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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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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心理授权作为一种积极的工作认知状态,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幼儿教师良好工作状

态的形成。为了解当前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现状,以J市14所幼儿园的411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

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心理授权状况进行调查。在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整体水平进行分析时

发现,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总体分数呈中等偏上,其中,在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四个维度中,工作意

义得分最高,其次是自主性、自我效能感,影响力得分最低。在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进行人口学变

量分析时发现,职称、学历以及幼儿教师是否在编,均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和

影响力三个维度的得分影响显著。针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现状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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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授权的概念最早由Conger、Kanungo等

人提出,他们认为,心理授权是一种激励手段,是提

高员工自我效能感的过程[1]。随着心理授权研究的

不断深入,Thomas、Velthouse等人首次提出了心

理授权的规范性概念,即个体对赋权所体验到的心

理状态或认知的综合体,主要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

能感、自主性和影响力四个方面。其中,工作意义是

指个体将自身的价值体系标准与工作目标和价值进

行认知判断的过程;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

否胜任某一项工作所具备能力的认知;自主性是指

个体对工作的控制范围;影响力是指个体在对工作

组织中行政、管理及实施等方面影响程度的感知

力[2]。心理授权最早应用于管理学领域,目前学界

对心理授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医护人员

等行业中的工作人员。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教

育改革的发展,心理授权也逐渐渗透到教育学领域。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有关教师心理授权的

研究相对缺乏,且主要以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为研

究对象。例如,朱丽蕊等人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

调查教师心理授权的基本状况[3],朱小麟选取小学

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心理授权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和现状[4]。但是,以幼儿教师为对象研究的心理授

权文献极为匮乏,尤其是针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现

状调查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这为笔者展开研究提

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目前,我国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现状不容乐观。

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相对较

低,具体表现为:幼儿教师缺乏对幼儿园财务决策、
教学环境、课程内容等事务的管理权[5]。心理授权

作为一种积极的工作认知状态,与教师积极的工作

状态密切相关。例如,叶宝娟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

授权对增强小学校长的组织承诺、提高其工作满意

度有积极影响[6,7];王颖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心理授

权对增强教师的组织信任感有显著影响[8]。有研究

表明,较低的心理授权水平会对幼儿教师良好工作

状态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致使其出现倦怠工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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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倾向等问题[9,10]。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幼儿

教师心理授权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帮助幼儿

教师提升心理授权水平,为幼儿教师积极职业心理

状态的形成提供建议和支持。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方便取样法,向J市14所幼儿园的幼

儿教师发放467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11份,问卷

的有效回收率为88.01%。其中,男性幼儿教师9人

(2.19%)、女性幼儿教师402人(97.81%);已婚幼

儿教师323人(78.59%)、未婚幼儿教师88人(21.
41%);未定级幼儿教师284人(69.1%)、幼教二级

幼儿教师27人(6.57%)、幼教一级幼儿教师44人

(10.71%)、幼教高级幼儿教师56人(13.62%);初
中及以下学历幼儿教师14人(3.41%)、高中(含中

专)学历幼儿教师108人(26.28%)、大专学历幼儿

教师216人(52.55%)、本科学历幼儿教师73人(17.
76%);在编幼儿教师102人(24.8%)、非在编幼儿

教师309人(75.2%);0~1年教龄的幼儿教师58人

(14.11%)、2~5年教龄的幼儿教师142人(34.
55%)、6~10年教龄的幼儿教师78人(18.98%)、11
~15年教龄的幼儿教师45人(10.95%)、16~20年

教龄的幼儿教师39人(9.49%)、20年以上教龄的幼

儿教师49人(11.92%)。
(二)研究工具

此次调查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幼儿

教师基本情况问卷,如性别、婚姻状况、学历等;第二

部分为幼儿教师心理授权问卷。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问卷主要采用陈玲对Spre-

itzer编制的心理授权量表进行本土化修改后的量

表,并参照李超平等人编制的员工心理授权量表,对
问卷再进行适当地修改,使其更符合幼儿教师群体

的表达习惯。该量表共设有22道题目,分为工作意

义、自我效能感、自主性以及影响力四个维度。其

中,工作意义维度包含6道题,自我效能感维度包含

7道题,自主性维度包含5道题,影响力维度包含4
道题。该问卷的题项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且为

正向计分。幼儿教师的分数越高,表示其心理授权

水平越高。在该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4,说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首先,笔者在调查开始前,提前主动与幼儿园园

长进行沟通,说明调查的目的,并在取得同意后进园

发放问卷。接着,利用幼儿教师集体工作总结的时

间发放问卷,并对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进行了相关

指导。最后,由研究者将幼儿教师填好的问卷进行

现场统一回收。调查结束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认

真严格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利用SPSS23.0,对
得到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总体水平

如表1所示,就心理授权的总体水平而言,总体

分数呈中等偏上水平(3.83±0.49),这说明幼儿教

师的心理授权水平不是很低,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分维度来看,工作意义得分最高(4.39±0.55),
其次是自主性得分(3.86±0.66)和自我效能感得分

(3.80±0.63),影响力得分最低(3.01±0.78)。工作

意义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幼儿教师对幼教事业的价值

有较高的认可度,认为从事幼教事业能实现自我价

值的需求;影响力维度的得分最低说明幼儿教师对

自身影响幼儿园工作事务的感知力较低,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幼儿教师在幼儿园事务决策以及教

学工作方面缺乏自主权,对幼儿园工作的管理决策

环节缺少影响力。

表1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工作

意义

自我

效能感

自主

性

影响

力

心理

授权总分

M 4.39 3.80 3.86 3.01 3.83
SD 0.55 0.63 0.66 0.78 0.49

  (二)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

差异

1.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职称差异

职称差异的F检验结果显示,职称在幼儿教师

心理授权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和影响力维度中差

异显著,且心理授权水平随职称的提升整体呈上升

趋势。这说明幼儿教师职称越高,其心理授权水平

越高。经过事后多重检验发现,定级与未定级的幼

儿教师在自我效能和影响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幼儿教师职称的评选与其心理授权水平显著

相关,尤其是定级与未定级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

的显著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称对提升幼儿

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重要性(具体结果见表2)。

2.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学历差异

学历差异的F检验结果显示,学历在幼儿教师

心理授权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影响力维度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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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变量 人数(N)
M±SD

工作意义 自我效能感 自主性 影响力

职称

未定级

幼教二级

幼教一级

幼教高级

F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含中专)
大专

本科



F

是否在编
是

否



t

284 4.41±0.56 3.69±0.62 3.79±0.65 2.90±0.73
27 4.31±0.63 4.04±0.55 4.06±0.54 3.43±0.76
44 4.28±0.47 3.91±0.54 3.84±0.79 3.22±0.82
56 4.40±0.55 4.17±0.57 4.16±0.57 3.21±0.87

0.89 12.16** 5.81** 6.90**

14 4.62±0.43 3.41±0.67 3.63±0.63 3.27±0.68

108 4.38±0.48 3.63±0.59 3.64±0.72 2.86±0.73
216 4.39±0.60 3.83±0.63 3.93±0.64 3.00±0.76
73 4.35±0.54 4.03±0.56 4.05±0.57 3.20±0.90

0.94 8.43** 7.65** 3.38*


102 4.32±0.51 4.01±0.56 3.98±0.65 3.21±0.79

309 4.41±0.56 3.72±0.63 3.82±0.66 2.95±0.77
-1.53 3.98** 2.07* 2.95**

  注:*p<0.05,**p<0.01

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在自我效能感维度、自主性

维度和影响力维度上,文化程度为本科学历的幼儿

教师心理授权水平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幼儿教

师、高中(含中专)学历幼儿教师和大专学历幼儿教

师的心理授权水平。但是,在工作意义维度上,学历

差异导致的心理授权水平高低差异不显著。该结果

还显示,自我效能感维度和自主性维度上的得分基

本随学历的提高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此可看出,幼
儿教师的学历越高,其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的水平

越高。此外,经过事后多重检验发现,在自我效能感

和自主性维度上,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含中专)的幼

儿教师与大专和本科的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有

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幼儿教师学历层次对其心理

授权水平也有很大影响(具体结果见表2)。

3.幼儿教师心理授权的编制差异

幼儿教师是否在编差异的F检验结果表明,幼
儿教师在编与否在其心理授权的自我效能感、自主

性、影响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但在工作意义维度上

无显著差异。从在编与非在编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

平在各维度上的均值来看,在编幼儿教师在自我效

能感、自主性、影响力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在编幼儿

教师。由此可见,幼儿教师是否在编是影响幼儿教

师心理授权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结果见

表2)。

  三、讨论与建议

(一)心理授权总体水平的分析及相关建议

就整体来看,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总体得

分呈中等偏上,在心理授权维度中,工作意义得分最

高,影响力得分最低。这一结果与陈玲对幼儿教师

的研究结论一致[11],也与齐晓栋对高校教师的研究

结论相符合[12]。这可能跟幼儿园实行跟班制的带

班方式有关,从幼儿入学开始,幼儿教师就一直陪伴

幼儿并悉心呵护其身心健康成长,期间与幼儿建立

了亲密的联系,并在帮助幼儿学会洗手、吃饭等行为

习惯中见证了幼儿的成长与进步,让幼儿教师体会

到了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如此,幼儿教师在与

家长、同事的合作交流中,也让其感受到了工作的意

义。如幼儿教师在进行家访时,幼儿教师与家长对

幼儿成长发展近况进行交流,在家园合作的合力中

帮助幼儿健康发展,进而得到家长的认可与支持,使
幼儿教师感受到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体会到工作的

意义。此外,近年来国家对幼教师资培养的日益重

视,使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许

多本科生、研究生也逐渐进入了幼教工作领域,使幼

儿教师师资质量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使社会各界日

益尊重和认可幼教职业,这有助于幼儿教师加深其

工作认同感,从而感受到幼教工作的意义。影响力

得分最低可能与幼儿园的管理方式有关。在幼儿园

管理中,一方面,幼儿教师很难参与到幼儿园事务的

决策,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对履行管理幼儿园的权责

意识较为淡薄。其次,幼儿教师在课程安排上也很

难有自主性,一般都由园领导统一规定授课内容与

进度,幼儿教师只能听从园领导的安排,导致幼儿教

师自身对工作影响力的感知程度相对较低。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影响力处于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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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这提醒幼儿园领导应该学会下放权力,成为

幼儿教师工作的支持者,鼓励幼儿教师、保育员等幼

儿园工作者参与到幼儿园事务管理当中,如组建幼

儿教师治园管理委员会,充分听取幼儿教师关于幼

儿园建设的相关建议,及时落实幼儿教师提出的意

见,并让幼儿教师参与园内重大事务的决策,如教师

的任用、绩效考核等。同时,除了鼓励幼儿教师参与

幼儿园事务的管理之外,园领导还应给予幼儿教师

教学工作上的自主权,如根据幼儿需要安排课程进

度、灵活组织课堂上课形式等,积极听取幼儿教师在

教学工作上的想法与建议,提高幼儿教师的工作参

与感。通过构建民主开放的授权氛围,帮助幼儿教

师感知到自身对幼教工作的影响力。
(二)心理授权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分析及相

关建议

首先,职称在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影响力维度

上有显著差异,且基本随职称的增高呈上升趋势,这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3]。这可能是因为,当幼

儿教师获得更高职称时,会更加肯定自己的教学能

力,进而会提高自身的自我效能感;并且随着职称的

提升,其对幼儿园事务管理的自我感知力会提高,会
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参与幼儿园事务的管理与

决策,进而积极参与园内事务管理,这会帮助幼儿教

师感受到自身对工作的影响力。此外,职称的提升

也会扩大幼儿教师的职权范围,这对增强幼儿教师

工作自主性也会有所帮助。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职称对幼儿教师心理授权

水平有较大的影响,这启示幼儿园领导应规范园内

职称评选程序,保证评选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性,并
应根据幼儿教师的教学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

公平公正的评选。同时,幼儿园领导也要为幼儿教

师提供提升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条件,为其职称评

选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如提供外出进修机会(如国

培)、组织说课比赛等,进而在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

成长与发展的同时,促进其职称评定等级的提升,从
而使其在提升工作职称中体会到幼教事业带来的荣

誉感与责任感,这对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

有一定的帮助。
其次,学历在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影

响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学历越高的幼儿教师,其
在自我效能和自主性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这符合以

往的研究结果[14]。这是因为高学历幼儿教师自身

拥有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专业素养相对较高,会
使其对完成幼儿园教学及幼儿园事务等工作有更大

的自信心,进而会有助于高学历幼儿教师自我效能

感的提高。不仅如此,高学历幼儿教师具有较高的

专业理想与工作激情,加上园领导的重视,这些都会

增强其参与幼儿园事务的责任感,对幼教工作也会

有更多新想法,促使其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进而提高

其工作自主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学历层次的高低

与幼儿教师心理授权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研究

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为专科学历的幼儿

教师占了很大比例,高学历幼儿教师相对缺乏。因

此,教育部门应该加大对幼教师资的培养力度,加快

幼教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幼儿教师师资质量,鼓励更

多高学历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入职幼教工作。此

外,幼儿教师自身也应提高自己的专业自觉性,不断

更新专业知识,如幼儿教师可自发组建幼儿教师学

习共同体、利用空余时间就读在职高校等,帮助幼儿

教师不断学习学前教育的专业知识,来提高自身的

专业层次,这对提高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与使命感,
提升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有很大帮助。

最后,幼儿教师是否在编在其心理授权的自我

效能感、自主性、影响力维度上有着显著差异,且在

编幼儿教师心理授权得分均高于非在编幼儿教师,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合[15]。这可能是因为,与
非在编幼儿教师相比,在编幼儿教师的工作认同感

更强烈,并且他们对幼教职业会形成深厚的归属感,
从而会强化其对幼儿园事务的管理意识,为幼儿园

的发展积极地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而有助

于提高幼儿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在编对幼儿教师心理

授权水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教育部门在完善幼

儿园编制制度的同时,也要逐步缩小在编与非在编

幼儿教师在工资待遇、职称评选等方面的差距。幼

儿园领导也应定期与幼儿教师进行交流,及时了解

幼儿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让幼儿教师感受到园

领导的关心,营造家庭般温暖的氛围,避免出现在编

与非在编幼儿教师在工作待遇、生活关怀上的差别

待遇。除此之外,幼儿教师也要自觉履行自身的权

责义务,学会积极使用自己的管理权,承担起发展幼

教事业的责任,敢于并乐于使用自己的权利。尤其

是在参与幼儿园决策时,幼儿教师要勇于表达自己

的意见,提高工作参与度,合理使用幼儿园赋予的权

利,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把幼教事

业的发展与自身的发展相结合,不断为幼教事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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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positiveworkcognitionstate,thelevelofpsychologicalempowermentdirectlyaffects

theformationofgoodworkingconditionsofpreschoolteachers.Inordertounderstandthe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empowerment of preschoolteachers,411 preschoolteachersfrom 14
kindergartensinJcitywereselectedasresearchobjects,andtheirpsychologicalempowermentstatuswas
investigatedbyquestionnairesurvey.Intheanalysisoftheoveralllevelofpsychologicalempowermentof
preschoolteachers,itisfoundthattheoverallscoreofpreschoolteachers’psychologicalempowermentis
abovetheaverage.Amongthefourdimensionsofpsychologicalempowermentofpreschoolteachers,the
scoreofworksignificanceisthehighest,followedbytheautonomyandself-efficacy,andthescoreofinflu-
enceisthelowest.Intheanalysisofdemographicvariablesofpreschoolteachers’psychologicalempower-
ment,itisfoundthattheprofessionaltitle,educationalbackgroundandwhetherthepreschoolteachersare
permanentstaffsornot havea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scoresofthreedimensionsofpreschoolteach-
ers’psychologicalempowerment:self-efficacy,autonomyandinfluence.Onthebasisoftheanalysisand
discussionofthestatusquoofpreschoolteachers’psychologicalempowerment,theauthorhasputforward
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psychologicalempowerment;preschoolteachers;investigationofthestatusquo;suggestion

(上接第109页)

参考文献:
[1]李宗波,王婷婷,梁音,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社交焦

虑的中介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4).
[2]杜江红,李永鑫.成人依恋风格的结构探索[J].心理学探新,2017
(6).

[3]谢晶,方平,张厚粲,等.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与成人依恋[J].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2011(7).
[4]徐夫真,张文新.青少年疏离感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家庭

功能和同伴接纳的调节效应检验[J].心理学报,2011(4).
[5]林国凤,耿靖宇,高峰强,等.大学生依恋回避与抑郁:复合中介模

型的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1).

[6]李菲茗,傅根耀.成人依恋问卷(AAQ3.1)的初步试用[J].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2001(3).
[7]杨东,张进辅,黄希庭.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

[J].心理学报,2002(4).
[8]于海琴,周宗奎.儿童的两种亲密人际关系:亲子依恋与友谊[J].

心理科学,2004(1).
[9]王月琴,张宇.大学生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11).
[10]李旭,郑雪,王永红.成人依恋对特质焦虑的影响:自尊和安全感

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1).
[11]汤芙蓉,张大均,刘衍玲.大学生成人依恋、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

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