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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男幼师专业能力问题，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提取 1 2 个专业能力因素，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方
法，分析各能力因素之间的关联，构建起男幼师专业能力的层级结构，并为高校更有效地培养男幼师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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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ructure of Male Pre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 Model

ZHOU H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Sichua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Jiangyou 621 709，Sichuan，China）
Abstract：As to male pre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ability，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t consul-
tation，1 2 professional ability factors are extracted.Then by using the Interpret Structure Model （ISM），a
hierarchy of male pre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abilit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link
between the various factors，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on more effectively training of male preschool
teachers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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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业能力是幼儿教师专业化在教学活动中的具

体表现，是保障幼儿教师完成职业要求和工作职责

的必备条件。它突出了幼儿园保教结合、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的特点，重视环境和生活对幼儿发展的重

要影响，充分体现 “能力为重”的基本理念和价

值取向。［1］近十多年的研究表明，男幼师在幼儿师

资合理平衡配置及幼儿健全人格培养上有着重要的

作用。男性教师所具备的豁达、开朗、坚毅、果断

等意志品质和性格特征能弥补女性教师性格之

不足。［2 －5］

本文针对男幼师专业能力培养问题，筛选出男

幼师专业能力因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 （ISM）建
构起男幼师专业能力结构，并结合男幼师培养中的

具体问题加以阐述。

二、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的确定

（一）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种类的讨论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提出 7 种专
业能力，国内不少学前教育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

视角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种类进行了研究，认为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远不止 7 种，如幼教职业技能
（音乐、舞蹈、绘画、手工制作等）也是一种基础

的专业能力，而现代教育技术、终身学习、教学管

理、情绪管理、课程设计及教育科研、教学创新等



都属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范畴 （见表 1）。关于
幼儿教师的能力结构问题，李云淑 （201 2）在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研究的梳理与反思》一文

中提出，各能力之间的横向与纵向关系是否要明确

指出？如教育研究能力与反思、学习能力并不处于

同一层次。［6］这些研究拓展了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的

范畴，同时也说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结构尚不清

楚，值得深入研究。

表 1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研究文献摘要

作者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构成要素 期刊，发表时间

黄慕琼 组织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评价幼儿的能力；幼教科研能力. 教育导刊 （下），1 994 （6）

林少玉

林 宏
观察了解教育对象的能力；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能力；创设良好教育环境的

能力；幼教评估的能力；幼教科研能力；继续学习的能力
教育评论，1 995 （4）

袁爱玲

科研与论文写作能力；创设教育环境的能力；组织一日生活与教学的能力；

使用电教设备与制作电教软件的能力；心理诊断与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形成

幼儿健康非智力品质的能力；开展家园同步教育的能力；提高信息自身业务

水平的自学能力；…

教育导刊 （下），1 997 （1）

张健波

郭 俐
创新能力；电化教育软件设计应用以及电脑操作的能力；心理咨询和心理诊

断能力；交流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 北方论丛，1 999 （5）

邹 朴 组织活动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养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我提高

能力. 中国成人教育，2000 （2）

饶淑园
认知能力；职业技能 （唱歌、跳舞、弹奏、绘画、讲故事、游戏编排、手工

制作等方面的实施操作能力）；教育活动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

版），2002 （4）

张 博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较高的教育能力；掌握先进教育手段和技术的能力；高水

平的活动设计能力；与家长的沟通能力；环境设计和使用能力；与幼儿进行

高水平互动的能力；对问题和幼儿进行研究的能力.
学前教育研究，2003 （9）

步社民

基本技能 ——— 教育信息输出技能，教育信息输入技能 （口头语表达、书面

语表达、体态语表达、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复合技能 ——— 教育工作技能，教育支持工作技能 （环境创设、家园沟通、

区园沟通、吸纳和转换、幼教科研）.

学前教育研究，2005 （5）

康建琴
了解幼儿、教学策略、资源利用、环境创设、活动设计与组织、专业发展等

7 个项目 1 4 条专业能力标准. 继续教育研究，2007 （3）

（二）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的确定

徐志国 （2006）认为，男幼师是幼儿社会交
往技能的重要源泉，在心理上更容易和学前期的儿

童磨合吸引，男幼师具有的勇敢、坚毅、阳刚之气

可以帮助男孩克服意志薄弱、娇气和举止行为的

“女性化”倾向，促进社交技能的提高；曹丽

（201 2）认为，要重视男幼师性别特质的培养，在
体育技能 （体操、球类、武术、轮滑、体育舞

蹈）、信息技术 （课件制作、音视频制作）、大型

活动的组织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激发潜质、培养

特长；孙国春 （201 3）认为，对男幼师应以培养
阳刚之气为重点，增加男性特色课程 （体育健康、

科学探究、教育技术、创意制作、活动策划）

比例。

来自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及湖南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两份调查报告［7 －8］显示，91 ％的

幼儿园认为男幼师的加入有利于幼儿形成大胆、勇

敢、果断的性格，有利于幼儿个性的完善和发展。

90％以上的幼儿园和家长希望男幼师要有阳刚之
气，不能被女教师同化。与幼儿交往沟通的能力是

男幼师最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94％的幼儿园认为
男幼师应该比女教师多一些专业能力，如体育、电

教、现代化设备与技术运用等，能组织大型的体育

活动。男幼师对幼儿的思维方式、角色意识、性格

塑造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述研究揭示了男幼师培养的差异性，提出了

男幼师培养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关注重点，为进一步

探索男幼师的专业能力构成因素及能力结构奠定了

基础。结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筛选出 1 2 个男幼
师专业能力因素 （见表 2），即在 《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 （试行）》基础上增加了 5 个专业能力因
素。其中 “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运用”是所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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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非常重视的一种专业基础能力；“专业发展与

教学创新”与 “信息技术与国际视野”是幼儿教

师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必备的自

我更新能力； “家、园、社区协同教育活动的组

织”能力，主要体现学前教育中 “同步教育”“家

园共育”的教育理念［9］，是幼儿教师在合作共育

活动中应展现出的专业能力；而 “幼儿性别角色

意识培养与指导”及 “男教师 ‘阳刚之气’对幼

儿成长的影响”最能体现男幼师在促进幼儿身心

健康发展方面颇具优势的专业能力。文中，我们用

Si （Si∈S，i ＝1，2，…，n）表示男幼师专业能力
因素。

表 2 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

变量 能力因素

S1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

S2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

S3 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运用

S4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

S5 对幼儿进行观察、激励和评价

S6 沟通与合作

S7 家、园、社区协同教育活动的组织

S8 环境创设与利用

S9 信息技术与国际视野

S1 0 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

S1 1 幼儿性别角色意识培养与指导

S1 2 男教师 “阳刚之气”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男幼师的加入改变了幼儿园教师的性别结
构，这对于幼儿身心健康十分有益。美国心理学

家埃里克森指出，幼儿期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获得相应的性别角色。幼儿阶段形成的性别

意识对幼儿以后的性别角色认同及性别行为有着

重要影响。［1 0］在幼儿园里，男女教师分别扮演着

父母的性别角色，是幼儿认同、模仿的对象，男

幼师的加入使幼儿园长期缺位的 “父亲”角色得

以补充。

三、构建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法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
ing，简称 ISM）是分析复杂系统结构问题模型化
的有效方法，通过系统元素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辨

识，将错综复杂的系统分解成多级递阶结构形式，

使元素间的关系层次化、条理化，从而展现出系统

的内部结构。［1 1］

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按下列流

程构建：

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 → 建立 ISM邻接矩阵 →
生成 ISM可达矩阵 →层次化可达矩阵 → 构建解释
结构模型。

（一）建立 ISM邻接矩阵 A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讨论任意两个能力因素

（Si，Sj）间的关系。如果从 Si 到 Sj 是可达的，
有序对 （Si，Sj）属于可达集 R，否则属于不可
达集 R.综合文献研究成果以及对幼儿园园长、
骨干教师的问卷调查分析，在学前教育专家、教

授的指导下，经过反复的讨论、斟酌，得到如下

可达集：

R＝｛（S1，S2），（S1，S7），（S3，S5），（S3，
S8）， （S3，S1 1）， （S4，S2）， （S4，S7）， （S5，
S4）， （S5，S1 1）， （S6，S2）， （S6，S7）， （S8，
S1）， （S8，S4）， （S9，S5）， （S9，S8）， （S9，
S1 0），（S1 0，S1），（S1 1，S4），（S1 1，S5），（S1 2，
S8），（S1 2，S1 1）｝。

在可达集的基础上，按照下列规则，构建邻接

矩阵 A
1）Si 对 Sj 对有直接影响 ，aij ＝1，否则 aij

＝0；
2）Sj对 Si 对有直接影响 ，aji ＝1，否则 aji

＝0.

A＝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二）生成 ISM可达矩阵 B
可达矩阵表示系统元素之间任意次传递的二元

关系。其生成方法为：将邻接矩阵 A与单位矩阵 E
求和得到 （A＋E），再依据布尔运算规则，做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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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的幂运算，直到满足 （1）式，便得到可
达矩阵 B。

B＝（A＋E）n＋1 ＝ （A ＋E）n≠ （A ＋E）n－1≠
…≠ （A＋E）2≠ （A＋E） （1）

运用MATLAB计算出可达矩阵 B：

B＝（A＋E）3 ＝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1 1 0 0 1 0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1 1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0 1 1 0 0 0 0
1 1 0 1 1 0 1 1 1 1 1 0
1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1 1 0 1 0 0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1 1

根据可达矩阵 B，梳理各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及
被影响关系。影响关系称为 “可达集 R （Si）”：R
（Si） ＝｛Sj｜Sj∈S，b ij＝1，j＝1，2，…，n｝，i ＝
1，2，…，n；被影响关系称为 “先行集 A （Si）”：
A （Si） ＝｛Sj｜Sj∈S，bji ＝1，j＝1，2，…，n｝，
i ＝1，2，…，n；它们的交集用 R （Si）∩A （Si）
表示。各因素三种集合的构成见表 3。

表 3 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集合

因

素
R（Si） A（Si）

R（Si）
∩A（Si）

S1 1，2，7 1，3，8，9，10，12 1
S2 2 1，2，3，4，5，6，8，9，10，1 1，12 2
S3 1，2，3，4，5，7，8，1 1 3 3
S4 2，4，7 3，4，5，8，9，1 1，12 4
S5 2，4，5，7，1 1 3，5，9，1 1，12 5，1 1
S6 2，6，7 6 6
S7 7 1，3，4，5，6，7，8，9，10，1 1，12 7
S8 1，2，4，7，8 3，8，9，12 8
S9 1，2，4，5，7，8，9，10，1 1 9 9
S10 1，2，7，10 9，10 10
S1 1 2，4，5，7，1 1 3，5，9，1 1，12 5，1 1
S12 1，2，4，5，7，8，1 1，12 12 12

  在可达矩阵 B 中，因素 S5 与 S1 1的行、列所
对应元素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强关联关

系，所以可把 S5、S1 1看作一个因素，保留 S5，删

去 S1 1及其所对应的行和列，得到缩减的可达 B1
矩阵。

（三）层次化可达矩阵

对缩减可达 B1 进行层次化处理
［1 2］：

1）以 R （Si）∩A （Si） ＝R （Si）为确定最
高层级因素的条件。确定最高层级因素之后，将这

些因素删掉，再根据该条件确定下一级因素，直到

最后一级因素划分出来，并按此结果对 B1 进行重
新排列；

2）在重新排列的矩阵中，沿主对角线依次分
解出最高阶数的单位矩阵，并以虚线方框表示，每

一个虚线方框代表一个层次［1 3］，表 4 是层次化处
理后得到的可达矩阵表 。

从表 4 中看出，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可分为四
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 （最高层）为 S2，S7；第
二层为 S1，S4，S6；第三层为 S5，S8，S1 0；第四
层为 S3，S9，S1 2。

表 4 层次化可达矩阵表

S2 S7 S1 S4 S6 S5 S1 0 S8 S3 S1 2 S9
S2¦ ¦1 0 0 0 0 0 0 0 0 0 0
S7¦﹍﹍ ¦﹍﹍0 1 0 0 0 0 0 0 0 0 0
S1

﹍﹍¦ ﹍﹍﹍﹍¦1 1 1 0 0 0 0 0 0 0 0
S4 ¦ ¦1 1 0 1 0 0 0 0 0 0 0
S6 ¦﹍﹍﹍﹍ ¦﹍﹍1 1 0 0 1 0 0 0 0 0 0
S5

﹍﹍¦ ﹍﹍﹍﹍¦1 1 0 1 0 1 0 0 0 0 0
S1 0 ¦ ¦1 1 1 0 0 0 1 0 0 0 0
S8 ¦﹍﹍﹍﹍ ¦﹍﹍1 1 1 1 0 0 0 1 0 0 0
S3

﹍﹍¦ ﹍﹍﹍﹍¦1 1 1 1 0 1 1 0 1 0 0
S1 2 ¦ ¦1 1 1 1 0 1 0 1 0 1 0
S9 ¦ ¦1 1 1 1 0 1 1 1 0 0 1

（四）解释结构模型的建构

在层次化可达矩阵 B的过程中，划去了与 S5
有强关联关系的 S1 1。因此，在建构男幼师专业能
力因素的解释结构时，应该将 S1 1补进去。在图 1
中，1 2 个男幼师专业能力因素分成了四个层级，
第一层为男幼师专业能力的直接表现因素 （外显

因素），第二、三层为间接因素，第四层为男幼

师专业能力最根本的因素 （基础因素）。在这里，

解释结构模型十分清楚地展现男幼师专业能力的

内部结构，它是一个四层级递进的网络结构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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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男幼师专业能力的结构模型

四、结构模型分析及建议

（一）男幼师专业能力的结构模型分析

通过男幼师专业能力的结构模型构建，将复杂

的专业能力因素层次化、条理化，有助于我们对男

幼师专业能力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

1.第一层能力因素包括：S2 一日生活的组织
与保育，S7 家、园、社区协同教育活动的组织，
是男幼师专业能力的外显因素，代表着男幼师专业

能力的职业表现水平。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

力，是幼儿教师综合能力的体现，是检验毕业生能

否胜任幼儿园工作的重要标志；家、园、社区协同

教育活动的组织能力，是社会、幼儿园对男幼师的

专业能力的殷切期望，是幼儿园、幼教机构组织开

展亲子教育活动、幼儿体育活动及夏令营活动迫切

需要的一种专业能力。S2、S7 这两种能力反映出
高校男幼师培养的综合水平，直接影响着幼儿园及

幼教培训机构的选人、用人意向。

2.第二、三层能力因素包括：S1 教育活动的
计划与实施，S4 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S6 沟通
与合作，S5 观察、激励和评价，S1 1幼儿性别角色
意识培养与指导，S8 环境创设与利用，S1 0专业发
展与教学创新，涵盖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中提到的 6 种专业能力以及逐渐被学前
教育界重视的 “幼儿性别角色意识培养与指导能

力”，它们交叉综合作用，支撑着第一层能力因素，

并且通过对第一层能力因素的变化来影响男幼师的

职业表现。

3.第四层能力因素包括：S3 专业知识与职业

技能的运用，S9 信息技术与国际视野，S1 2男教师
“阳刚之气”对幼儿成长的影响。专业知识与职业

技能的运用，是所有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基础能

力；信息技术与国际视野，是体现男幼师视野广

阔、喜爱钻研信息技术、勇于探索创新的专业能

力；“阳刚之气”对幼儿成长的影响，是男幼师展

现勇敢、坚毅、刚强、豁达的性格特征和充满青春

活力的精神面貌，伴随幼儿的游戏活动及一日生

活，丰富幼儿的社交内容，提高社交技能，培养幼

儿独立、勇敢、进取、拼搏的优秀品质，使幼儿在

活动交往中变得更活跃、主动和自信的能力，即用

男教师性格特征去影响和完善幼儿品格、性情的专

业能力。这一层能力因素是男幼师专业能力结构的

基础。

（二）对男幼师专业能力培养的建议

1.夯实基础，拓宽视野，修身养性。对于男
幼师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应按照 “以生为本”

“因性施教”的原则［1 4］，实行有区别、有侧重、

有针对性的能力培养方式。①通过系统学习，让男
幼师掌握学期教育的理论知识和幼儿护理知识，熟

知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多欣赏孩子的童真

童趣，包容男孩的调皮捣蛋和女孩的撒娇任性，学

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扮演好孩子 “父亲”的角色。

②高校在课程设置中，要根据男幼师的性别特点，
增加体育健身、体育游戏、武术、轮滑、球类等课

程，以培养男幼师的专项体育技能；开设活动组

织、社交礼仪等课程，以培养男幼师的组织协调能

力和社交能力；开设幼儿急救护理课程，以培养男

幼师处置安全问题的能力等。③要引导男幼师多学

46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多看多实践，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学习，拓宽知

识视野，使自己成为 “一专多能”的多面手。总

之，要让男幼师的 “阳刚之气”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增加责任担当意识，培养学前教育职业

意识。

2.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知识转化为技能。我
们曾对参加教育实习的应届毕业生做过几次调查，

对于 “在教育实习活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的提问，学生说 “不会管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

识与教学实践脱节”。［1 5］因此，从教育见习期开始，

就应该让男幼师进入幼儿园，亲身感受幼儿园的生

活气氛，近距离观察幼儿教师的教学活动和保育活

动，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参与幼儿园的保教

活动，尝试解决 “教什么”和 “如何教”的细节

问题。另一方面，要让男幼师结合所学的理论知

识，反思教育见习中的所见所闻，带着实际问题再

回到课堂学习和领悟教育理论的本质，然后再到幼

儿园去进行新一轮的教育见习。如此反复多次，可

使男幼师的职业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其专业

技能的形成。

3.专项技能培训，提升综合专业能力水平。
在教育实习阶段，促进就业是学前教育的中心任

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集中实习前要聘请幼儿园

的骨干教师或园长对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及

《幼儿园工作规程》作具体的讲解和案例分析；高

校实习指导教师也要针对学生在见习期出现的问题

安排一些专项训练，以提升男幼师的综合技能水

平。此外，在教育实习中，应鼓励男幼师勇于实

践，积极参与幼儿园的教改活动及教育信息化改造

活动，展现自己的专业特长，突出男幼师的职业优

势，为幼儿园的教学创新和内涵发展增添活力。据

许多幼儿园园长反映，专业知识扎实、能胜任幼儿

园常规教育教学工作的男幼师受幼儿园欢迎，具有

幼儿园所需要的某些特长的男幼师更受欢迎，当然

最理想的男幼师是既能做好常规教学，又具有某些

方面的特长。［7］［1 6 －1 7］

结语

应用解释结构模型，将复杂的男幼师专业能力

因素层次化、条理化，从而清晰的展现出男幼师专

业能力组成的内部结构，这为高校制定男幼师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方案及教学活动安排提供了科学的

依据和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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