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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play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 prejudice caused by tradit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and the lack of sense of belonging caused by gender differences 

will hinde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dvantages to reduce prejudice, the 

combination of indifference requirements and individualized training can help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ender advantages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oth men and women are competent for the work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ea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Comprehensive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is the ideal effect. After efforts, the recognition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arents’ participation form a virtuous circle, and the professional 

promotion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orm a virtuous circle.



·251·
男幼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管理对策与成效分析

——以湖州市童星幼儿园为例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204025

Key words: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fluence factor; 

Management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ceived: 2020-08-14; Accepted: 2020-09-13; Published: 2020-09-28

男幼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管
理对策与成效分析
——以湖州市童星幼儿园为例

吴小丹 1  陈  丹 2*

1．湖州市童星幼儿园，湖州；

2．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湖州

邮箱：

摘  要：男幼师对幼儿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

造成的职业偏见、性别差异导致的归属感缺失等因素都会阻碍男幼师的专业发

展。通过宣传男幼师的优势以削减偏见、无差别要求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等措

施都有助于发挥男幼师的性别优势，促进其专业发展。男性与女性均可胜任幼

儿教师工作，各自都有优势，全面而正向的发展是较为理想的成效。经过努力，

男幼师的被认可度与家长参与度形成良性循环、男幼师的专业提升与幼儿的成

长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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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教师与女性教师各有优势，对幼儿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

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男幼师力量增强是大势所趋，湖州市童星幼儿园（以下

简称为“我园”）教师队伍也增加了男性风景线。为了发挥男幼师的独特作用，

我园在分析男幼师专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施了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经验总结提炼如下。

1  症结：阻碍男幼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幼儿园阳刚之气的缺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受到关注，相关的研究也陆

续涌现，但男幼师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我园自2010年8月引进3名男幼师之后，

便一直为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而努力。据有关资料调查显示：男幼师这一职业，

在职业价值观排序上依次为人际关系、自我发展、贡献、物质生活、威望、家族等。

结合本地实际，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践观察，负面影响因素可以被概况为性别刻

板印象造成职业偏见、性别差异影响男幼师的专业发展与归属感。

1.1  性别刻板印象造成职业偏见

刻板观念指的是人们受特定观念的影响而导致的僵化、死板的思维定势，

而性别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特定性别角色与行为模式的凝固化、狭隘化的观

念。性别是天生的，但性别意识是社会后天建构的，是制度、观念等或明或暗

地规训制约的结果。这种关于性别与能力的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对职场的判断

与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个体因性别差异而被集中到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职

业之中。职业对人的重要作用不只是金钱，更承载着人类的许多重要价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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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职业的社会功能、经济地位、社会权利、专业化程度共同决定着职业

社会地位的高低［1］。很不幸的是，传统观念认为家庭的“顶梁柱”应该由男

性来担当，而在很多人看来，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对于男性而言并不高，

这对男幼师而言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在幼儿教育领域，由于女性被赋予温柔、和顺、细致、能忍耐、有同情心

等特征，而幼儿需要被爱心、耐心、细心地对待，使得大众心目中认为女性幼

儿园教师的工作更适合女性担任。由于幼儿教师被贴上了“属于女人的工作”

的传统性别标签，故而在很多人看来男性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幼儿教师特定

形象［2］。有些家长也因为种种性别刻板印象，诸如男性粗心、手重、不够耐

心等顾虑而对男幼师的工作效果产生怀疑，担心他们不能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

保育。尤其是女童家长，对男幼师做诸如换衣服等贴身工作心存疑虑。

在招聘时，我园招聘男幼师的信息一经公布便引得园内园外议论纷纷：为

什么要男性当幼师？男性和女教师整天呆在一起不别扭吗？日常生活会带来不

便吧？类似种种好奇、疑惑、偏见都接踵而来，在面试时评委也向男应聘者不

断询问类似的问题。女幼师不必经历这样的质疑，而男幼师进入这个行业实属

不易。

故而，尽管业内人士逐渐认识到男幼师对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性［3］，但

仍然有很多幼儿园很难招聘到合适人才。归根究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别刻

板印象造就的职业偏见所带来的无形的、巨大的阻力。

1.2  性别差异影响男幼师的专业发展与归属感

尽管男幼师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幼儿园教师队伍中女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

地位。

一方面，幼儿园管理者与优秀教师从女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内部向外

审视男幼师，对他们的期望值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固定框架的偏见。在管理模

式、任务安排、评价方式等方面如果不能考虑到男幼师的特殊性，会加剧男幼

师的不适应感。我园管理层也曾有过误区——在对男幼师管理的探索起步阶段，

男女的日常分工都一致，带班局限性很大，男幼师在生活环节中经常会遇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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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难题：老师帮我扎辫子；老师帮我擦屁屁；老师帮我扣扣子……以评价女幼

师的标准去要求男幼师，看到的是男幼师的薄弱与不擅长之处，这实际上是用

男性弱势与女性优势相比较。原本预期能够带来阳刚之气的男幼师不得不苦练

扎辫子技能，满腔热情被细节琐事消磨褪色。男幼师未被给予广阔的发展平台，

专业发展空间狭窄。这种现状使得男幼师对学前教育工作产生无聊、枯燥、大

材小用的心理感受，这不仅不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还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

另一方面，优秀幼师中女性比例多，故而很多实践知识与默会知识在女性

群体中很容易扩散与传播；但优秀幼师中男性比例少，故而男幼师很难向优秀

同性请教与交流经验。工作之余，休闲娱乐也会影响同事之间的配合度与亲密度，

幼儿教师不仅在正式的工作场合中合作，而且在生活场景中也难免会对工作与

专业进行沟通与交流［4］。然而，有男幼师反映男女兴趣点的格格不入：她们

关注美容护肤，我想去打球；她们聊感情故事，我想去打游戏。由于男女的兴

趣爱好不同，在女性居多的环境里，男幼师往往很难将自己归属于幼儿园教师

这个群体。

群体交往中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如果同伴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与兴趣，

从事相仿的活动，彼此之间有情感共鸣，那么个体就会有归属感；如果在人

群中格格不入，个体就会感到孤独没有底气。在女性为主的幼儿教育生态系

统中，男幼师的创新与技巧很难在交流传播中凝结成群体性智慧。实践支撑

体系的空缺对男幼师的专业发展造成了障碍，难以形成独特的教育魅力，使

得他们缺乏职业归属感。在这个类似“女儿国”的地方，有的男幼师感到被

过分关注，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在眼里；但是被关心不够，内心的想法与苦

闷很难被人理解［5］。

2  对策：综合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男幼师的专业
发展

在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策略：宣传

男幼师的优势以削减偏见、无差别要求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以发挥男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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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宣传男幼师的优势以削减偏见

为了防范家长及其他人士对男幼师可能具有的偏见，消除男幼师受到毫

无根据的不公正对待的可能性，我园采用多种途径宣传男幼师对幼教事业的

必要性。

首先是宣扬幼教界男性专家的事迹，让周围的人知晓男幼师的独特价值。

比如，西方幼儿园创始人福禄贝尔、我国现代幼教事业开拓者陈鹤琴、幼教前

辈张宗麟等人都是男性，而且都从事过幼儿教师工作；当前 985 高校学前教育

专业有多名男教授都曾做过男幼师，例如博士生导师刘晓东教授、姜勇教授等

都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做过幼儿园教师，而且他们都在公开场合表达男幼师的

经历有助于他们的理论研究；利津游戏的创始人赵园长是山东汉子，将坚毅、

勇敢、智慧等融入幼儿教育之中。

其次是介绍幼教界的实践取向，多所大学的学前教育系要求新教师入职之

前都要有在幼儿园的实践经历，高校男教师也要走进幼儿园实践半年至一年时

间。这些男博士、男硕士在幼儿园中也是从事男幼师的工作，从他们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的思考感悟、与幼儿的开心合影等可以看出，男幼师的工作极为重要，

充满着担当与智慧。

如此种种的宣传都是为了引导舆论，为男幼师的发展营造良好正向的氛围。

2.2  无差别要求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以发挥男性优势

无差别要求是指男幼师首先必须是“好幼师”。丹麦在“值得争取的人”

的项目中探讨了幼师队伍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平衡等问题，尊重男女不同的做

事方式，最终落脚于“合格的专业教师”，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进行模糊化

处理［6］。男幼师的专业发展需要对接幼儿园的整体发展，融入幼儿教师队伍

成为有机组成部分［7］。故而，对男幼师在教育质量与专业发展的要求并不能

因为男性而有所降低。然而，平等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在扎辫子

等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放，而是根据个人优势合理地安排适宜的工作。

在无差别要求的基础上，个性化培养是有益补充。经过讨论与分析，我园

将男幼师的职业生涯规划为三个阶段：熟悉期、适应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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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侧重。

第一个阶段：熟悉期。在男幼师入职后不久，通过全面观察、剖析男幼师

的个性、特长以及能力特征，将男幼师分别与个性互补的骨干女教师搭班。这

些骨干女教师理解与关心男幼师的难处，为其工作与生活排忧解难，在需要的

时候引入园领导的力量提供支持与帮助。不仅如此，园内工青组织等也鼓励男

幼师参与诗朗诵等园内竞赛，让他们在大众中展示自我。

第二个阶段：适应期。在男幼师开始融入幼儿园工作之后，在做好男幼师

园本教研的同时，我园也与同区、外区姐妹园合作举办男幼师的联谊与沙龙活

动。我们经常会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借助男幼师特有的优势，进行展示、研

讨与切磋。尤其是在男幼师擅长的健康领域和信息艺术领域，列出优势或疑惑，

建立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实践。旨在通过拓展长期而稳定交友圈的方式来帮助

男幼师融入幼教队伍，增加其职业身份的认同感。

第三个阶段：发展期。经过熟悉期与适应期，男幼师的风格与优势便显露

出来了，我园依据男幼师特长开发了特色课程与突出男性气质的游戏活动。在

2012 年，我园组建了男幼师健康教研组，根据各年段男幼师的基础优势，结合

幼儿的实际现状，学习安吉游戏的精神，建立了以幼儿混龄为主线的实践研究

课题，在区、市分别立项并获奖。

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根据固定时间而进行死板机械的分割，阶段分割是根据

男幼师的状态而定。从熟悉到适应到发挥特色优势而提升与发展，男幼师们向

着理想的轨迹与目标不断前进。

基于兼容平等和差异于一体的理念，使得男幼师跳脱性别身份的束缚，发

挥独特的性别优势［8］。这样合理的差别对待，有助于帮助他们在女性主导的

领域走出个性化道路，提升他们的成就感与价值感，促进其专业发展。

3  成效：男幼师的专业发展带动了良性循环

经过前期的种种努力，不仅我园男幼师的社会认可度得到提升，而且男幼

师的专业提升也促进了幼儿的发展，男幼师的独特价值与社会认可度形成了良

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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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男幼师的被认可度与家长参与度形成了良性循环

经过努力，良好正向的舆论氛围形成了，家长也逐渐放下偏见去了解男幼

师的工作，逐渐被男幼师展现出来的性别优势所触动，逐渐认识到男幼师的重

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直观的转变很自然地发生了：

一方面，家长对男幼师的认可度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在家长眼里，活泼开

朗的男幼师就像是“孩子王”，他们能用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和积极乐观的阳

刚之气给幼儿带来冒险游戏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很多家长看来，男幼师是

稀缺资源，他们很愿意将孩子送进男幼师的班级。

另一方面，家长参与幼儿园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了拓展。在广度上，以

前我园活动主要是由幼儿妈妈与祖辈家长参与，男幼师设计了一些让幼儿父亲

感兴趣的活动，因为有共同语言，很多幼儿父亲和男幼师成了朋友。在深度上，

由于互相理解与认同，家长的支持力度也提高了。例如，男幼师经常会组织幼

儿开展具有冒险性的游戏，难免会磕磕碰碰。由于男幼师与家长的沟通既及时

又专业，故而家长可以理解这些“在成长中在所难免的伤痛代价”。

就这样，家长对男幼师的认可度不断提升，男幼师也在工作压力与角色冲

突下不断调节情感与动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境。

3.2  男幼师的专业提升与幼儿的成长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经过努力，男幼师的专业认同与精神追求逐渐被激发并形成了促进男幼师

专业发展的推动力，男幼师与女幼师的优势也不断融合，共同促进了幼儿的成

长发展。

首先，男幼师的专业认同与精神追求被激发了起来。专业认同是动态发展的，

伴随着教师对工作与体验的认识与解释。我园为男幼师搭建的交流平台正式程

度较低而联接度较高，教师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互相尊重，很多个人化的、情

境化的、默会的知识与体验获得了沟通交流，思维与感情在叙事分享、倾听支

持的过程中自然流动。在这个过程中，男性的思维与声音得到彰显与辐射，男

幼师的特长与需要得到认可与支持，孤军奋战的壁垒被打破，男性力量得到增强。

与此同时，自主选择与支持性环境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内在尊严与快乐，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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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幼师对职业价值的精神追求。单调乏味、不被理解的工作会让人丧失生命激情，

正向良好的专业发展氛围与前景有助于提升男幼师的职业满意度与专业发展程

度，进而帮助男幼师追寻职业意义。

其次，男女教师的优势契合带来多元发展。男性与女性均可胜任幼师工作，

不必机械死板地规定性别均衡或表面平等，而是尊重教师的兴趣、观念与做事

风格，理念比性别更重要。在我园，男女教师经过长期的反思与融合，已经形

成了各有所长又和谐融洽的局面：在教学中，各有所长，各自有擅长的领域；

在室内生活中，女幼师是生活经验的领路人，幼儿更多寻求女教师的帮助与引导；

在户外游戏中，男幼师是第一玩伴，幼儿往往喜欢围在男幼师身边，这是因为

男幼师能够与幼儿尽情地玩耍、忘我地游戏，还能不断发明新玩法，满足了幼

儿对游戏与情感的需求。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教研、讨论

以及幼儿选择而形成的，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持条件。例如，我园在开

展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的课题实践中，男幼师具有创意、大胆的思维模式催

生了战壕游击、梯子天桥以及玩具城堡等具有挑战性的游戏玩法，超出了女幼

师的舒适区束缚。实践证明，经过与男幼师的勇敢游戏，幼儿身心获得了全面

发展：攀爬跑跳促进了幼儿的动作发展与身体协调；对挫折的坚持促进了幼儿

意志力的发展；游戏中的问题解决有助于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与自信心增加；

师幼交往与同伴交往有助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由于成效显著，这个课题在区、

市分别立项并获奖。

经过多年努力，我园男幼师的专业发展不断获得提升，男女性别优势的契

合度也得到提高，为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提供了优质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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