组织管理素养各项目得分均值及单样本ｔ检验

项目
描述性统计 单样本ｔ检验

标准差 均值 ｔ　 ｐ

法务与安全管理

遵守法律法规 ０．６９６　 ３．２３　 １４．０４３＊＊＊ ０．０００

完善安保工作 ０．６３６　 ３．３０　 １９．６１３＊＊＊ ０．０００

保证幼儿卫生和健康 ０．６５６　 ３．３２　 ２０．３８２＊＊＊ ０．０００

财务与物资配置

财务预算 ０．７１２　 ３．０５　 ３．１６３＊＊ ０．００２

监督资金使用 ０．７０３　 ３．１６　 ９．５３３＊＊＊ ０．０００

规划园所建设 ０．７４８　 ２．９９ －３．５６３＊＊＊ ０．０００

外部关系管理

家园联系 ０．６９６　 ３．２０　 １２．１６７＊＊＊ ０．０００

与社区的联系 ０．７３８　 ３．０６　 ３．３８１＊＊＊ ０．００１

与邻园、小学的联系 ０．６８０　 ３．２４　 １４．８８３＊＊＊ ０．０００

外部宣传 ０．６９４　 ３．０８　 ４．７０４＊＊＊ 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表中单样本ｔ检验均是检验个体与“较易达成水平（３分）”之间是否有显著

差异，下同。

值观。［１０］由图２可知，园长的价值领导素养（２．９５）

虽高于教育教学素养，但却低于组织管理素养。其

中，园长文化建设素养相对最为薄弱，而在园所的战

略规划和引领发展上虽然表现出较好的执行力，但

是宏观规划能力相对缺乏。

１．园长在园所文化建设上存在较大困难

幼儿园文化是幼儿园特有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

的活动形式与物质形态的总和，是幼儿园精神风貌

的集中体现。然而本研究发现，在文化建设上，园长

普遍反映较难实现，其均值低于引领发展和战略规

划。无论是打造园所的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确

定办园理念和开展特色文化活动等，园长均表现出

较少的自信。（见表３）

表３　园长价值领导素养各项目得分均值及单样本ｔ检验

项目
描述性统计 单样本ｔ检验

标准差 均值 ｔ　 ｐ

战略规划

定位目标 ０．７０４　 ２．９０ －５．７７３　 ０．０５７

发展计划 ０．７１７　 ２．８６ －８．１４８＊＊＊ ０．０００

落实规划 ０．６６７　 ３．０５　 ２．９８４＊＊ ０．００３

引领发展

评价诊断 ０．６７５　 ２．９５ －２．６４２＊＊ ０．００８

解决问题 ０．７２７　 ３．１１　 ７．３７０＊＊＊ ０．０００

发现问题 ０．６４６　 ３．０３　 １．６８１　 ０．０９３

文化建设

明确办园理念 ０．７２６　 ３．０５　 ３．０４４＊＊ ０．００２

打造物质文化 ０．７５７　 ２．８３ －９．３５０＊＊＊ ０．０００

营造精神文化 ０．７３５　 ２．８６ －８．０４２＊＊＊ ０．０００

确立文化标识 ０．７７６　 ２．８５ －８．００４＊＊＊ ０．０００

开展特色文化活动 ０．７５９　 ２．８３ －９．３６０＊＊＊ ０．０００

　　２．园长的战略规划和引领能力不足

在战略规划和引领发展素养上，幼儿园园长普

遍表现出宏观规划能力弱于执行力的特点。从表３

可以看到，首先在战略规划上，园长在有效落实园所

计划上具备较高的素养，但是在规划幼儿园定位和

发展目标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幼儿园发展规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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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显著低于较易达成水平得分，而在引领发展上，

园长虽然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但是缺乏对园所发

展问题的诊断与发现能力。相较于组织管理素养，

对于园所的战略引领和规划素养的确更难形成，不

仅需要园长 对 学 前 教 育 发 展 趋 势 有 一 定 的 远 见 卓

识，对其经验、学历、综合素质等有极高的要求，还考

验着园长的魄力，这对任何一个园长来说都是较大

的挑战。
（四）园长对教育教学素养最不自信，尤其表现

在课程与教学建设方面

幼儿园是重要的教育场所，在园所建设中核心

工作之一，便是如何推进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目

前幼儿园大多实施园本课程，没有统一规定、预设好

的教材与课程体系。在此情况下，园长对课程与教

学的引领和创新将直接决定整个园所的教育教学水

平，进而影响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因此，园长教育

教学素养理应成为园长最主要且必须具备的素养。

然而，如图２所示，当前园长的教育教学素养在其所

有的专业素养维度中却是最为薄弱的，自评得分普

遍较低。

１．园长能够积极引导教师队伍发展，但欠缺统

筹规划与制度建设能力

在园长的教师队伍发展素养维度上，由表４可

知，团队建设、岗位分配以及激励教职工均显著高于

较易达成水 平（３分）。可 见，园 长 能 够 较 好 管 理 教

师队伍，并督促、规划教师的发展。但是在对教师队

伍的引领和顶层设计能力上相对比较欠缺。无论是

在教职工发展规划、教职工招聘选拔制度还是在完

善薪酬福利体系上园长的专业素养均相对较低。

２．园长的课程与教育建设素养极为薄弱，在课

程改革与创新上尤为不足

从图２可以看出，园长的课程与教学建设素养

是园长专业素养所有维度中最薄弱的一项。园长的

专业素养无论是在建立并完善教育教学评价制度、

儿童发展评估还是教学改革与课程创新均显著低于

较易达成水平（３分），尤 其 是 教 学 改 革 与 课 程 创 新

素养尤为薄弱，园长在该素养上的得分是所有题项

中得分最低的。（具体见表４）

表４　园长教育教学素养各项目得分均值及单样本ｔ检验

项目
描述性统计 单样本ｔ检验

标准差 均值 ｔ　 ｐ

课程与教学建设

引导教学改革和课程设计 ０．７７７　 ２．８８ －６．３６３＊＊＊ ０．０００

建立完善教育教学评价 ０．７３４　 ２．９０ －５．６１７＊＊＊ ０．０００

关注幼儿发展与评估 ０．７２２　 ２．９１ －５．１２０＊＊＊ ０．０００

教师队伍发展

人力资源规划 ０．７７０　 ２．８６ －７．８４４＊＊＊ ０．０００

教职工招聘选拔制度 ０．８０６　 ２．９０ －５．０３４＊＊＊ ０．０００

岗位分配 ０．７０３　 ３．１０　 ５．６９６＊＊＊ ０．０００

通过多种方式激励教职工 ０．６９４　 ３．０４　 ２．５９０＊＊ ０．０１０

薪酬福利体系建设 ０．８２２　 ２．８２ －９．３１４＊＊＊ ０．０００

团队建设 ０．６８９　 ３．０７　 ３．９６９＊＊＊ ０．０００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０．７１３　 ２．９６ －２．３５５＊ ０．０１９

　　（五）农村园长对专业素养的自我评价普遍低于

城市园长

由表５可知，城市、农 村 园 长 除 了 在 组 织 管 理

素养、财务与物资 配 置 以 及 外 部 关 系 管 理 素 养 外，

在其他两大维度以 及６个 子 维 度 上 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且表现 出 农 村 园 长 素 养 显 著 低 于 城 市 园 长 的

趋势。

首先，在园长的组织管理素养上，农村园长能够

较好地进行财务与物资配置，但是在法务安全方面

的管理素养显著低于城市园长，相较城市园长，农村

园长缺乏对学前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

在安全卫生方面，大部分园长虽能够保证幼儿在园

的卫生与健康，但是对于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素养

却显著低于城市园长，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农村

园长在价值领导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上普遍表现较

差，均显著低于城市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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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在园长专业素养普遍表现不佳的情

况下，农村地区园长专业素养发展的现状更显薄弱，

除了在组织管理素养、财务与物资配置以及外部关

系管理素养外，在其他维度均显著低于城市园长，农
村园长专业素养发展不足的现况将直接影响学前教

育公平的实现。

表５　城市和农村园长专业素养得分的均值及标准差比较

项目
城市 农村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ｔ　 ｐ

组织管理素养 ３．１７　 ０．４９　 ３．１３　 ０．４８　 １．５５　 ０．１２０

　法务与安全管理 ３．３１　 ０．５７　 ３．２３　 ０．５４　 ２．５９＊＊ ０．０１０

　财务与物资配置 ３．０６　 ０．６０　 ３．０１　 ０．６１　 １．６１　 ０．１０６

　外部关系管理 ３．１４　 ０．５６　 ３．１５　 ０．５５ －０．２９　 ０．７７１

价值领导素养 ３．０３　 ０．４７　 ２．８３　 ０．４８　 ８．１３＊＊＊ ０．０００

　战略规划 ３．００　 ０．５７　 ２．８３　 ０．５９　 ５．９８＊＊＊ ０．０００

　引领发展 ３．１１　 ０．５７　 ２．８９　 ０．６６　 ７．８１＊＊＊ ０．０００

　文化建设 ２．９７　 ０．５６　 ２．７８　 ０．５６　 ６．６５＊＊＊ ０．０００

教育教学素养 ３．００　 ０．５４　 ２．８０　 ０．５５　 ７．４４＊＊＊ ０．０００

　教师队伍发展 ２．９７　 ０．６４　 ２．７７　 ０．６３　 ６．３５＊＊＊ ０．０００

　课程与教学建设 ３．０４　 ０．５６　 ２．８３　 ０．５９　 ７．１０＊＊＊ ０．０００

四、影响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

主要因素

　　上述结果表明，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除了在基

本的组织管理素养表现尚佳外，在价值领导素养以

及教育教学素养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了进

一步探寻影响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主要因素，本

研究将园长的总体专业素养作为因变量，将园长自

主发展（专业规划、自我认同）、外部支持因素（包括

制度因素、社会地位等）作为自变量，其中制度因素

包括任职资质、职后培训制度、薪酬待遇以及考核制

度，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在线性回归分析前，本

研究首先采取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对涉及到的所有

自变量、因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抽取了４个

公因子，且 第 一 个 公 因 子 解 释 率 为２６．２２％（小 于

４０％），可见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此外，共线性诊断后发现各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都远小于１０，容忍度的值介于０．７～１
之间，且未有任何变量特征根等于０，可见共线性问

题不明显。在此基础上对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影

响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园长的专业规

划是影响园长专业素养最为关键的因素，其次为制

度因素（包括任职资格、职后培训以及薪酬待遇），最
后为社会地位。（见表６）

表６　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影响因素

变量 Ｂ　 ＳＥ　 Ｂｅｔａ（β） ｔ值

专业发展规划 ０．３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３９８　 １５．８４３＊＊＊

职后培训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０　 ０．２１２　 ８．５４２＊＊＊

薪酬福利水平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６　 ５．４３１＊＊＊

任职资质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３ －４．０８７＊＊＊

社会地位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５　 ３．２０９＊＊

调整Ｒ２＝０．３３７　　　　　模型整体Ｆ＝０．０２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其中任职资质为反向计分题，其它为正向计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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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业规划是影响园长专业素养最为关键的

因素

积极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是促进园长专业素

养提升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发现，３１．７％的 园 长 基

本无专业规划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园长的

专业素养。经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专业发展规划与园

长专业素养总体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专业发展目

标和规划明确程度不同的园长，其专业素养在三大维

度上均存在极 为 显 著 的 差 异（Ｐ＜０．０１），专 业 发 展

目标和规划越明确，园长专业素养各维度及总分均

值的得分 将 越 高。从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角 度 来

看，解决职业倦怠问题的出路之一就是要加强专业

规划。［１１］明确的专业发展规划可以帮助园长及时调

整发展目标，使园长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持续充满激

情与使命感，在此过程中其专业素养也会不断得以

提升。此外，积极的专业规划还可以帮助园长真正

认清自己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在不断根据规划自我

提升的过程中完成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最终可使个

人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及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进而推

动其专业素养的持续提升。
（二）职后培训显著影响园长专业素养的提升

职后培训也是影响园长专业素养的关键因素。

园长的专业 化 发 展 需 要 依 靠 专 业 化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本研究发现，有着不同职后培训机会的园长在

其专业素养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且主要表现出园

长专业素养总体得分随着“通过培训提升自身素质

的符合程度”的提升而逐渐升高的趋势。可见，培训

的机会 及 效 果 会 直 接 影 响 园 长 的 专 业 素 养。自

２０１１年起，我国 开 始 正 式 实 施“幼 儿 园 园 长 国 培 计

划”，７年来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组织各类培训。［１２］但是，本研究发现，虽然园长培

训需求旺盛，但仍有很多园长缺少培训机会，且职后

培训效果不佳，这将直接阻碍园长专业素养的总体

提升。与此同时，在当前园长培训数量不足的情况

下，还存在培训实效不强的问题。在实际调查中，本
研究发现有２７．５％的 园 长 认 为 培 训 对 于 其 实 际 素

养的提升作用并不大，这种培训效果不佳的现状将

非常不利于园长专业素养的有效提升。
（三）薪酬待遇影响园长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制

约园长的专业素养的发展

由表６可知，薪酬待遇会直接影响园长的专业

素养。经数据分析后发现，薪酬待遇与园长的组织

管理素养、价值领导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均存在显

著正相关。在所调查的园长中，有超过５０．７％的园

长认为自己的薪酬待遇与实际的劳动不成正比，其

中１５．７％的园长反映两者极其不成正比。此外，在

对薪酬待遇满意度较低的情况下，不仅会影响优秀

园长人才的聘用，同时也会降低园长的工作积极性，

甚至会加大园长的离职倾向。本研究发现，园长的薪

酬待遇与园长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即
低的薪酬待遇直接会导致高的离职倾向，进而影响

园长队伍的稳定性。

（四）任职资质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幼儿园园长

的专业素养

经回归分析可知，园长的任职资质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园长的专业素养。通过独立样本ｔ检验以

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发现，园长的教育背景、学历、

职称和有无资格证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园长

的专业素养。首先，园长的教育背景，即是否为学前

教育专业对园长教育教学素养有显著影响作用。园

长的教育背景直接关乎园长的专业化程度，在当今

园长专业素养内涵上，不仅需要园长具备基本的管

理能力，对园所的发展方向有明确的把握，更要具备

引领教师专业成长，促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素养，而
这些素养的 形 成 均 需 要 有 较 强 的 专 业 背 景 予 以 支

撑。其次，职称对于园长的专业素养也有着极大的

影响作用，且存在随着职称的升高，专业素养得分逐

渐增加的趋势。根据加里·德斯勒的激励理论，对

园长的激励要充分考虑其作为专业管理人员的特殊

角色。［１３］由于我 国 实 行 园 长 负 责 制，职 称 晋 升 是 对

其专业发展的肯定，也是激励个体不断追求自我职

业价值的有效方式，可促进园长不断提升专业知能，

进而影响着园长素养的提升。此外，本研究发现，有
园长资格证的园长在专业素养的三大维度上均要高

于无证的幼儿园园长。资格认证制度是职业专业化

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分工和管理进步的表现。是

否拥有园长资格证对其专业素养有着一定的影响作

用，这一方面体现了当前园长资格认证对园长专业

素养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甄别作用，但同时也反映

出了当下园长资格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实困境。
（五）园长对其社会地位的感知程度会影响其专

业素养的发展

园长对其社会地位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园长的专业素养。总体来看，园长专业素养总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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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社会地位感知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这表

明，园长对其职业社会地位的积极感知能够促使其

提升自身素养。但是本研究发现，有高达４３．４％的

园长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低，并不能获得外界的

认可。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工作积极性不仅跟自身

实际报酬有关，也跟个体对报酬分配是否公平的知

觉有关。当个体感受到不公平时，就可能降低工作

积极性，产生挫折感和怨恨感。与过去被认为是“保
姆”“阿姨”的地位相比，当代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

位无疑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专业性也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认可。［１４］尽管如此，园长的社会地位、工资报酬

相比其他教育阶段校长而言，仍处于较低位置。在

此情况下，园长通常都会由于外在环境压力和内在

职业认同危机等多重原因而产生不公平感和挫败

感，进而导致其产生较低的工作动机和工作满意度，

这些无疑会影响园长专业素养的发展。

五、提升幼儿园园长专业素养的

思考与建议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发展学前教育。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学前

教育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取得了令世人瞩

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

面二孩”人口新政全面实施，以及学前教育优质资源

短缺、实现有质量学前教育普及的新时代背景下，全
面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迫在眉睫，其中至关重要的就

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幼儿园园长队伍，因
为我国幼儿园实行园长负责制，园长全面主持幼儿

园工作，作为幼儿园的领导者，对幼儿园改革与发展

具有关键的影响力。［１５］本研究发现，当前园长在专

业素养的自评上除了在组织管理素养得分尚佳外，

在其他素养上均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薄弱问题，城乡

园长的专业素养也存在极大差异。虽然自评结果并

不能完全等同于园长的实际专业素养，但是却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园长在专业素养自我提升上面临的

困境和亟需获得的专业支持。基于此，应针对园长

专业素养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和影响因素，并以此

作为突破口，努力探索高素质专业化幼儿园园长队

伍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严把“入口关”，尽快完善并严格执行园长

任职资格制度

虽然我国1996年颁布的 《园长任职资格》已经

对园长的学历、任职资格等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园长

的必备专业素养与资格，尚未有具体、明确的标准与

要求，［１６］与此同时，由于其历时较久，相关内容也亟

待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及时更新。基于此，应该尽

快完善园长任职资格制度，结合《园长专业标准》对
园长的基本任职要求与条件，考核、退出和晋升等任

职程序予以更新与进一步明确。其次，应依法保证

所有园长必须持证上岗，尽快改变目前相当比例的

园长无证上岗的现象。此外，应加快研究和推进园

长资格认证制度，不仅要关注幼儿园园长的管理能

力和经验，更要加强对园长的价值领导素养和教育

教学素养的综合考察。
（二）提升园长的自主发展意识，并引导园长积

极进行专业发展规划

积极主动的专业发展规划和自我反思是影响园

长专业素养的最主要因素。园长不是教育改革的被

动应对者，而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课程改革

的领导者以及自主发展的更新者。然而，本研究发

现，园长的自主发展意识不足，且缺乏积极的专业规

划。为提升园长的专业素养，促进其专业化发展，首
先，应着力唤醒园长的专业发展自觉。一方面应在

园长队伍建设中以园长自主发展作为重要突破口，积
极引导园长制订专业发展计划，尝试发掘自身专业发

展中的问题，并制订有针对性的计划，提升其自主发

展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可为园长提供充足的专

业发展平台和机会，例如评优评先，模范表彰等，激
励园长不断提升自我。其次，应引导园长扎根实践，

适当减轻园长的行政管理压力，让其有时间能够深

入实践，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思考，并逐步落实专

业发展规划。再次，可构建园长共同体学习平台，通
过组织学习、集体性教研、综合性实践和交流，互促

共进，逐步帮助园长从行政权威走向专业权威［１７］。

（三）在 园 长 培 训 中 加 强 对 薄 弱 专 业 素 养 的 关

注，并向农村地区精准倾斜

园长的专业化发展需要依靠专业化培训。但

是，本研究发现，虽然园长培训需求旺盛，但仍有很

多园长缺少培训的机会，且职后培训效果不佳，这将

直接阻碍园长专业素养的总体提升。与此同时，园
长专业素养除了在组织管理素养上整体表现尚佳

外，在价值领导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上的表现均不

尽人意，其中农村地区现况更加严峻。有一些针对

园长专业素养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园长在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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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力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课程角色定位不准、

课程素养 不 高，［１８］普 遍 缺 乏 战 略 眼 光 和 必 要 敏 感

性［１９］等。基于此，在 未 来 园 长 培 训 项 目 中，应 切 实

提升其有效性，确保按需施训。一是聚焦园长的薄

弱素养，如研 制 价 值 领 导、教 育 教 学 相 关 的 课 程 内

容，确保按需施训。二是应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等互联网新技术，加强对培训的过程性效果监测和

后续追踪问责。同时，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应向农

村适当倾斜，始 终 以 公 平 和 均 衡 为 基 本 价 值 取 向。

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应给予农村园长更多针对性

的发展项目或指导机会；另一方面，可向偏远地区逐

步推进农村幼儿园园长免费培训制度，并充分引入

社会资本，尝试公私合作模式，为幼儿园园长培训注

入新的活力。
（四）尽快完善园长薪酬与福利保障制度，切实

增强园长的职业吸引力

当前，园长对薪酬待遇满意度较低的现状普遍

存在。《２０１８年 国 务 院 政 府 工 作 报 告》中 明 确 提 出

要关心幼儿园教师。园长作为幼儿园教师队伍中的

核心人员，其薪酬待遇不仅会影响园长自身的专业

素养，还将决定其生存状态及职业幸福感，最终影响

整个园所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此外，有研究发

现，造成学前教育师资的学历层次整体偏低，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 因 便 是 经 济 收 入 低、社 会 地 位 低，［２０］这

极大地制约了园长的专业化发展。基于此，必须整

体提高园长的薪酬水平，并逐步完善薪酬体系和福

利保障制度。首先，应尽快建立园长最低工资标准。

其次，应健全园长薪酬分配激励机制。园长的工资

收入应充分体现园长的工作量与工作绩效，同时在

有条件的地方可增加“绩效奖励金”预算，以奖励奋

战在一线的园长。再次，应依法保障园长福利待遇

和其他合法权益，并为园长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

房公积金。最后，要以公平为导向，加大对薄弱地区

的扶持，尤其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通过

建立园长特殊津补贴制度，鼓励、支持优秀园长安心

投身于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学前教育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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