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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洋葱胜任力模型理论探究幼儿园园长的胜任力结构要素，并进一步分析园长胜任力

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园长的人格魅力引领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园长的教育理念激发幼儿教师的

专业情感，园长的反思总结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园长的专业能力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园长的

知识经验推动幼儿教师的知识技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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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担负着提升幼儿教育质量的

重要使命。从教育学角度看，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指

幼儿教师通过个人努力和集体培养，其保教品质和

育人素养逐渐 成 熟 的 过 程，其 实 质 是 内 化 专 业 情

感、形成专业态度、提升专业素养、实现专业成长

的历程。［１］制约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 包 括 教 师

主体、幼儿园、理论、政策和教育。以往研究着重

从教师自主发展、幼儿园环境等方面考量，虽有提

及园长的作用，但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幼儿园实

行园长负责制，园长在幼儿教师的管理和发展方面

具有最高责任和权力，被公认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的关键人物。为此，本文基于洋葱模型理论分析园

长胜任力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一、园长胜任力模型

园长胜任力主要指园长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

养，且能区分优秀园长与一般园长的特质。现有园

长胜任力模型主要基于实证调查和理论构 建。如，

我国学者时康洁［２］和雷妍［３］通过实证调查分别提出

园长胜任力的维度由管理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

力、决策能力、服务 他 人、专 业 知 识、人 际 沟 通、

个性魅力构成；何晶从理论上提炼园长胜任力包括

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爱心与耐心、成就感和进取

心［４］。可见，园长的胜任力主要从岗位行政性和工

作情景性中建构，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岗位 能 力，

还包括园长长期积累的经验。麦克利兰 （Ｍｃ　Ｃｌｅｌ－
ｌａｎｄ）和斯宾塞 （Ｓｐｅｎｃｅｒ）在１９９４年 提 出：胜 任

力指在个人特质、自我概念、社会角色、知识技能

上能明确将某一领域表现突出者与一般者区分出来

的可测量的特征。［５］麦克利兰把人的胜任 力 比 喻 成

一座冰山，将胜任力特质分为内隐和外显部分。博

亚特 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ｏｙａｔｚｉｓ）在 此 基 础 上 提 出 洋 葱

模型，认为胜任力特质呈现出由内到外层层包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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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洋葱的最里面包裹着稳定的特质和动机，接

着是社会角色 和 自 我 概 念，最 外 面 的 是 知 识 和 技

能。他在更加强调胜任力核心特征的同时，指出洋

葱模型的表层 特 征 较 易 发 展，可 通 过 后 天 努 力 获

得，里层是内在的本质特征，很难通 过 后 天 习 得。

这一理论模型非常符合园长的胜任力特质，园长的

专业知识技能可通过后天努力习得，较易发展，而

内在人格魅力是园长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积累获得的

本质特征，很难通过短时训练获得。结合洋葱胜任

力模型理论，本文将园长的胜任力要素概括为知识

经验、专 业 能 力、反 思 总 结、教 育 理 念、人 格 魅

力。基于洋葱模型的幼儿园园长胜任力模型同样强

调核心特征，呈 现 出 层 层 递 进 的 结 构 特 征 （如 图

１）：洋葱最里层是园长内在的人格魅力，不容易改

变；洋葱中间是园长的教育理念和反思总结；洋葱

表面包括园长积累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经验。

图１　园长胜任力模型

二、园长胜任力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在园长 胜 任 力 模 型 中，人 格 魅 力 处 于 核 心 位

置，其他胜任力特征由人格魅力这一核心特征发展

而来并深受其影响。人格魅力决定了园长在教育生

涯中遵从的教育理念，从而引发园长专业成长中的

反思总结；而教育理念和反思总结促进园长更新专

业能力和知识经验；专业能力和知识经验再反作用

于园长的人格魅力。园长胜任力对幼儿教师专业发

展的影 响 与 胜 任 力 结 构 相 同，由 内 及 外，层 层 递

进，全方位作用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园长的人格

魅力引领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积极的专业态度是

幼儿教师工作的内在动力，高超的人格魅力是优秀

园长必备的核心素养；园长的教育理念激发幼儿教

师的专业情感，使幼儿教师在工作中不忘初心，保

持高昂的热情；园长的反思总结提升幼儿教师的专

业素养；园长处理事物的专业能力为幼儿教师的专

业成长服务；园长的知识经验推动幼儿教师知识技

能的发展，帮助幼儿教师提升专业知识基础 理 论，

包括主动更新专业知识、提升知识经验水平。

（一）园长的人格魅力引领幼儿教师专业态度

人格魅力即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

品质等方面能吸引人的气质，充分体现在个体的内

心世界和精神 面 貌 上。园 长 的 人 格 魅 力 由 道 德 情

操、情感立场、知识素养和敬业意识等组成。研究

表明，优秀园长普遍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乐观豁达的性格等个性特征。［６］幼 儿 教 师

的专业态度由幼儿教师的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

业性向和专业自我组成，体现在为幼儿教师专业奋

斗不止的精神上。［７］园长的进取心和毅力 能 带 动 整

个幼儿园的发展，激发幼儿教师对学前教育事业的

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园长的责任心给予教师莫大

的鼓励，使 他 们 在 工 作 中 保 持 热 情，形 成 专 业 情

操；园长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教师，用

知识素养和敬业意识帮助幼儿教师及时反思，不断

提升专业素养，建立专业理想。总的来说，园长的

人格魅力引领幼儿教师的专业态度，使他们建立专

业理想，形成专业情操，建构专业自我。

（二）园长的教育理念激发幼儿教师专业情感

园长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园长的儿童观和教

师观上，即对儿 童 和 教 师 的 根 本 看 法 和 态 度 的 总

和。园长的儿童观和教师观决定了儿童和教师在他

心目中的角色地位，是园长决策的出发点。幼儿教

师的专业情感从职业、对象、环境、情绪四方面考

察：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同感与自尊感；对幼儿的

接纳、尊重与爱；对幼儿园的信任和依恋；自身在

工作中的情绪状态。［８］教师观能激发幼儿 教 师 的 专

业情感，使他们深刻理解作为幼儿教师的价值，增

强职业认同感。儿童观决定了园长在决策时是否从

儿童角度思考问题，并影响教师如何从幼儿的角度

看待问题、感受世界。园长对幼儿教师无声的尊重

能获得教师对园长的认可，从而使其对幼儿园产生

归属感，进而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情绪。在教师专

业成长中，园长尊重、重视与采纳教师的意见或建

议，能合理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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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长的反思总结提升幼儿教师专业素养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提升专业素养，包

括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即教师表现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幼儿身

心发展有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９］反思总 结 是 对 自

身思想和行为 进 行 审 视 的 过 程，能 认 清 个 体 的 能

力，找到新的突破口，从而提升自我。园长的反思

总结既能厘清自身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上的职责，

又能带动幼儿园教职工对自身的整体反思，完善自

我，形成良好的反 思 习 惯。 “经 验＋反 思＝成 长”

是美国 心 理 学 家 波 斯 纳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Ｐｏｓｎｅｒ）提 出

的教师发 展 公 式。［１０］没 有 反 思 的 知 识 经 验 是 狭 隘

的，最终只能停留在表象，形成肤浅的知识。幼儿

教师只有不断对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反思，提升为

幼儿教育理念，并在教学实践中再思考和再 提 炼，

才能凝 结 教 育 智 慧，提 升 专 业 素 养，成 长 为 专 家

型、学者型教师。因此，园长带动幼儿教师反思的

实质是提升其专业素养。

（四）园长的专业能力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

园长的专业能力指其作为一园之长处理事物的

具体能力，包括幼儿园的规划管理、领导能力、决

策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在幼

儿教师专业发展中，园长会遇到许多困难和 问 题，

如不同阶段的教师专业成长需求各不相同等。园长

必须从全局出发，明确教师专业成长的复杂 情 况，

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并采取恰当措施以促进幼儿教

师整体发展。另外，园长的专业能力可以构建出良

好的人文环境，为幼儿教师提供舒适的发展 空 间，

使教师及时获得专业成长的自我效能感，形成幼儿

教师专业成长的良性循环。

（五）园长的知识经验推动幼儿教师知识 技 能

的发展

园长的知识经验指其通过学习获得的学前教育

相关理论知识、管理知识和在人际交往等方面长期

积累的经验。知识技能是教师能力的核心，园长精

深的专业知识能帮助教师提升专业知识基础理论，

丰富的经验能给予教师有效的指导和反馈，有助于

幼儿教师实践知识的积累。园长精深的知识经验不

仅能激励幼儿教师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热情，而且能

快速找准定位，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结语

园长不仅是幼儿园管理与发展的 最 高 责 权 人，

而且是幼儿教师专 业 发 展 的 “领 头 羊”。园 长 应 从

心灵、学识到情感全面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增强

自身的胜任力，带动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全

体教职工的专业素养。在幼儿园的管理中，园长必

须重视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建设，以人为本，主动

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在教师教育过程中，园长应把自己置于

与教师平等的地位，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拉近与教师

的心理距离，以柔性管理和以身作则为基本 原 则，

以全员参与式的民主管理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园长的胜任力是整个幼儿园的巨大财富，良好的个

性特征使他们更加充分地发挥领导才能，并通过多

种途径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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