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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是指幼儿教师在从事

幼儿教育活动中，顺利完成其所从事的特定职业应

具备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特征。《幼儿教育指导纲要》

对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标准化以及幼儿教师的专业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幼儿教育的专业化、规

范化逐渐成为幼儿家长们注重的首要问题，幼儿

园教师也应积极开展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理

念与师德以及心理素质四方面的入职准备［2］。本

文致力于研究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构

成，编制出适合测量当代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

问卷，并对当前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状况进行调查分

析，找到提升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方法。

对于心理素质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

认识，通常认为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心

理能力、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心因性行为的水平或质

量的综合体现。职业心理素质是指个体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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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从事的特定职业所具备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特

征［3］。教师的心理素质由两个方面构成：教师的一

般心理素质和教师的职业心理素质。教师的一般

心理素质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种内在心理品质，

教师的职业心理素质体现为职业对教师心理素质

的客观要求，是职业发展的外在需要在教师心理素

质方面的集中体现［4］。有关心理素质的测评和问卷

编制的研究显示，心理素质需要包含认知、个性、适

应等三个典型维度［5-7］。张凤等人延续了以往研究

的规律，由职业心理特征、人格心理特征和适应性

心理特征三个分量表组成，总问卷的同质信度和分

半信度分别为 0.9182和 0.8067，各分问卷和总问卷

之间相关度较高，均在0.8以上［8］。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问卷的构成包含多个

方面，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我国对于

幼儿教育的重视不断加强，但是幼儿教师职业心

理的评估标准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关于幼儿教师

职业心理素质结构、功能及测量工具缺乏系统性

研究。因此，对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基本结构进行

研究是了解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现状，提高幼儿教

师职业心理素质的关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廊坊、张家口、

保定、邯郸等地幼儿教师作为被试，共发放336份问

卷，回收 329份，回收率 97.9%，有效问卷 306份，有

效率为93%。样本的基本信息如下：男性2人，女性

304人；22岁及以下55人，23岁-27岁107人，28岁-
33岁 98人，34岁及以上 46人；1年及以下教龄 34
人，1-5年教龄 87人，5-10年教龄 167人，10-20年

教龄 12人，20年以上教龄 6人；未婚 140人，已婚

163人，离异3人；公立幼儿园教师124名，私立幼儿

园教师182名；幼儿教师文化程度分布情况为，中专

及以下32人，大专156人，本科116，研究生2人。

1.2 研究工具和数据处理

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教师心理素质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确立《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的

访谈提纲，并对 37名幼儿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结合理论构想和访谈结果，构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

素质的结构和维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幼儿教师职

业心理素质问卷》。根据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采

用区分度、标准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

素分析、信度、效度检验对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

初测问卷进行研究。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正式调查问卷，釆用描

述性统计的方法对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现状进

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标准差分析，

对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

差异进行研究。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影

响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因素。统计工具为 SPSS
20.0 for Windows 和Amos统计软件。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问卷的确立

（1）编制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问卷题目

在借鉴有关幼儿教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心理

素质的维度组成，遵循问卷编制原则，本研究制订

了 154道初始问题，由 5个维度组成，其中包括 2个
测谎题以便检验问卷的效度。所有测验题目采用

自陈测验，每一个题目有 5个选择答案：1很不符

合；2较不符合；3一般；4较符合；5非常符合。

（2）项目分析

先对幼儿教师进行初测，找出表述不清、难于

理解、不符合问卷编制结构的项目，加以删除或修

改，最后保留符合本研究要求的项目，组成幼儿教

师职业心理素质初测问卷。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高

分组（占总人数的27%）和低分组（占总人数的27%）

在每个题目上的差异后，去除 19个区分度差的题

目，最终保留133道题，占总题目数87.5%。

（3）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求

得因素负荷矩阵，参照陡阶检验结果，以 0.5为取

舍点对项目进行删除。经过 8次探索，最终保留

10 个因素。根据检验结果，KMO 系数为 0.788，
Bartle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4885.984，显著性

为 0.000，证明该样本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最终保

留下68个题目。

表 1显示出各个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根据

统计结果对因素进行命名。F1反映的是幼儿教师

对自我观念和态度的了解，命名为“自我概念”；

F2反映的是幼儿教师对自身情绪控制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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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命名为“情绪管理”；F3反映的是教师在工

作和生活中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状态，因此

命名为“心理韧性”；F4反映的是对幼儿和他人的

认知及理解，命名为“共情能力”；F5反映的是幼

儿教师对自我关系的了解、处理问题的态度，命名

为“冲突解决”；F6反映的是幼儿教师自身心理变

化的主动调节，命名为“自我调适”；F7反映的是

幼儿教师与他人的合作以及与家长沟通的能力，

命名为“社会经验”；F8反映的是幼儿教师对工作

的态度，命名为“职业态度”；F9反映的是对自身

职业的认识，对自己责任的了解，对自己能否胜任

这份职业的认知，命名为“职业认知”；F10反映的

是幼儿教师在工作过程中，面对教学等问题的适

应程度，命名为“职业适应”。

（4）验证性因素分析

将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下来的题目作为问

卷，对京津冀地区 4所幼儿园的 73名教师进行施

测，然后使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ｘ2/df 为 2.121，GFI 为 0.903，
AGFI 为 0.894，CFI 为 0.932，RMSEA 为 0.043，FMR
为 0.032。除了AGFI低于 0.9以外，其余关键指标

都在 0.9以上，且RMSEA小于 0.05，说明模型拟合

度较好。

（5）信度检验

研究采用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作为本问卷信

度分析的标准。对 10个维度和总问卷进行信度分

析，在同质信度中，除自我调适比较低为 0.585外，

其他因素均在0.8以上；在分半信度中，除适应能力

为0.787外，其他因素均在0.8以上。

（6）问卷的效度检验

根据理论构想，编制问卷的题目，保证了题目

与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经过因素分析后个

别题目被归入了其他维度，但题目所表现出来的

共性趋势是一致的。总体上说，问卷具有相对较

好的结构效度。在参考大量文献和一些心理专家

所编制的问卷基础上编制出题目，经过与心理学

研究生、幼儿教师的讨论，对表述进行了修改和完

善。结合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效度分析，对题目

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删除，保证了问卷具有较高的内

容效度。

2.2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总体状况

根据样本测量结果，对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

问卷总分和各维度得分求平均值。利用 SPSS22.0
进行单样本 t检验，并将这些平均值与本研究所采

用的量表的理论中值 3进行比较，以检验样本均值

的大小，发现各维度得分在 3.111到 4.401之间，均

在 0.00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幼儿教

师的心理素质水平中等偏上。

2.3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

的差异检验

（1）在年龄上的差异比较

将年龄作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影响因

素进行差异性检验。考虑到幼儿教师通常参加工

作比较早等因素，将年龄分成四组，其中 22岁及以

下为第一组，23-27岁为第二组，28-33岁为第三组，

34岁及以上为第四组。从总问卷和各维度得分来

看，年龄越大心理素质水平越高。幼儿教师年龄在

自我概念、情绪管理、心理韧性、冲突解决四个维度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总问卷在0.01显著水平上存

在差异，事后检验等具体见表2。
（2）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比较

将幼儿教师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未婚两组，考

虑到离异被试只有3人，不单独作为一类进行计算，

但若归为其中任何一类均可能影响总体均值，因此

在婚姻状态差异性检验中去掉3个被试。具体结果

见表 3。从总问卷得分来看，未婚和已婚教师得分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从各维度得分来

看，已婚比未婚得分高的因素有：自我概念、共情能

力、冲突解决、自我调适、社会经验和职业认知，它

们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1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各因子的特征值及贡献率

因素

特征值

贡献率

合计

F1
6.490
16.829

F2
4.088
10.970

F3
2.564
7.253

F4
2.525
7.159

F5
2.521
7.097

F6
2.500
6.759

F7
2.335
6.694

F8
2.113
6.154

F9
2.072
6.053

F10
2.040
5.976
80.944

彭丽华等：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研究

··95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3月 第23卷·第1期

注：*p<0.05，**p<0.01，***p<0.001

表2 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在年龄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自我概念

情绪管理

心理韧性

共情能力

冲突解决

自我调适

社会经验

职业态度

职业认知

职业适应

总问卷

第一组

n=55
M

4.35
3.67
2.81
4.07
3.92
3.67
3.69
3.88
3.77
3.75
3.86

SD
0.53
0.62
0.82
0.55
0.59
0.37
0.48
0.62
0.71
0.81
0.35

第二组

n=107
M

4.26
3.84
2.81
3.97
3.94
3.65
3.74
3.88
3.94
3.74
3.86

SD
0.48
0.82
0.69
0.68
0.73
0.40
0.70
0.62
0.56
0.77
0.38

第三组

n=98
M

4.37
3.94
3.17
3.97
4.20
3.53
3.74
4.19
3.97
3.83
3.99

SD
0.58
0.74
0.80
0.63
0.63
0.42
0.52
0.66
0.59
0.84
0.45

第四组

n=46
M

4.68
4.23
3.44
4.18
4.29
3.80
3.81
4.16
4.18
4.23
4.20

SD
0.44
0.58
0.87
0.62
0.54
0.34
0.75
0.59
0.54
0.61
0.34

F

2.985
2.729
3.704
0.638
2.221
1.906
0.243
1.921
2.043
2.125
4.188

P

0.035*
0.048**
0.014*
0.593
0.090*
0.133
0.866
0.131
0.113
0.102
0.008**

LSD

4>3,4>2,4>1
4>2,4>1
4>2,4>1

4>2,4>1

4>2,4>1

表3 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自我概念

情绪管理

心理韧性

共情能力

冲突解决

自我调适

社会经验

职业态度

职业认知

职业适应

总问卷

已婚（n=163）
M

4.47
3.94
3.07
4.34
4.56
3.91
4.33
3.93
3.98
3.85
4.18

SD
0.56
0.77
0.77
0.65
0.63
0.37
0.67
0.69
0.66
0.83
0.43

未婚（n=140）
M

4.13
3.90
2.99
4.00
4.05
3.60
3.75
4.10
3.26
3.92
3.94

SD
0.47
0.70
0.90
0.59
0.66
0.41
0.55
0.55
0.55
0.72
0.36

t
1.620***
0.045
0.229

1.278***
1.018***
1.786***
1.086***
0.673

1.815***
0.222
0.179*

p
0.206
0.832
0.633
0.599
0.894
0.184
0.770
0.199
0.316
0.638
0.0464

注：*p<0.05，**p<0.01，***p<0.001
（3）在教龄上的差异比较

在研究中，将教龄作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

现状考察的一个指标。考虑到幼儿教师普遍较年

轻，分为五组，1-2年为第一组，3-5年为第二组，5-
10年为第三组，10-20年为第四组，20年以上为第

五组。从得分来看，在情绪管理、共情能力、社会经

验和职业态度 4个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维度

各组间的差异不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情绪

管理维度 3-5年教龄组要大于 10-20年教龄组；在

共情能力维度 3-5年教龄组要大于 1-2年教龄组；

在社会经验维度 3-5年教龄组要大于 5-10年教龄

组；在职业态度维度 5年-10年大于 20年及以上教

龄组。

（4）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在研究中，将文化程度作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

素质现状考察的一个指标，分为四组，中专及以下

为第一组，专科为第二组，本科为第三组，研究生为

第四组。由于研究生水平文化程度只有 2人，所以

将研究生一组删除。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在自我概

念、心理韧性、冲突解决、职业态度、职业认知、职业

适应等维度以及总问卷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除了冲

突解决维度是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差异以外，其

余维度和总问卷均在0.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自我概念维度得分上专

科组教师得分高于本科组教师，本科组教师高于中

专及以下组教师；在心理韧性维度上，本科组教师

高于专科组教师，专科组高于中专及以下组教师；

在冲突解决维度，本科组教师高于中专及以下组教

师。在职业态度维度上，中专及以下组高于本科

组。在职业认知维度，本科组教师高于专科组教

师，专科组教师高于中专及以下组教师。在职业适

应维度，专科组高于中专及以下组，中专及以下组

高于本科组。在总问卷方面，专科组高于中专及以

下组，专科组高于本科组。具体情况见表4。
（5）在幼儿园性质上的差异比较

在研究中，将幼儿园性质作为幼儿教师职业心

理素质现状考察的一个指标，分为公立和私立。结

果显示，在心理韧性、职业态度和职业认知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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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问卷上存在园所性质的显著性差异。其余维度

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在心理韧性、职业态度

两个维度私立幼儿园教师高于公立幼儿园教师，在

职业认知维度，公立幼儿园教师高于私立幼儿园教

师，总问卷方面，私立幼儿园教师高于公立幼儿园教

师。具体情况见表5。

变量

自我概念

情绪管理

心理韧性

共情能力

冲突解决

自我调适

社会经验

职业态度

职业认知

职业适应

总问卷

第一组

n=32
M

4.42
3.88
3.13
3.95
4.06
3.64
3.87
4.32
3.94
3.99
3.95

SD
0.59
0.75
0.72
0.69
0.69
0.39
0.59
0.67
0.66
0.75
0.44

第二组

n=156
M

4.82
4.00
3.37
4.27
4.17
3.64
3.87
4.17
4.40
4.64
4.10

SD
0.45
0.75
0.97
0.49
0.57
0.39
0.53
0.65
0.60
0.69
0.34

第三组

n=116
M

4.57
3.88
3.71
4.05
4.19
3.68
3.67
4.03
4.86
3.61
3.95

SD
0.48
0.74
0.84
0.58
0.50
0.41
0.61
0.63
0.51
0.71
0.36

F

0.355***
0.120

0.350***
0.525
0.436*
0.107
1.215

2.042***
2.065***
0.713***
0.386***

P

0.840
0.821
0.844
0.717
0.782
0.980
0.309
0.094
0.091
0.585
0.818

LSD

2>3>1

3>2>1

3>1

1>3
3>1，2>1
2>1>3

2>1，2>3

表4 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注：*p<0.05，**p<0.01，***p<0.001

注：*p<0.05，**p<0.01，***p<0.001

表5 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在幼儿园性质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自我概念

情绪管理

心理韧性

共情能力

冲突解决

自我调适

社会经验

职业态度

职业认知

职业适应

总问卷

公立（n=44）
M

4.37
3.76
2.94
4.06
4.01
3.65
3.70
3.91
3.96
3.70
3.90

SD
0.58
0.73
0.68
0.61
0.63
0.35
0.58
0.67
0.63
0.78
0.43

私立（n=62）
M

4.43
4.03
3.13
4.04
4.11
3.68
3.76
4.09
3.62
3.99
4.01

SD
0.48
0.71
0.90
0.63
0.64
0.42
0.64
0.59
0.61
0.76
0.37

T

0.298
3.754

1.597***
0.021
0.536
0.131
0.194

2.158**
2.124**
3.535
1.817*

P

0.586
0.055
0.209
0.886
0.466
0.718
0.660
0.145
0.726
0.063
0.181

3 讨论

3.1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的构成

职业心理特征、人格心理特征、适应性心理特征

三个维度被认为是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基本结构［6-7］。

通过对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研究的文献梳理，在构建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时需要将幼儿教

师自身的心理素质、工作中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心理

素质包含在内。因此，将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

标体系划分为 5个维度，分别是：健康心理素质、社

会心理素质、职业人格素质、职业角色意识、职业技

能素质。

彭丽华等：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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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理论模型进行区分度检验、标准差分

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修改和删除了一些因素、维度，形成了新

的理论结构，确保了问卷的科学性，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将修订后的模型与最初理论模型进行比较时

发现，两者之间略有差异。维度由原来的 5个削减

至3个，包括人格心理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和职业心

理特征。人格心理特征主要包括自我概念、情绪管

理和心理韧性等；社会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共情能

力、冲突解决、社会经验和自我调适等；职业心理特

征包括职业认知、职业适应、职业态度等。其余构

想维度和题目由于无法满足测量学要求而被去

除。保留下来的68个题目，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

效度检验满足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3.2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总体状况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各

维度和总问卷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京津

冀地区幼儿园教师职业心理素质总体水平较高。

职业态度因素得分低于其他各因素的得分，说明幼

儿教师职业态度受到负面影响较大。幼儿教师的

职业态度上暴露出的问题可能与工作性质有关。

由于每天面对相同的工作环境、一成不变的任务，

有可能产生职业倦怠等情况，从而造成幼儿教师心

理素质职业态度因素得分较低。自我概念得分最

高，说明幼儿教师对自我的认识比较充分，从某种

意义上说也体现了幼儿教师对于胜任自身工作的

自信程度。

3.3 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

（1）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年龄差异比较

幼儿教师年龄与自我观念、情绪管理、心理韧

性、冲突解决等因素达到显著性水平，总问卷也存

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还显示，在所有具有显著

性差异的因素中，34岁及以上组幼儿教师的得分都

是最高。事后检验的结果也显示出随着年龄的增

加，职业心理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自我

概念、情绪管理、心理韧性 3个因素上表现尤为突

出，而这 3个因素恰恰又是人格心理特征的主要内

容。这一结果也符合普遍的认知，即人随着不断成

长其心理特征也在不断成熟。进一步分析发现，34
岁左右已经成为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中人格心

理特征的重要拐点。这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的教

师大都完成了生育的任务，自己的孩子也正处于

学前时期。关心和教育指导孩子成为他们生活和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些正是埃里克森人

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的重要发展课题［8］。28-33
岁组幼儿教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抚养自己的子

女上，而在职业心理素质的提升上就显得力不从

心。34岁以后，自己的子女也已经进入学前期，加

上自身进入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因此，各方面心

理素质高也是能被理解的。

（2）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婚姻状况差异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共

情能力、冲突解决、自我调适、社会经验和职业认知

等因素与婚姻状况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0.001。总问卷在婚姻状况上在 0.05显著性水平上

存在差异，这与张凤的研究结果相似［9］。进一步分

析发现，除了职业认知因素以外，其余4个因素均为

社会心理素质。这可能是由于婚姻状态不仅代表

着成熟度的提升，也伴随着处理各种矛盾冲突能力

的提升，能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恰恰

是共情能力的具体体现。自我调适、社会经验，冲

突解决均可以按此思路来解释。

（3）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教龄差异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中情

绪管理共情能力、社会经验、和职业态度等因素在

教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差异显著水平为 0.001。
其余因素和总问卷在教龄方面无显著差异，这与张

凤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0］。情绪因素维度上 3-
5年教龄组要大于 10-20年教龄组，这似乎与我们

的常识相违背。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教龄长的幼儿

教师往往已经进入了职业舒适区，甚至有的教师已

经出现了职业倦怠，因此面对孩子的调皮捣蛋可能

会失去原有的耐心，将不满情绪宣泄出来也是可能

发生的事情。在共情维度上，3-5年组教师得分显

著高于 1-2年组教师，其他几个教龄组教师均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共情能力与经验有密切的

联系。1-2年教龄组教师，由于缺乏相应的经验，在

理解儿童的心理方面还存在着欠缺。随着工作年

限的增加，与孩子相处的能力不断提高，共情能力

也随之增加。

（4）幼儿教师心理素质的文化程度差异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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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心理韧性、解决冲突、职业态度、职业认知、

职业适应和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朱朝

艳、罗静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0-11］。其中前两个

因素属于人格心理特征，后 3个因素属于职业心理

特征，只有冲突解决属于社会心理特征，且它的差

异显著性水平最低。文化程度在职业心理素质方

面并不表现为学历越高素质越高，表现最为突出的

是专科生，他们在职业适应、自我概念、职业态度和

总问卷上均表现较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专科生在

学校中学习的内容以实践性为主，因此走上工作岗

位后，能很快适应角色，并对自己有较为全面的认

识有关。本科生理论内容学习较多，虽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做得很好，因此，其在工作中的优势并不突出。

（5）不同幼儿园性质的幼儿教师心理素质差异

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中心理

韧性、职业态度、职业认知在幼儿园性质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这与刘云艳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2-14］。在心

理韧性方面私立园教师显著高于公立幼儿园教师，

这可能是由于私立幼儿园教师面临的工作环境更

不稳定，随时有离职的可能，因此面对外界的压力

和挫折时，更愿意去承受。在职业态度方面，私立

幼儿园教师也显著高于公立幼儿园教师，这可能与

幼儿园管理和幼儿家长对教师的期待有关。在职

业认知方面，公立园教师显著高于私立幼儿园教

师，这可能是因为公立园教师没有生存压力，能够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从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有关。

4 结论

4.1 科学选拔与培育幼儿教师

在选拔幼儿教师过程中，不仅需要考察业务素

质，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职业心理素质。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掌握幼儿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的状况，通过与

常模或优秀幼儿教师得分的比较，判定其是否具有

优秀的职业心理素质。

4.2 抓住幼儿教师转化的关键期

24-27岁幼儿教师是职业心理素质提升的关键

时期，对于该年龄段幼儿教师，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会收到更佳的效果。因此要考虑分层次、分阶段

地进行教育培训，而不是全员培训或新教师培训，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幼儿园教学质量，保证幼儿身心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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