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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通过一项网上的调查问卷，对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需求进行了

评价，并比较了新手与富有经验的培训师之间的不同。研究还调查了培训师经常

使用的教学技术和教学资源。调查结果为本州西南地区的幼儿教育培训师培训标

准的制定提供了信息和指导。回答问卷的人员主要是具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

白人女性。结果发现，幼儿教育培训师最感兴趣的内容是成人学习的原则，教学

技术，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应用相关的最新研究，以及设计和呈现有效培训。研究

参与者表示他们最倾向于每次 2-3 小时的网上培训模式。培训者在培训的过程中

最经常使用的形式是发放材料、讲座、小组或大组活动。幼儿教育培训师对参与

圆桌讨论，并每月定期收到有关培训内容的邮件较有兴趣。该研究结果表明，加

强培训师专业发展的质和量，幼儿教育事业将会从中受益。 

引言 

 对幼儿保教人员实施培训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 

(Doherty, Forer, Lero, Goelman, & LaGrange, 2006; Fukkink & Lont, 2007; Ghazvini 

& Mullis 2002)。但是，对于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和需求的研究却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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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认为，那些即将成为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人已经具备了必须的教

育和经验来从事对幼儿保教人员进行教学和培训的工作。有些州已经颁布了幼儿

教育培训师资格标准，但是州与州之间的标准有所不同（National Child Care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2010）。例如在乔治亚州，一级培训师

需要具备幼儿教育专业本科学历，3 年的幼儿教学经验，60 小时对成人学习的培

训经验以及修完 40 小时的培训师课程（National Child Care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2010）。相比之下，新墨西哥州则要求培训师具有幼

儿教育专科及以上学历，至少 2 年的幼儿教育经验，在过去 3 年中至少做过 20

小时的成人培训工作（New Mexico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Department, n.d.）。 

幼教培训师面对不同的幼儿保教人员，他们获得不同的教育文凭、接受过不

同的培训和具有不同的经验。这些教育工作者又接着需要培养来自不同种族、文

化和社会经济背景，具有不同的语言和能力的儿童(Buysse, Winton, & Rous, 

2009)。因此，传授有效的专业发展的技能、水平和学习方式值得进一步的考察。 

成人学习 

深入的理解成人如何学习能有助于培训师安排教育活动，符合学习者的需求

(Merriam, 2008)。成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更会受到生活经验和自我

导向的影响（Collins, 2004; Lawler, 2003)。根据科林斯（2004）的研究，成人在

参与设计和培训时使用以下四个原则，培训会更加有效。 

1. 当新知识建立在原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成人的学习达到最优化。成人

的教师发现，当帮助成人学习者将过去的经验和新知识建立联系时，能够取

得教学上更大的成功（Collins, 2004）。 

2. 如果成人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把自己看做是学习过程的合作者，成人将会

有更多的学习动力。 

3. 成人学习者更关心真实的教学实践，并在解决问题的背景下将新知识应用

于目前的/个人的情境中。当他们发现培训符合个人的需求，成人就开始参与

学习过程，并将这些信息整合和运用到当前的情境中（Karagiorgi, Kalogirou, 

Theodosiou, Theophanous, & Kendeou, 2008; Lawl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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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旨在提高成人自尊心和专业发展培训的设计能使成人从中受益。一个相互

尊敬，安全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能促进最优化学习（Collins, 2004; Lawler, 

2003）。使用成人学习的原则可以提高专业发展的水平。 

 

专业发展 

尽管有关幼儿教育培训师专业发展需求的研究还很少，但是很多研究已经考

察了培训对幼儿教育专业人员队伍的影响。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幼儿保教人员的

专业发展会对儿童产生积极的作用（Powell, Diamond, Burchinal, & Koehler, 2010; 

Saracho & Spodek, 2007; Yoon, Duncan, Lee, Scarloss, & Shapley, 2007）。福肯克和

龙特 (Fukkink, & Lont, 2007) 对幼儿保教人员的培训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元分析，

关注的问题是：“培训有用吗？”作者分析了 1980-2005 年间同行评审过的发表论

文，结果认为对师生互动的专业化培训对幼儿保教人员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积极效

果。元分析的结果还表明，幼儿保教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比年龄、工作经验和心智

健康等因素具有更好的预测性。 

加兹维尼和穆利斯 (Ghazvini, Mullis, 2002) 发现, 在幼儿保教机构，预测高

质量的保教和敏感的师生互动最好的指标是：（1）幼儿保教人员的专业培训；（2）

更高的师生比；（3）课堂中有计划的活动，以及（4）较低的压力。经过正式和

非正式幼儿教育培训的保教人员在师生互动的敏感性评定上得分较高。即使在修

正了保教人员的经验以及师生比和班级类型的差异因素后，与参加低水平培训的

教师相比，这些保教人员提供的保教质量水平更高（Burchinal, Cryer, Clifford, & 

Howes, 2002）。 

专业化的幼儿教育培训（Doherty et al., 2006; Ghazvini & Mullis, 2002），非正

式的培训（Burchinal et al., 2002），以及持续的培训（Norris, 2001）都与高质量的

保教密切相关。培训人员已经展示了在婴幼儿班级中能提高保教的质量（Campbell 

& Milbourne, 2005）的结果。接受过更加全面和综合教育的幼儿教师的课堂质量

更高，学生成绩也更好（Bowman, Donovan, & Burns, 2000; Saracho & Spodek, 

2007）。教师的专业发展在他们如何教育幼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Bowman et al., 

2000）。专业发展可以提高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教师的能力和提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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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Pianta, Mashburn, Downer, Hamre, & Justice, 2008; Yoon et al., 2007)。教师

的经验、学历或者资格，以及有关学科内容和教育理论的课程都有助于形成积极

的教育结果（Rice, 2003）。 

但是，专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提高教师的技能和水平，进而提高

儿童的学习（Karagiorgi et al., 2008）。赫特布莱恩和凡尼莫尔(Helterbran & 

Fennimore, 2004) 认为，教师有时认为专业发展与他们所教学生的需求是不相关

的，无效的或没有联系。专业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有些案例中，

一个州或者一个组织的培训注重教师培训的时间长短或者学分多少，而并非将培

训与教师具体相关的需求联系在一起（Sheridan, Edwards, Marvin, & Knoche, 

2009）。培训经常是由传统的培训师实施或主导的学习（如短期的工作坊），这些

形式的效果比较有限，或者没有进一步的有关学习效果的追踪（Karagiorgi et al., 

2008）。这些因素可能降低培训的有效性。 

目前推荐一种经过改善的专业发展的方式，它包括共同分享计划，共同实施

和评价培训（Helterbran & Fennimore, 2004; Buysse et al., 2009）。根据全美幼教协

会（NAEYC, 1993）的要求，为了有效促进儿童和家庭的积极效果，专业发展必

须符合保教人员的经验、背景以及保教人员的角色，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资历，

经验和工作职位。有着较好前景的专业发展实践包括：有培训的具体内容，符合

教学目标并具有可持续性（Buysse et al., 2009）。当培训内容比较综合和互有联系

时，专业发展会更加有效（Landry, Anthony, Swank, & Monseque-Bailey, 2009）。

有目的的专业发展和持续的支持可以带来教师的知识和实践的有意义的改变

（Ackerman, 2007;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Inclusion, 2008; 

Sheridan et al., 2009）。当参与者感到自己拥有自我发展的权利并创建循环的持续

性学习时，培训最为有效（Helterbran & Fennimore, 2004）。 

研究目的 

幼儿保教人员的专业发展有可能提高儿童的学习结果。因此，确定相关有意

义的培训的基本组成部分必不可少。幼儿教育培训师培训幼儿保教人员时，研究

他们的专业发展需求和兴趣也许能深入探究有效教学的必备知识、技能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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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是评定内华达州所有的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兴

趣，并且考察新手和有经验的培训师在需求和兴趣上是否有差异。对培训师通常

使用的教学技术和资源也进行了考察。内华达州注册咨询委员会（培训师和培训

批准机构）认为，幼儿教育培训师需要达到事先设定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的要

求。研究人员与内华达州培训注册办公室合作进行了一个全州的网上调研来了解

该州幼儿教育培训师的现状。这一结果能用来指导幼儿教育培训师标准的制定。 

研究方法 

为了给本州所有幼儿教育培训师一个参与的机会，并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大

量的问卷回复，本研究选择使用了网上问卷的形式。问卷设计旨在收集参与者的

个人基本信息和他们对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兴趣。 

问卷内容 

问卷共有 31 个题目。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参与者的性别、年龄、种族、目前

的职位、工作单位、教育背景，以及从事幼儿教育的时间。问题包括从事培训师

的时间，实施培训的次数，培训过的人数，培训使用的资源，以及和内华达州八

项核心知识领域（见表 1）有关的培训主题的种类。使用核心知识内容把专业发

展分成更宽泛的类型。每一个核心知识领域进一步分成教育幼儿的核心技能（全

美幼儿保教信息和技术援助中心，2009）。 

表 1 

内华达州核心知识领域（CKA） 

核心知识领域 平均核心知识领域等级 

从 1（最经常呈现的） 

到 8（最少呈现的） 

环境和课程 2.59 

积极互动和指导 3.20 

人类成长和发展 3.81 

观察和评价 3.98 

健康、营养和安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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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社区关系 4.47 

领导力和专业发展 5.26 

管理和监管 6.01  

问卷结果显示了培训中使用的资源和信息的种类。培训师呈现出 16 种不同的

教学技术，包括讲座，小组活动，和调动气氛的活动。问卷要求参与者评定自己

在培训中使用各种技术的频次（如：从不，偶尔，一般，经常，或者一直）。 

问卷还要求参与者在 15 个陈述问题（例如，为成人设计和呈现有效的培训, 

创造积极的参与式情感氛围）中选择自己的兴趣水平（低，一般，或者高）。其

中一个陈述是有关培训师是否接受过任何有关成人培训的指导，以及是否愿意在

以后接受这方面的培训。培训师支持自己的专业发展的方式（如参加会议，完成

大学课程，与最新的研究保持同步）。研究还要求参与者选择最喜欢的专业发展

的方式（如网络培训，培训会议）。 

问卷发放 

问卷发送给内华达州培训注册数据系统中的 277 名幼儿教育培训师。内华达

州幼儿教育培训的执照只颁发给那些已经完成本系统所要求的培训时间的人。邮

件用于通知所有的培训师即将可以完成网上的问卷。问卷由 SurveyMonkey 网站

设计,使用的是迪尔曼（2000）设计的在线问卷方法（邮件通知，邮件问卷，邮件

跟踪）。两封邮件发送给参与者，一封是感谢他们的参与，另一封是发送给那些

还没有完成问卷的人，再次邀请他们参加。 

邮件告知可能的参与者，问卷的结果只会以汇总数据的形式呈现，他们所有

的个人信息将会保密。同时，参与问卷遵循自愿的原则，提交问卷将表示参与者

同意参加本研究。 

研究结果 

问卷结果将从以下 5 个方面呈现：（1）参与者特点；（2）培训频次和培训

主要内容；(3)培训技术和资源；（4）培训者的专业发展；以及（5）培训成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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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还对新手培训师（少于三年经验的）和有经验的培训师（10 年以上的）

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描述。 

参与者的特征 

227 人中有 166 人做了问卷（回收率为 60%）。电子问卷的平均回收率为 34%

（Shih & Fan, 2008）。参与者中主要是女性（97%），白人（83%），具有本科学历

及以上（74%）。在所持有的学历中， 61%是幼儿教育专业，25%的参与者获得

了儿童发展协会（CDA）资格，72%的参与者具有 10 年以上的幼教工作经验。培

训师目前的雇主和职位分为是：占百分比最高的工作（28%）是私营幼教机构，

当前的职位有行政管理人员、主任和主任助理（42%）。27%的培训师具有 10 年

以上的幼儿教育工作经验，36%在 4-10 年之间，27%在 1-3 年，10%在 1 年以下。

毫不意外，新手培训师比有经验的培训师的年龄要小（见表 2）。 

表 2 

参与者个人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性别 

女 97% 

男 3% 

种族 

白人 83% 

非洲后裔 8% 

西班牙后裔 4% 

亚洲、太平洋岛国居民 2% 

印第安后裔 1% 

其他 2% 

年龄 

50 + 30% 

40 - 49 30% 

30 - 39 28% 

18 - 29 12% 

教育 

博士学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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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历 37% 

本科学历 36% 

专科学历 14% 

高中毕业 12% 

CDA (儿童发展协会)认证 

是  25% 

不是 75% 

目前职位 

主任，主任助理或行政管理人员 42% 

高等教育培训人员、咨询人员 22% 

教师/主班教师 13% 

幼儿教育机构咨询和推荐或申请培训许可证专业人士  9% 

家庭或有一定规模的家庭保育 2% 

其他（如早期开端计划负责人， 早期阅读指导教师） 11% 

工作单位 

私营幼教中心 28% 

州政府机构 15% 

自主创业 14% 

早期开端计划 9% 

高等教育 7% 

资源与推荐 6% 

公立学校 6% 

其他 11% 

培训频率和主要内容 

所有内华达州的幼儿教师的培训必须得到内华达州培训注册机构的批准，这

样才能取得幼儿教育培训所需的资格证。60%的培训师一年的培训教师的次数少

于 12 次，65%的参与者提供了免费培训，55%的自我报告培训向大众开放。一般

来说，州立机构都是提供免费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环境和课程的核心知识领

域，积极互动和指导，以及人类成长和发展（见上面的表 1）。 

教学技术和资源 

幼儿教育培训师列举出 16 种经常使用的培训成人的教学技术（如幻灯片，

发材料，小组活动）。在回答培训中使用这些教学技术的频次时，回答的等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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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偶尔，一般，经常，一直。表 3 呈现出每种技术的类别以及培训师们经常

使用的教学技术百分比。例如，86%的培训师选择一般，经常或者一直使用材料

发放的方式；73%使用讲课的方式进行培训，以及 72%的培训师使用小组活动。

参与者还提出其它的教学技术，包括网站，实地考察或者每月阅读和讨论书目和

文章。结果显示有经验的培训师比新手使用的教学技术的种类更多。 

表 3 

教学技术 

技术 

 

使用频次的百分比（多于 50%

的次数） 

发材料 86% 

讲课 73% 

小组活动 72% 

大组活动 69% 

游戏或学习站 60% 

动手操作或制定-实施项目 60% 

调动气氛 59% 

幻灯片 53% 

问卷/评价 52% 

角色扮演 49% 

视频、DVD 37% 

音乐或律动 32% 

卡片 26% 

个人反思或写日志 19% 

写作 17% 

投影  

其它（如网络研讨会，实地考察） 14% 

研讨小组 7% 

大多数培训师表示他们使用以下的资源来发展培训：培训师开发的材料

（82%），研究和期刊文章（69%），州政府机构开发的资源材料（45%），事先准

备的商业性培训（31%），以及合作性拓宽或高等教育课程（22%）。有经验的培

训师（91%）比新手（76%）更多地使用了自我报告材料。 

为培训师设置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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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还调查了参与者喜欢的幼教专业发展的培训方式。结果表明参与者最喜

欢的方式是每次 2-3 小时的在线培训，而有经验的培训师对此的兴趣比新手低一

些。其次喜欢的是学术年会之前的培训活动或者是内华达州组织的幼儿教育年会

的培训。最不喜欢的是 2-3 天的培训研讨会。 

参与者认为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帮助的培训是：当地幼儿教育培训（73%），

州政府组织的培训（52%），国家组织的（50%）幼儿教育培训，以及完成大学幼

教课程（39%）。此外，培训师们还列举了其他有助于专业发展的方式，如阅读同

行审阅的期刊，讨论在线培训课程，在专业年会上作报告和参加领导力培训。 

问卷还呈现了 15 个可能与成人培训有关的话题。这些话题主要是建立在内

华达州培训师标准研讨会的想法之上，以及各种幼教杂志上关于设计有效培训经

常使用的主题。原来的 25 个话题缩减为最终的 15 个专题。题目要求参与者选择

他们喜欢的程度：很高，一般，很低。研究结果显示最喜欢的 3 个话题是：（1）

应用幼儿教育领域中最新的研究；（2）理解成人学习的原则和学习方式；以及（3）

教学技术（如学习站，角色扮演，游戏，讨论）。表 4 列举了所有的题目喜欢程

度。 

参与者还列举了其它两点——资格证的培训要求和培训成人如何有效的使

用行为管理技能。与有经验的培训师相比，新手培训师更倾向于如何创设积极的

物理环境和使用视听觉的材料。 

表 4 

幼儿教育培训师感兴趣的培训内容 

 

话题  

 

兴趣很高 兴趣一般 兴趣很低 

应用幼儿教育的最新研究 58% 35% 7% 

理解成人学习的原则 55% 34% 11% 

教学技术 52% 39% 9% 

设计和呈现有效培训 51% 35% 14% 

创设积极的情感氛围 46% 37% 17% 

应用儿童发展的理论 44% 42% 14% 

提高呈现的技能 42% 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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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前班标准 40% 39% 21% 

融合、特殊教育 39% 44% 17% 

解决麻烦：打扰，行为 39% 34% 27% 

积极互动和开放活动 39% 34% 25% 

包含核心知识领域 38% 46% 16% 

使用视听教材 32% 43% 25% 

创设需求评价 29% 48% 23% 

创设积极的物理环境 26% 45% 29% 

此外，参与者还回答了自己的学习动机的问题。排前三的答案是：（1）有关

当前需求或关系问题的信息（92%）；（2）个人进步或者成就感（90%）；以及（3）

帮助别人的愿望（87%）。  

教授成人学习者 

近一半（49%）的培训师表示他们已经参与过如何教授成人学习者的教学或

者接受过相关的培训。有经验的培训师（71%）在这个比例上比新手培训师（31%）

要高。82%的参与者表示在未来有兴趣参加成人学习原则的培训。 

培训师们强调他们关注当今的幼教领域问题和趋势的主要途径是：使用幼儿

教育相关网站（87%），阅读如《早期儿童》这样的发表刊物（78%），幼儿教育

的书籍（67%），以及研究期刊（56%）。新手培训师更经常使用网站，而有经验

的培训师则更多地阅读发表的文章。89%的培训师愿意接受每月的有关培训方面

的邮件，7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每季度一次的网络会谈和分享观点。有经验的培

训师则更倾向于前者。 

讨论 

问卷的结果表明，我们应该给幼儿教育培训师提供更多的专业发展的支持和

帮助。培训师具有专业知识，能胜任工作，并做一个有效的指导者非常有必要。

这要求他们掌握培训技能，并保持与最新的研究、概念以及幼儿教育领域的应用

紧密的联系（Georgia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2010）。根据调查结果，大部分的培训材料是由培训师自己设计，这也让我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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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这些培训是否与目前的研究紧密联系。在内华达州，培训师呈交一份培训大纲，

由内华达州培训注册部门审阅。如果培训大纲的内容与儿童发展相适宜，培训就

会得到批准。事实上，该部门并没有去真正观察这些培训过程。 

幼儿教育培训师表示，当他们设计专业发展培训时，他们使用研究和期刊文

章作为材料来源。但是，我们认为有能力的培训师需要拥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个

领域的知识和经验（Georgia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2010）。理解成人学习的原则对幼儿教育培训师是否有效也非常必要，它

能使培训师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提供专业发展培训，同时对于参与者的技能

和能力也说也是必要的。 

超过一半的培训师表示，他们在过去的 2 年里已经参与国家或者州政府组织

的会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从会议中获得知识并应用到培训设计中。这

种培训是否以当前的研究为基础，这还需要政府机构（例如州政府儿童顾问委员

会）引起注意。很明显，为了给幼儿保教人员传授最新的和最有效的教育实践知

识，培训师必须不断更新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基础。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幼儿教育

培训师很喜欢使用最新的幼儿教育研究成果，理解成人学习的原则，以及设计和

呈现有效的培训。 

为了培训自己的员工，幼儿教育机构的主任常常担任幼儿教育培训师的角

色。本研究中 42%的参与者的身份表明了他们是当前幼儿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人

员，主任或者主任助理。尽管机构主任培训自己的员工既方便又经济，但是他们

培训的广度和深度或培训的有效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大多数的幼儿教育培训师每月接受少于一次的培训。只有 16%的培训师一个

月有 2 次或者以上的培训。这些幼儿教育培训师主要在州政府机构工作，并从事

幼儿教育培训的设计和实施。 

92%幼儿教育培训师能够获得有关当前需求或者感兴趣的信息，并激发自己

去学习。他们还表示，在感受到个人成就和进步的同时会产生极大的继续学习的

动机。这意味着这些培训师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也必须感到自己是学习

过程中的积极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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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参与者认为培训的核心知识领域（例如，管理和行政，领导力和专业发

展，家庭和社区的关系）在专业发展培训中很少使用（见表 1）。内华达州幼儿教

育办公室随后组织了幼儿教育培训组织的会议，有策略地规划未来培训的重点内

容，以及确保在新的培训设计中所有的核心知识领域的内容都放进去。 

在完成培训的过程中，参与者报告他们使用了多种教学技术，最经常使用的

是发放材料和授课。这个结论表明，尤其是对新手培训师而言，在教学技能方面

需要提供一些额外的培训。总的来说，参与者对设计和呈现有效培训的兴趣很高，

表明幼儿教育培训师愿意提高和发展自身的教学技能。 

参与本研究的幼儿教育培训师对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兴趣。很多

人报告说自己已经参加了在线培训课程，使用网站支持自己的专业发展。大多数

的参与者表达了接受额外的在线培训的愿望，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把电脑

技术作为一种有效的幼儿教育专业发展工具。教师学习效果通过电子邮件

（Hemmeter, Synder, Kinder, & Artman, 2011）、在线课程（Landry et al., 2009）和

在线咨询（Pianta et al., 2008)）的方式反馈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幼儿教育培

训师使用这种技术发展自己的专业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问卷的结果能够在幼儿教育培训师感兴趣的专业发展的类型方面提供

一些建议。结果还显示出我们必须考虑新手培训师和有经验的培训师不同的需求

和兴趣。同时，幼儿教育培训师显然可以从了解成人学习原则中受益匪浅，以及

其它的兴趣如应用幼儿教育最新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教学技术，设计和呈现更有

效的成人学习者培训。 

研究的不足之处 

研究结果的分析和阐述存在诸多的局限性。首先，数据收集仅仅局限于内华

达州的幼儿教育培训师，导致研究结果的推广面较小。使用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

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培训师所表达的兴趣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出他们的培训的具体

需求，这也需要使用其他方法加以弥补。另外，参与者对培训话题的某些需求和

兴趣也许并不能解释为他们愿意参加相关的培训，如参加培训的地点和时间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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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会影响他们是否参加培训。但是，这个研究还是提供了某一特殊群体的幼儿

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需求和兴趣。 

建议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给内华达州目前幼儿教育培训师的提供了实况信息。以下

是基于本研究的结论而提出的相关建议： 

1.应该扩大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机会，包括本研究发现的培训师们最

喜欢的培训话题如成人学习原则。 

2.应该建立幼儿教育培训师标准，保证培训师掌握关键领域的知识，并符合

培训幼儿教育专业的资格。 

3.创设和实施全州范围内的评估和质量保证体系，有效的评价培训经验对幼

儿教育专业发展的作用和效果。 

专业发展机会 

为了提高专业发展的有效性，幼儿教育培训师需要学习如何实施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学。我们建议可以从本问卷结果表明的参与者最喜欢的内容开始，如如

何应用幼儿教育最新的研究，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成人学习原则。培训师参与终

身学习和对目前实践和信念的反思，反过来可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Gill, Kostiw, 

& Stone, 2010）。有效培训能够激励学习者实施适宜性教学实践，同时在面对来自

不同背景的成人教学时能进行更加有效的互动。 

幼儿教育培训师的标准 

本研究的结论还可以给内华达州提供一些建议，以及其它州可能也在使用这

些方式提高幼儿教育专业的发展。在内华达州，培训标准工作组负责幼儿教育培

训师的发展标准和要求的制定。发展和实施培训师标准的合理性有两点：首先，

统一的标准可以促进培训师的高质量的培训。其次，标准可以指导幼儿教育专业

在选择培训师和培训他们的专业发展时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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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议培训标准工作组还可以使用以下四个步骤。第一，参考别的州使用

的幼儿教育培训师的标准。第二，建立在本研究和参考其它州的基础上，发展本

州的幼儿教育培训标准。第三，分阶段实施内华达州的培训师标准。最后，评估

这个新标准的实施是否有效。如果理想的话，统一的国家幼儿教育标准最终将确

立并支持整个美国实施更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专业发展。 

创设与实施评价和质量保证体系 

培训质量的评价在培训批准体系中占到重要的组成部分。创设一个有力的评

价过程和质量保证体系至关重要。质量保证体系决定着这个系统是否符合设立的

标准和结果（National Child Care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2009）。一个质量保证体系应该包含如参与者评价，定期观察和培训师追踪，以

及参与网上培训师的问卷调查等组成部分，因为本研究表明培训师正在尽力寻求

教学的有效性和标准。内华达州注册体系也许能给这些培训师提供信息。参与培

训的评估者应该观察幼儿教育培训师，收集培训参与者的反馈，以提高专业发展

的质量。 

以后的研究还需要考察专业发展的数量、强度、内容和质量与教师和儿童发

展结果之间的关系。此外，要能确定一个好的培训师和有效的培训教学的特征。

未来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幼儿教育培训师的背景和教育是否会影响培训的

有效性。其它还可以研究的内容包括，在使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和成人学习原则时，

影响幼儿教育培训有效性的相关因素。此外，有关学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研

究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小结 

幼儿教育专业人士的专业发展已经表现出对幼儿的积极作用（Bowman et al., 

2000; Saracho & Spodek, 2007）。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幼儿教育培训师的背景

和教育是否与培训的有效性存在相关。本研究中的结论表明，幼儿教育培训师愿

意接受成人学习原则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以及使用教学技术和最新的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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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华达大学合作拓展小组与本州培训标准研究小组正在探究有关在线培训

模式的发展的合作，以满足培训师的需求。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调查的方法，可以在其他的情境下用来考察培训师们是否

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经验。此外，提高培训师专业发展的质量

将有助于幼儿教育专业的发展。培训师们可以将教学实践转化到幼儿的教育环境

设置中，鼓励教师在课堂中实施高质量的教学方式。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提高

幼儿教育计划的关键因素。教育者可以通过高质量的培训获得知识、技能和水平。 

培训师应该提供持续的和多样化的专业发展机会，满足幼儿教师的需求和兴

趣。扩大幼儿教育培训师的专业发展机会，发展幼儿教育教育培训师的标准，以

及创设评估和质量保证体系将会提高幼儿教育专业的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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