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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非编制幼儿园教师受福利待遇、工作压力以及职业认同等因素的影响，教师离职倾向增

大，流失规模不断扩张。为了稳定学前教师队伍的发展且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建设，本文基于弗洛姆的

期望理论对教师流失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从保障非在编学前教师待遇、调整园所管理目标和氛

围、强化教师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扭转非编制幼儿园教师流失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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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non-establishment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our country have been affected by 
such factors as benefits, work pressur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eachers’ dimission tendency is 
increasing, and the loss scale is expanding.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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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eacher turnover based on Vroom’s expectation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reverse the loss of non-establishment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guaranteeing the benefits of non-establishment preschool teachers, adjusting the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atmosphere of kindergartens, strengthen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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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在编幼儿园教师主要由公办幼儿园中的‘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师两部分组成。”[1]据
统计，超过三分之一的幼儿园教师呈现出离职倾向，如若有机会，教师表示将离开幼儿园从事其他领域

工作[2]。幼儿园教师离职倾向现状堪忧，幼儿园教师流失率高。调查结果表明，“教师所在园上一年流

失 1%~20%的为 52.8%，流失 21%~40%的为 23.4%，41%以上的为 12.2%。连续在园工作三年及五年的

教师比例较低。”[3]幼儿教师是建设和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关键性因素，对非编制幼儿园教师流失

现状研究有利于知悉与解决该领域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性，提高教育质量。鉴于此，本文从弗洛姆(Vroom)
期望理论的视角下探究非编制幼儿教师流失成因，以期为非在编幼儿教师流失现象的减少提供参考。 

2. 弗洛姆期望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 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及行为科学家维克多·弗洛姆(Victor Vroom)所提出，是一种基于管理心

理学与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弗洛姆认为，个体采取行动的内在动力或激励程度，源于其对行动结果的

价值判断以及对实现该结果可能性的预估。换言之，激励程度等于行动所能带来的目标实现及结果预期

价值，与其对应目标结果实现可能性的期望概率的乘积。“用公式可以表示为：M = ∑V × E，M 表示

激发力量，是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人内部潜力的强度”[4]，V 表示效价，是指人们对于达到目

标的价值判断，E 表示期望值，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产生特定结果的可能性或概率的主观估计与判断。

“该公式经发展后可表示为：M = E × I × V，即激发力量 = 绩效期望 × 奖酬期望 × 奖酬效价。从公式

中不难看出，激发力量与绩效期望、奖酬期望、奖酬效价成正比。绩效期望、奖酬期望、奖酬效价的值

越大，则个体激发力量即积极性就越高。”[4] 
(二) 期望模式 
弗洛姆(Vroom)提出了人的期望模式：个人努力→个人成绩(绩效)→组织奖励(报酬)→个人需要。该

模式可理解为个人努力产生个人成绩，个人成绩引致组织奖励，组织奖励最终满足个人需求。基于该理

论模式，需把握好以下关系：第一，个体的期望值决定了个人努力与个人成绩之间的关系；第二，为避

免员工积极性丧失，达到目标后需提供奖励强化；第三，奖励应满足个人需要且考虑效价；第四，人永

远不会满足于当下完成的需要和目标，将不断催生新的期望目标，且对实现这些新目标报以更高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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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望理论对减少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的意义 
期望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取决于对结果的期望和该结果的价值。非编制幼儿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取

决于教师的职业发展过程能否满足个人需求。当教师认为某目标价值较高且达成度较大时，会更有动力

去实现它。当教师成功实现该目标后，所获的满足感会增强目标期望，驱动其更积极地追求新目标[5]。
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教师对薪资待遇的期望，提升其工作价值感，满足个人需求，可以有效减少教师流

失，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降低流动率。 

3. 非编制幼儿园教师流失原因分析 

(一) 教师福利待遇差，职业兴趣减退 
1993 年《教师法》中明确指出“中小学教师享受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6]，2012 年《关于加强幼儿

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公办幼儿园教师执行统一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7]，该法则附

则中表明幼儿园教师属于中小学教师范畴。由于上述政策法规未明确涵盖非在编教师，导致在编与非在

编幼儿教师两者在薪酬待遇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在编教师通常享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和优厚的福利待遇，

包括全面的医疗保险、各类津贴补贴以及带薪休假等。而部分园所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将非在编教

师的基本工资标准仅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挂钩并只缴纳最低标准保险，甚至低于最低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制度的设定缺乏规范性，津贴补贴较为有限或没有，教师往往仅能获得基本工资，且无法享有完整的

福利待遇。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仅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生活质量，削弱了其经济地位，限制了其在职业

领域的发展，更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根据期望理论，“积极性被调动的大小取决于期望

值与最终结果的共同作用，期望值的高低和最终结果的优劣都会影响行为决策”[8]。当教师在追求职业

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得到的回报未能达到预期水平，会使其产生消极情绪和挫败感。在此

情况下，教师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对本职工作失去兴趣，进而选择离职。 
(二) 教师工作压力大，产生职业倦怠 
幼儿园教师工作繁琐、责任重大，其每日工作基本时长八个小时起步。由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幼

儿教师既要负责教育工作，又需承担保育任务。除了保教育工作外，一些园所基于园所发展考虑会频繁

举办一些宣传工作及大型园所展示活动，安排过于繁重的环境创设任务给教师。同时，教师还应配合督

导检查工作，做好教师培训、教研活动、教师技能比赛等事项，下班后教师通常需解决家长相关问题，

工作时长将延长。这些任务不仅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能力，还要求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和

实施这些工作，使得教师倍感压力。此外，园所营造的氛围亦是教师压力的来源。一些园所过于强调竞

争和成绩，给教师带来了较重的心理负担。同时，园所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成为教师压力的来源，如

同事之间的竞争、上下级之间的矛盾。长期处于该工作状态下的教师，既会降低个人目标效价，亦会消

减其对奖酬的期望。其后果表现为教师的工作动机下降、身心疲惫和不安、丧失工作积极性、情绪不佳、

精神萎靡等，将引致教师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负面情绪持续累积，离职倾向不断加大。依据期

望理论，需增强个人目标效价，关注和减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关怀，对于提升

教师团队的稳定性及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三) 职业认同感低，职业发展受阻 
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感是对其职业价值、地位和作用的积极评价，以及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认同。

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受到挑战。其一，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亟待提升。

在部分人的观念中，幼儿教育并未获得与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同等的地位，这种偏见无疑对幼儿园

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社会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内容存在误解，往往仅关注其照

顾孩子的职责，而忽视了他们在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其二，非在编幼儿园教师多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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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临时聘用形式参与园所工作。这类教师在薪酬待遇、专业培训以及工作稳定性方面相对处于劣势。

与之相反，在编教师享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自配班、主班教师至园长等管理岗位，每一步均有明确

的评价及晋升标准。然而，在园所人事管理中非编制教师往往缺乏相应的职业规划，其工作稳定性及未

来职业方向缺乏明确指引，这可能导致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感到迷茫与不安。此外，缺乏成长与晋升机会

亦可能消减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进而对其工作热情与投入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非编制幼儿园教师在

考虑个人职业道路时可能更倾向于探索其他机会。他们可能会选择转向其他教育机构、企业培训或其他

行业，亦或在不同幼儿园间频繁流动，以寻求更佳的职业发展机会。非在编教师的职业认同度低、职业

发展规划欠缺，使其丧失积极性、流失量大、忠诚度低，对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和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响。根据期望理论，需增强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内部潜力，这种激发将催生更为强烈的积极性，

从而减少该现象的发生。 

4. 扭转非编制幼儿园教师流失对策 

(一) 保障非在编幼儿教师待遇，提高教师期望值 
改善教师待遇需明确非在编幼儿教师法律地位。《学前教育法》应明确指出学前教师身份地位，其

属于中小学教师范畴，具有与中小学教师对等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以及职业发展机会。更应明确学前

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包括肩负相同职责，具有相同专业标准和资格的非在编幼儿教师。建立非在编学前

教师待遇保障法律体系，确保实现非在编学前教师岗位职责、绩效和待遇等规范与在编教师相一致，包

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等工资制度，“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高温补贴、餐费补贴等福利制度，

以及职称评定、培训进修、晋升晋级等专业发展制度。 
薪酬待遇是教师离职现象的重大因素。对于非在编学前教师工资水平问题，各地应依据本地经济发

展状况、物价，参考公办教师工资体系，确保非在编教师薪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准。且地方政府还

应针对上述要求制定非在编幼儿园教师最低工资标准文件。例如我国广东省佛山市的规定，幼儿园专任

教师的最低工资指导标准应不低于当年佛山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或以上[9]。 
同时，公办、民办幼儿园管理者须确保教师教育成本不受削减，保障非在编幼儿教师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期望理论，需将教师的个人需要与期望值关联，针对性的进行奖励，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园所应根

据教师的不同需求，建立多方面、多层次的奖励激励制度，依据个人绩效提高工资、设立奖项颁发奖金。

提升期望值，以有力激发和调动全体学前教师队伍的活力与积极性。 
(二) 调整园所管理目标和园所氛围，增强教师个人效价 
“美国管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提出了人是‘社会人’的假设，认为在一个单位中，员工工作

积极性的高低，不仅仅在于工资报酬等物质利益的刺激，还在于员工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对于单位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等心理因素的刺激。”[10]教师除了物质需求外，个人的心理行为、人际关系、工作氛围和

工作态度对其目标效价产生重要影响。 
为此，园所管理者需重视并改革园所管理目标，重塑园所工作氛围。管理者应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明确管理目标，确保该目标与园所教育理念与使命相一致。严格按照本园规章制度，落实教育教学任务，

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量，园所活动和环境创设任务应适时、按需且按班级分配。其次，园所管理者应致

力于营造积极的工作环境，培育团队精神。倡导开放沟通，悉心倾听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为其提供

充足的资源和支持，以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定期举办团队建设活动，增进教师间的协作与信任，避

免过度竞争，鼓励相互交流合作，以实现共同成长。最后，园所管理者需了解每位教师的生活背景和职

业目标，在工作安排中充分考虑相关因素，提供弹性化的工作制度和个性化的职业指导，帮助教师平衡

生活和工作，减轻潜在压力。同时，园所需构建透明公正的教师绩效、专业考核体系，切实实现劳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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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报酬的合理匹配，定期评估教师的表现，提供正面的反馈和必要的支持以表彰教师的努力与成就，

增加教师信心获得满足感，从而增强教师的个人目标效价。 
(三) 强化教师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规划，调动教师积极性 
我国幼儿园教师往往被视为教育工作者中的基层人员，其职业的专业性未得到充分认可。一方面需

通过立法手段，明确幼儿园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使其享有与义务教育教师同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有利

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与自豪感。另一方面需加强社会公众对幼儿园教师的尊重。我国非编制教师和偏远

地区的幼儿教师面临着更为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社会地位。鼓励社会媒体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和幼

儿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出发，加大对幼儿教师的正向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对幼儿园教师职业给予更多的理

解与宽容，提高学前教师的社会地位，激发其投身于学前教育的热情。 
其次，为确保非编制幼儿教师不因职业发展受限而流失，园所管理者需参照在编教师职业发展路径，

制定合理、公平、清晰地园所教师职业晋升发展制度。知悉园所每位教师的职业目标，为其量身定制职

业发展计划并提供针对性支持，给予多元化的培训及学习机会，满足教师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需求。在

构建职业晋升与发展体系时，园所管理者需全面审视教师现实状况及需求，避免采取过于简化的“一刀

切”措施。例如，制定多层次的职称评定准则，涵盖教学经验、教学成果等维度，秉持公正、公平的原

则，根据教师实际表现进行评估。同时，设立激励机制，对在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

教师赋予相应荣誉和奖励，以激发教师更加积极地投身教育事业。这些举措既能提升园所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专业素养，亦能增强其归属感和忠诚度，降低外流的可能性。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期望理论视角对非编制幼儿园教师流失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我国幼儿

园教师流失的现象日益凸显，其主要诱因在于教师福利待遇差、工作压力繁重及职业认同感偏低。为切

实稳定教师队伍，需保障教师待遇，调整园所管理模式，强化教师职业认同。通过以上对策，我们有望

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升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对于笔者而言，本研究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与价

值，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在样本量方面相对较少，且缺乏长期跟踪研究。扭转非编制幼儿教师流

失不仅需要政策调整与措施落实，还需要园所的环境建设与持续改进，更需要研究者深入探究，从而确

保教师队伍建设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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