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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幼儿教育评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教师的评价素养直接影响教学质

量与儿童发展。本研究以库车市幼儿教师为对象，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其儿童发展评价

素养现状。结果显示：教师评价素养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评价态度维度得分最高，评价能力次之，评价

知识最弱；四者间相关性显著，但存在“态度积极却行动不足”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教师普遍缺乏评

价结果运用能力、评价知识储备不足，且园所对评价素养的重视程度有限。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年

龄和专业背景是影响评价素养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加强家园协同以落实评价结果，系

统补足评价知识短板，并通过园所支持与教师自主反思提升评价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幼儿教师儿童发展

评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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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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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education eval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directly impacts teaching quality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assessment literacy amo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Kucha City, 
employing a combined approach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eachers’ 
overall assessment literacy is at a medium level, with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attitude dimension, 
followed by evaluation ability, and the weakest in evaluation knowledg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exist among these dimensions, but a notable dilemma emerges: teachers exhibit positive attitudes 
yet lack practical action. Specific challenges include insufficient capacity to utilize evaluation re-
sults, limited knowledge reserves, and inadequate emphasis on assessment literacy by kindergar-
tens and teachers themselves. Furthermore, gender, age,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re identi-
fied as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assessment literac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on to implement evaluation outcomes, 
systematically addressing knowledge gaps, and enhancing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institu-
tional support and teacher self-reflec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kin-
dergarten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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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前教育体系中，儿童发展评价是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环节。随着国家对幼儿学习与发展

评价关注度持续提升，幼儿教师作为教育引导者，既要精准把握幼儿发展规律，也要顺应学前教育改革

趋势。教学实践中，教师需遵循“以学定教、以教促学”原则，推动评价与教学深度融合，助力幼儿全面

发展。教师的评价素养直接决定教育活动中评价的科学性与适切性，因此，提升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

素养，既是强化其专业能力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理论框架可以从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构建：

评价态度、评价知识和评价能力。这一框架整合了国内外相关理论，并根据幼儿教育的特殊性进行了

适应性调整。(1) 评价态度。评价态度是指教师对儿童发展评价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倾向。斯蒂金斯

(Stiggins, 1991)强调，评价素养的核心之一是教师对评价的积极态度和责任感[1]。全美幼教协会

(NAEYC)提出，评价应以促进儿童发展为目的，教师需具备“发展适宜性”的评价理念。国内学者郑东

辉(2010)也指出，评价态度是教师评价素养的基础，包括对评价的重视程度和伦理意识[2]。(2) 评价知

识。评价知识涵盖教师对评价理论、方法和工具的理解。韦伯(Webb, 2002)提出“方法类知识”和“结

果解释知识”是评价素养的关键组成部分[3]。美国教师联盟(AFT)的“七标准说”进一步细化了教师需

掌握的评价知识，包括设计评价工具、分析评价数据等。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则强调教师需具

备儿童发展理论和多元评价方法的知识[4]。(3) 评价能力。评价能力指教师在实际评价活动中运用知识

和技能的水平。谢弗(Schafer)的“八领域说”从评价程序的维度对幼儿教师的评价能力进行建构，将评

价能力简化为选择与开发的评价方法、描述和解释评价结果、运用与传递评价结果等方面[5]。国内学

者王少非(2009)提出，评价能力是教师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尤其在动态评价和个性化支持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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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6]。 
近年来，对于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国外研究更注重评价的“真实性”和“情境性”。高瞻课

程(High/Scope)提出的“儿童观察记录表(COR)”强调在真实活动中评价儿童的社会性、认知等领域的发

展[7]。新西兰“学习故事”方法则通过叙事评价凸显儿童的主体性。而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评价素养理

论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张琪(2020)提出幼儿教师评价素养的“三维一体”模型(态度–知识–能力)，并强

调传统文化对评价伦理的影响[8]。郝晓晨(2021)基于实证研究指出，我国幼儿教师评价知识薄弱，尤其在

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短板[9]。上海市在《上海市学前教育纲要》中构建了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

涵盖身体、语言、社会性等 6 大领域[10]。江苏省部分幼儿园尝试结合“档案袋评价”和“游戏观察”，

探索多元化评价路径[11]。总体而言，国内外均认同评价素养的多元维度，且强调评价对儿童发展的促进

作用。但国外研究更注重技术整合和实效性，而国内研究偏重理论框架构建，实践层面的创新较少，评

价工具的本土化适配性仍有待提升，对部分地区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水平及提升策略研究较为不

足。因此，本研究聚焦幼儿教师在儿童发展评价时的综合素养，包含态度、知识和技能，以库车市幼儿

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现状特点，并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提升策略，以期

推动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提升，促进幼儿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罗春艳编制的《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调查问卷》[12]，问卷含评价态度、知识、能

力 3 个维度，共 49 题，分教师基础信息和评价工作调研两部分。该问卷克隆巴赫 Alpha 值 0.978、KMO
值 0.955，信效度良好。2023 年 11 月~2024 年 3 月，以库车市 18 所幼儿园教师为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

201 份问卷，回收 179 份(回收率 89%)，剔除 6 份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173 份(有效回收率 86%)。教师

基本信息涵盖性别、年龄、教龄等多方面内容，基本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acher 
表 1. 教师基本信息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1. 您的性别 男 22 12.72% 

女 151 87.28% 

2. 您的年龄 20 岁以下 5 2.89% 

20~30 岁 126 72.83% 

31~40 岁 34 19.65% 

41~50 岁 8 4.62% 

3. 您的教龄 5 年以下 100 57.80% 

5~10 年 42 24.28% 

11~15 年 22 12.72% 

16~20 年 3 1.73% 

4. 您的学历 中专及以下 7 4.05% 

大专 45 26.01% 

本科 121 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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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您的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130 75.14% 

其他 43 24.86% 

6. 您的职称 未评 89 51.45% 

一级 44 25.43% 

二级 39 22.54% 

副高级和正高级 1 0.58% 

7. 您任教的班级 小班 41 23.70% 

中班 67 38.73% 

大班 65 37.57% 

8. 您的班额 25 人以下 38 21.97% 

25~30 人 95 54.91% 

31~35 人 27 15.61% 

35 人以上 13 7.51% 

 
从表中看到不同的变量均有分布，调查对象的范围涵盖广泛，问卷数据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各个

变量的频率分布看到，虽然在性别上男生的占比为 12.72%，女生的占比为 87.28%，看似差异较大，但这

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性是相符合的。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分布的基本情况基本满足抽样要求。 

2.2. 访谈法 

本研究在发放问卷的同时，对库车市某幼儿园的 10 位教师进行访谈，访谈提纲采用的是罗春艳研究

者的《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访谈提纲》，提取访谈结果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本研究的研究论据。 

3. 研究结果 

3.1.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总体水平 

Table 2.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mean scor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dimension 
表 2.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评价态度 评价知识 评价能力 评价素养 

M 4.173 3.948 4.136 4.105 

SD 0.665 0.777 0.688 0.657 
 

从表 2 中可见，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总分为 4.105，处于居中水平，这说明库车市幼儿教师评

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进一步对维度的分析发现，评价知识得分为 3.948 得分最低，评价态度得分 4.173
最高，评价能力得分 4.136，各维度得分排序为：评价态度 > 评价能力 > 评价知识。 

3.2.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各维度上的表现 

从表 3 中的数据可见，评价要体现“以儿童为本”的平均值最高，说明教师对评价要以儿童为本的

理念有较高的认识。评价中儿童具有参与评价的能力平均值最低，说明教师需要加强对儿童的认识和了

解。幼儿教师对评价态度的选择均在 4 分左右，分值较高，教师对评价态度的认同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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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literacy in evaluation attitudes (N = 173) 
表 3.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评价态度上的表现(N = 173) 

题项 Min Max M SD 

1. 我认为儿童评价有助于家长工作的开展 1.00 5.00 4.09 0.82 

2. 儿童是评价的重要主体 1.00 5.00 4.24 0.92 

3. 儿童评价是调整活动计划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1.00 5.00 4.13 0.88 

4. 我认为评价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00 5.00 4.24 0.82 

5. 我认为对儿童的评价有助于我的专业发展 1.00 5.00 4.23 0.84 

6. 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发挥多元评价的功能 1.00 5.00 4.31 0.93 

7. 儿童的评价应贯穿在一日生活当中 1.00 5.00 4.17 0.94 

8. 我认为评价结果可以作为我与他人沟通交流的 1.00 5.00 4.08 0.88 

9. 我认为儿童具有参与评价的能力 1.00 5.00 3.92 1.04 

10. 我觉得对儿童的评价有助于改进我的教学 1.00 5.00 4.21 0.83 

11. 我认为评价有助于发现儿童的特殊需要 1.00 5.00 4.13 0.87 

12. 观察记录表是收集评价信息的重要手段 1.00 5.00 4.23 0.85 

13. 我觉得对儿童的评价有助于我的教育计划和决策 1.00 5.00 4.19 0.79 

14. 我认为要基于对班上每个儿童的了解才能进行评价 1.00 5.00 4.17 0.87 

15. 我认为对儿童进行正确的评价可以帮助我树立科学的评价观 1.00 5.00 4.23 0.86 

16. 家长是儿童评价的重要主体 1.00 5.00 4.03 0.91 

17. 我常常运用儿童评价结果给家长提供建议 1.00 5.00 4.03 0.92 

18. 我觉得评价要体现“以儿童为本” 1.00 5.00 4.34 0.86 

19. 对所有儿童的评价应该是公正合理的 1.00 5.00 4.34 0.88 

 
Table 4. Performanc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literacy in evaluation knowledge (N = 173) 
表 4.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评价知识上的表现(N = 173) 

题项 Min Max M SD 

20. 我清楚地知道儿童评价的标准 1.00 5.00 3.84 1.00 

21. 我具备丰富的儿童评价知识 1.00 5.00 3.84 0.99 

22. 我能够顺利地实施评价计划 1.00 5.00 3.97 0.92 

23. 我常常能够制定合理的儿童评价计划 1.00 5.00 3.90 1.00 

24. 我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儿童多方面的信息 1.00 5.00 4.04 0.90 

25. 我能够运用多种儿童评价方法 1.00 5.00 3.96 0.95 

26. 我熟知多种儿童评价的方法 1.00 5.00 3.86 0.95 

27. 我经常用观察法等方法来收集儿童评价的相关信息 1.00 5.00 4.13 0.80 

28. 我能够有效记录收集到的评价信息 1.00 5.00 3.93 0.90 

29. 我能够用儿童评价知识来分析评价信息 1.00 5.00 4.02 0.86 

 
表 5 数据显示，教师在收集儿童评价信息时，运用观察法的平均值最高，体现出对儿童发展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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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然而，在评价儿童的标准和知识掌握方面，教师打分最低。访谈发现，教师普

遍认为自己缺乏评价知识，虽期望正确评价幼儿，但因知识欠缺而面临困难。 
 

Table 5.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in evaluation competence (N = 173) 
表 5.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评价能力上的表现(N = 173) 

题项 Min Max M SD 

30. 每次观察我都会写观察记录 1.00 5.00 3.99 0.95 

31. 我能够基于每个儿童的发展情况来评价儿童 1.00 5.00 4.06 0.87 

32. 我认为评价要覆盖到所有领域 1.00 5.00 4.08 0.93 

33. 我能够在评价活动结束时及时进行反思 1.00 5.00 4.08 0.79 

34. 我能根据评价目的制定评价方案 1.00 5.00 4.04 0.88 

35. 我善于运用评价结果去改进观察活动 1.00 5.00 4.02 0.86 

36. 我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多元的发展潜能 1.00 5.00 4.35 0.83 

37. 活动目标应与儿童的发展目标 1.00 5.00 4.20 0.81 

38. 观察记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拍照，视频等 1.00 5.00 4.40 0.79 

 
表 5 数据显示，“每个孩子都有多元发展潜能”这一认知的平均值最高，反映教师对儿童个体差异

的尊重，秉持开放包容的儿童发展态度。而“每次观察都写观察记录”的平均值最低，表明幼儿教师观

察记录书写频次较低。数据标准差在 0.79~0.95 之间，波动较小，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访谈表明，

幼儿教师日常工作繁重，期末及活动密集期常需牺牲周末休息时间。观察记录书写缺失，一方面是园长

体谅教师辛劳，未作硬性要求；另一方面源于教师自身对观察记录表的认知不足。 

3.3.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dimensions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表 6.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各维度间的相关分析 

 评价态度 评价知识 评价能力 评价素养 

评价态度 1    

评价知识 0.807** 1   

评价能力 0.807** 0.830** 1  

评价素养 0.958** 0.926** 0.915**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6 中相关性分析显示，评价态度、评价知识、评价能力、评价素养各变量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其

中，评价态度与评价知识、评价能力的相关系数均为 0.807，与评价素养相关系数达 0.958；评价知识与

评价能力、评价素养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30、0.926；评价能力与评价素养相关系数为 0.915。 
有研究提出“素养 = (知识 + 能力)态度”的计算模型，表明态度对知识与能力有乘方作用。积极的

评价态度可激发评价者兴趣与动力，推动评价活动开展；评价知识是评价基础，影响评价的准确性与客

观性；评价能力决定知识运用效率。评价素养综合涵盖以上三者，积极态度能促进评价者拓宽知识、提

升能力，进而提高评价素养，四者相互影响，共同构建完整的评价活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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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评价素养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通过 SPSS 计算得知，三个维度在教龄、学历、职称、班级、班额等 5 个变量上的差异性不显著，因

此，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重点分析评价素养在年龄和专业上的差异性，性别则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性别上的差异 
此次研究对象，男性仅有 22 人，女性有 151 人，男女比例失衡是幼儿园长久以来都存在的问题。由

差异分析得，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性别水平未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样本量差异，用折线统计

图来对比分析其均值水平。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Mean value comparison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literacy by gender 
图 1.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性别上的均值对比 

 
折线统计图显示，女性幼儿教师在评价态度、知识、能力及素养的平均分均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

于幼儿教师职业需高专业与情感投入，女性情感细腻，对幼儿身心发展需求更敏感，且学前教育课程设

置契合女性优势。同时，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更擅长与儿童相处，这种期望或增强女性幼儿教师职业自信，

促进其能力发挥，故而女性在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评价素养上高于男性。 
(2)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年龄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出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年龄方面的差异，具体结果参见下表 7： 

 
Table 7. Age differences in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essment literacy 
表 7.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年龄上的差异 

变量 
30 岁以下(N = 131) 30 岁以上(N = 42) 

T P 
M SD M SD 

评价态度 4.14 0.71 4.29 0.50 −1.32 0.19 

评价知识 3.88 0.83 4.15 0.55 −2.34 0.02* 

评价能力 4.07 0.74 4.34 0.47 −2.77 0.01** 

评价素养 4.05 0.70 4.26 0.46 −2.24 0.03*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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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 7 可以看出，通过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年龄对评价态度、评价知识和评价能力存在显

著差异。差异可能是由于 30 岁以下的幼儿教师多数工作时间较短，尚处于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他们往

往更侧重于自身的生存状态和教学质量，容易忽视了对幼儿的关注。然而，核心的教师评价素养正体现

在对幼儿的关注上，并通过评价来有效促进他们的学习与发展。遗憾的是，这正是年轻教师群体容易疏

忽的地方。 
(3)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专业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专业上的差异，结果见下表 8： 

 
Table 8. Differences in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by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表 8.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在专业上的差异 

变量 
学前教育(N = 130) 其他(N = 43) 

T P 
M SD M SD 

评价态度 4.12 0.67 4.34 0.65 −1.90 0.06 

评价知识 3.86 0.78 4.21 0.70 −2.61 0.01** 

评价能力 4.06 0.69 4.37 0.65 −2.58 0.01* 

评价素养 4.04 0.65 4.31 0.63 −2.42 0.02* 

*p < 0.05, **p < 0.01. 
 

从上表 8 可知，利用 t 检验(全称为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专业对评价态度，评价知识，评价能力，评

价素养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早年库车所在地区师资力量不足从其他地区大量引进不限专业、不限

学历、不限户籍的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被引进教师所接受的教育资源、教育经历、教育背景相

对而言比较丰富，他们较强的学习能力、多样的思维方式导致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儿教师评价素养反而比

其他专业幼儿教师的评价素养稍低一些。 

4.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提升策略 

4.1. 加强与家长的互动，使评价结果有效落实 

4.1.1. 分享孩子在园的变化，让家长看到孩子的成长 
教师可通过记录幼儿成长瞬间促进家园共育，以拍照或视频留存幼儿细微进步，向家长分享进步过

程中师生的共同努力，传递科学教育理念。同时，构建多元沟通渠道，利用家长微信群实时分享互动片

段，定期召开家长会明确沟通时段，对消息延迟回复说明缘由，并依托家长委员会，及时反馈幼儿评价

结果，倾听家长建议，实现家园协同促进幼儿发展。 

4.1.2. 认可老师的教育方式，化被动为主动 
幼儿园可通过举办亲子讲座、座谈会等活动，向家长普及科学教育理念与育儿知识，指导其科学育

儿。针对语言沟通障碍，可提前协调家委会家长担任翻译，提升活动成效。活动中，着重传递科学育儿

观念，如强调批评与表扬需适度，避免损害幼儿自信心或造成外部认可依赖；引导家长重视及时回应幼

儿、平等相待。同时，为家长提供观察幼儿、纠正幼儿坏习惯等实用教育方法，助力解决日常育儿难题，

促进家长认同教育理念，主动配合教育工作。 

4.1.3. 有效利用评价结果，真正实现家园共育 
基于幼儿评价结果，家园应协同为孩子设定明确、可衡量的发展目标，制定兼顾优势与不足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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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计划。同时，教师与家长需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及时共享幼儿在园、在家表现，以此深化对幼儿

成长状况的了解，推动家园共育，助力幼儿全面发展。 

4.2. 积极学习评价知识 

评价知识是幼儿教师开展评价活动时所应具备的基础性知识，评价知识影响着幼儿教师思考问题的

方式与过程，进一步改变着幼儿教师的行为。幼儿教师评价知识掌握的薄弱情况直接影响评价活动能否

顺利开展。 

4.2.1. 拓宽渠道，自主学习 
基于幼儿评价结果，家园应协同为孩子设定明确、可衡量的发展目标，制定兼顾优势与不足的个性

化教育计划。同时，教师与家长需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及时共享幼儿在园、在家表现，以此深化对幼儿

成长状况的了解，推动家园共育，助力幼儿全面发展。 

4.2.2. 积极培训，有效学习 
幼儿园应该具有针对性的开展专业的评估培训及讲座，为幼儿教师提升评价素养添砖加瓦，有效助

力。幼儿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不应仅仅满足于抄录培训讲师的 PPT 内容，单纯用笔在本子上写下来是不

够的。这样的做法只是对讲师话语的简单复制，而非真正的理解和掌握。相反，教师应该学会深入思考，

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去深入挖掘培训内容，最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教师只有真正地从中受益，

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4.3. 语言结合行动，提升评价能力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除了口头评价外，还应结合观察记录、作品展示、家长反馈等多种方式，全面

客观地评价幼儿的发展状况。 
行动与语言联动，将行动计划与评价体系相结合，用实际行动支持评价结果的实施和反馈，确保评

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定期反思与调整，定期对评价体系和行动计划进行反思和调整，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为幼儿的成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支持。 

4.4. 全面认识并重视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 

幼儿教师需全面掌握儿童发展评价素养，并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以避免教育实践受到不良影响。但

评价素养的提升无法仅凭个人，还需要园所助力。 

4.4.1. 幼儿园所支持 
幼儿园应该减轻幼儿教师负担，减少形式化的行政工作，让幼儿教师着眼于幼儿发展及自身专业化

发展，真正服务于幼儿发展。将幼儿教师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幼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促

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实践中去。此外，明确评价的目标、内容、方法、周期等，确保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

有效性，并根据教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制定符合本园实际的教师评价标准。这些标准也应关注教

师的专业能力、教育教学方法、师德师风等方面，体现园所的教育理念和特色。幼儿园应该为教师创造

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4.4.2. 立足本心，努力提高自身评价素养 
教师应积极学习评价知识，深入理解评价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为开展评价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通过参与评价实践，包括自我评价、同伴评价以及专家评价等多种途径，教师应全面审视自己的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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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教师应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具体的改

进计划，并积极实践。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改进，促进自身专业素养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 
总之，促进幼儿教师的评价素养需要幼儿园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只有双方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才

能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5. 结论 

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工作在幼儿园中显得繁琐又重要，教师评价素养受教师自身的教育背景、教

育经验、专业发展机会等影响参差不齐。本研究采用罗春艳学者《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的调查研

究——以 T 市幼儿园为例》中《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调查问卷》和《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素养

访谈提纲》对库车市部分幼儿教师评价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得出在园幼儿教师男女比例失衡较严重，且

女性幼儿教师评价素养高于男性；30 岁以上的幼儿教师评价素养高于 30 岁以下幼儿教师；其他专业的

幼儿教师评价素养高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态度积极向上但缺乏对评价结

果的有效运用；幼儿教师掌握的评价知识不足且缺乏系统性；幼儿教师儿童发展评价能力缺乏行动支撑。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有效落实评价结果、积极提升评价知识及加强园所支持等策略以期有效提升幼儿教

师儿童发展评级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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