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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量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频繁流动对儿童发展有负面影响。本文使用基于华北某

原国家级贫困县 62 所幼儿园 511名教师间隔一年半的跟踪调研数据，计算了该县幼儿园教

师的流动率并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在一年半内，超过三分之一（35.62%）

的教师发生流动；（2）年龄越小的教师流动率越高，高中（职高/中专）学历的教师相对稳

定，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更倾向于流动，而幼儿园教师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的流动率差异

似乎不大；（3）农村园教师流动率高达 39.0%，远高于县城园（27.6%）；民办园教师流动率

超过四成（42.59%），远高于公办园（32.3%）；（4）幼儿园教师工资与教师流动显著负相关，

工资越高，流动率越低。本文初步分析了导致贫困县域内幼儿园教师群体高流动率的体制性

因素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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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优质发展的政策目标，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供

给十分重要。高质量的教师团队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教师持续流

动会降低教师团队的质量，从而导致低水平的学生成绩（Ronfeldt et al.，2013）。

幼儿园教师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学前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幼儿园教师资质和收入保障（Weiland et al.，2013）。教师流动不仅对儿童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也会增加未流动的教师的工作压力，同时增加幼儿园的成本

（Claudia et al.，2006）。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持续稳定，对保证学前教育质量和教

育活动的有序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幼儿园教师流动问题。这些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式了解教师的主观流动意愿（Whitebook and Granger，1989；杜屏等，2013；

龚欣等，2019）或者教师以往的流动经历（Rickman et al.，1990）。少有学者对教

师当下的工作状态进行调研，并记录间隔某段时间后教师的实际流动情况去衡量

教师流动（Hanushek et al.，1999）。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实证研究探究

县域内不同类型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流动情况以及教师流动与幼儿园层面因素之

间的关系。一些重要的问题还需要实证研究，比如：县域内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流

动情况如何？什么类型的教师更倾向于流动？不同类型幼儿园的教师流动率有

什么差异？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与教师流动之间是什么关系？ 

因此，本文基于在华北某原国家级贫困县 62 所幼儿园 511 名教师的跟踪调

查数据，分析不同类型教师的流动现状和特征，以及教师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与

教师实际流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教师流动”包含教育系统内的教师流动和

教育系统外的教师流失。 

一、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课题组

（以下简称“课题组”）在华北某贫困县开展的“县域内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质量

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项目，该项目得到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乐平公益基

金会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和支持。课题组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隔一年半之间对该县 62 所幼儿园进行了基线和跟踪调研。该县在调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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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级贫困县，2018 年人口规模接近 100 万，共 20 个乡镇。该县已基本普及

三年学前教育，2017 年该县 3-5 岁儿童 34000 余人，其中在园儿童 30530 余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0%以上。2017 年该县公办园 176 所 ①，占比 81.1%，其中

公办园在园儿童占 61.9%。在教育部提倡的“公办为主”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目

标下，该县具有一定代表性，并已基本实现以普惠性幼儿园为主的目标。 

课题组在 2017 年 12 月随机抽样 62 所幼儿园共 511 名教师 ②做基线调查，

基线调查包括教师的个人特征、专业发展状况、教师工资和教师所在幼儿园特征

等内容。样本教师平均年龄为 29 岁，98.4%为女性，58.9%为 30 岁及以下，81.4%

为农村户口，21.7%有事业编制，55.0%初始学历为学前教育专业，19.6%有教师

资格证。样本教师所在幼儿园 70.3%为农村幼儿园，68.3%为公办幼儿园，详细

信息见表 1。 

表1 样本教师基本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8 1.6% 
女 503 98.4% 

民族 
汉族 504 98.6% 
非汉族 7 1.4% 

户口 
农村 416 81.4% 
城镇 95 18.6% 

事业编制 有编制 111 21.7% 
 无编制 400 78.3% 

初始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281 55.0% 
非学前教育专业 230 45.0% 

幼儿教师资格证 
有资格证 100 19.6% 
无资格证 411 80.4% 

所在园所地理位置 
农村幼儿园 359 70.3% 
县城幼儿园 152 29.7% 

所在园所性质 
公办幼儿园 349 68.3% 
民办幼儿园 162 31.7% 

 
 

① 该县有资质的民办园共 41 所，学生 6800 人；没有资助的民办园共 12 所，学生 4500 人。 
② 课题组将 2017 年 9 月从该县教育局获得的该县所有正式注册公民办幼儿园共 217 所作为抽样框。幼儿

园抽样框中包括幼儿园名单以及相关基本信息，具体包括幼儿园所在乡镇、公民办类型、是否乡镇中心

园、幼儿园质量级别、大中小及混合班等班级数、班级儿童数、在园儿童总数、教职工规模等信息。课题

组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 62 所幼儿园，样本幼儿园所有教师都填写《教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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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课题组跟踪调查了上述抽样幼儿园样本教师的在岗情况、教

师流动、流动的原因及具体去向 ③。本文根据教师实际流动数据，简单描述统计

不同类型教师的流动差异，并分析幼儿园教师工资水平与教师流动的相关性。 

二、主要发现 

（一）幼儿园教师实际流动率超过三分之一 

课题组实地追踪了样本教师的去向，该县 511 名教师中有 182 名教师离开所

在幼儿园，一年半的时间内流动率为 35.6%④。在实际流动的教师中，只有 14.8%

选择学前教育系统内流动，85.2%选择职业外流失，流动的幼儿园教师继续在学

前教育系统工作的比例极低。样本教师流动率高于国内关于幼儿园教师流动意向

的研究结果（杜屏等，2013；龚欣等，2019；李贞义等，2020）。国内关于幼儿

园教师流动意向的最新研究发现（李贞义等，2020），贫困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

三年内流动意向为 30.9%，有流动意向的教师中，41.6%意向选择职业外流失，

而本研究发现流动的教师中实际选择职业外流失的比例高达 85.2%，这似乎提示

教师的实际流动率远高于意向流动率。 

以下将描述分析教师年龄、学历及是否拥有学前教育专业资格等特征与教师

流动的关系、不同类型幼儿园教师的流动差异以及教师工资水平和教师流动的关

系。 

（二）幼儿园教师流动率在个体特征上的差异 

1. 年龄越小的教师越容易流动 

从教师年龄段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园教师流动率不断降低，且差异

明显。学前教师流动倾向最大的人群主要集中在 30 岁左右及以下。25 岁及以下

教师的流动率为 49.3%，26-30 岁教师的流动率为 40.3%，31-40 岁教师的流动率

为 24.4%，41 岁及以上教师的流动率仅为 10%，见图 1。 

 

 
③ 已流动的教师未在学校，教师去向数据为幼儿园管理者统计。 
④ 笔者所在课题组在西部某省抽样 12 个区县 294 所幼儿园 2609 名教师，间隔 21 个月后教师流动率为

49.3%，也佐证了学前教师群体高流动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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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年龄段教师的流动率 

2. 高中（职高/中专）学历教师较为稳定 

研究发现，样本县幼儿园教师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者比例为 21.5%，远低于全

国农村地区专任教师专科以上学历的比例（68.26%）⑤。样本县教师供给水平普

遍偏低，以高中学历为主，占比为 61.4%，见图 2。 

 
图 2 不同学历样本教师的比例 

 

从流动情况来看，高中（职高/中专）学历教师职业稳定性最强，流动率为

22.9%，初中及以下的流动率为 33.3%，专科及以上的流动率为 28.2%，见图 3。 

 

 
⑤ 数据源于《2017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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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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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学历教师流动率 

国内对不同学历幼儿园教师的流动意向的调研中显示，教师学历越高，流动

意向越强，初中学历流动意向仅为 11%（龚欣等，2019）。而在本研究中，初中

及以下幼儿园教师流动率最高，可见不同学历学前教师群体流动意向与实际流动

的选择可能存在差异。 

3. 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更倾向于流动 

样本教师 55.0%初始学历为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流动率为

30%，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流动率为 42.3%。将是否学前教育专业与教师是否

流动进行卡方检验（P= 0.004<0.01），研究发现，是否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与教师

实际流动存在显著差异，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更倾向于流动。 

4. 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与教师流动之间似乎没有显著相关性 

样本教师 19.6%有学前教师资格证。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流动率为 29%，没

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流动率为 38.7%。将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与教师是否流动进

行卡方检验（P= 0.072），研究发现，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与教师实际流动之间似

乎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三）教师流动率在幼儿园类型上的异质性 

33.30%

22.90%

28.2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

大专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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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园的教师流动率相对较高 

29.8%的样本教师在县城幼儿园，70.3%的样本教师在农村幼儿园。研究发现，

县城园的教师流动率为 27.6%，农村园的教师流动率为 39%，两类幼儿园的卡方

检验差异显著（P= 0.017<0.05）。由此可见，资源供给更优势的县城幼儿园，幼

儿教师的稳定性更高，而在农村园，教师相对更容易流动。 

2．民办园的教师流动率较高 

68.3%的样本教师在公办幼儿园，31.7%的样本教师在民办幼儿园。研究发现，

公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率为 32.4%，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率为 42.6%，两类幼儿园

的卡方检验差异显著（P= 0.008<0.01），说明民办园的教师流动率显著高于公办

园。 

（四）教师工资水平与教师流动的关系 

1. 样本教师的工资水平及社会保险待遇情况 

学前教师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水平较低，样本教师平均月工资为 1645 元，

仅为样本县所属市当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686 元）的 35%⑥。幼儿园

为教师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为 20%。分区域来看，县城教师平均月工资为 1992

元，农村教师平均月工资为 1498 元。分幼儿园类型来看，公办幼儿园教师平均

月工资为 1697 元，民办幼儿园教师平均月工资为 1533 元。  

2. 教师工资水平与实际流动的关系 

国际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流动与工资待遇、个人因素、学生的行为问题和

压力、工作环境、学历背景、工作满意度等显著相关，其中工资是重要的原因（Blau，

1992）。本研究发现，教师工资水平越低，教师实际流动率越高。将工资水平分

为五分位，不同分位流动率见表 2。将教师的工资水平与是否流动进行差异检验，

研究发现教师工资水平对教师流动性选择的差异是显著的，教师工资水平越低，

流动率越高。在控制了教师个体变量（教师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婚姻状态、

出生地、家庭所在地、是否培训及次数）和幼儿园层面（城乡位置、公民办性质、

 
⑥ 数据源于当地统计局。 



8 
 
 

幼师比、生均占地面积、特殊幼儿数）变量后，进一步做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教师工资水平越高，流动性越低（p＜0.001）。 

表 2 不同工资水平教师的流动率 

 流动率 

工资水平 总体 县城园 农村园 公办园 民办园 

1000元及以下 42.4% 50.0% 42.0% 39.0% 60.0% 

1000元-1300 元（含） 53.8% 57.1% 53.2% 51.6% 58.6% 

1300元-1500 元（含） 34.3% 31.6% 34.9% 35.7% 32.7% 

1500元-2000 元（含） 30.8% 32.8% 28.3% 22.9% 37.3% 

2000元以上 12.3% 9.6% 17.2% 10.5% 40.0% 

三、讨论 

（一）超过三分之一幼儿园教师流动意味着什么？ 

本研究发现一年半内幼儿园教师流动率为 35.6%，即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在

一年半内离开了工作岗位。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该实际流动率远高

于国内国家级贫困县幼儿园教师的“意向”流动率。国内有研究显示，“幼儿教

师三年内 30.86%具有流动意向”（李贞义等，2020）。 第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

该流动率似乎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该流动率不仅远高于 OECD 国家幼儿园教

师平均流动率，而且高于在全球以幼儿教师高流动率知名的美国。有报告显示，

OECD 国家幼儿教师平均流动率为 17.2%（OECD，2011）。尽管本研究发现的流

动率似乎比美国低收入家庭学前教育项目中新教师在半年内的离职率 36%

（Wells，2015）要低，但该流动率远高于 2014 年调查得出的“提前开端（Head 

Start）”学前项目教师流动率 13.7%（Aikens,et al.，2016）。这意味着我国贫困县

域幼儿教师的高流动率值得高度关注。第三，根据国际上大量研究揭示的高教师

流动率对幼儿园质量和儿童发展有负面影响的事实，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贫困地

区幼儿园质量和儿童发展水平可能因极不稳定的教师队伍受到影响。 

（二）为什么幼儿园教师流动率如此高？ 

国际上大量文献研究显示，导致幼儿园教师群体高流动率的原因很多，既包

括职业特征、群体特征，也包括制度原因。样本县幼儿园教师流动率如此之高可



9 
 
 

能与幼儿园教师职业供给特征、薪酬水平及幼儿园体制特点有关。 

首先，从学前教师职业供给特征来看，样本县学前教师普遍为女性（98.4%）、

年轻教师占比较高（58.9%为 30 岁及以下）、学历普遍偏低（78.5%为高中及以

下）、有教师资格证占比低 ⑦（19.6%），此群体更多地受择偶选择和家庭制约，

个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更倾向于流动。 

其次，幼儿园教师的薪酬水平总体不高，工作压力大。本研究显示，样本学

前教师平均月工资仅为 1645 元，这与其他国家级贫困县的幼儿园教师工资仅为

1582 元/月的调研结果一致（龚欣等，2019）。薪酬水平不高和这个行业从业人员

的学历水平较低有关。在薪酬不高的情况下，幼儿园教师却从事较为繁重的工作，

而由于学前教育质量本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教师的劳动成果不易被家长广泛

识别，导致学前教师没有明显的可迁移的资本，职业认同和满意度、职业声望较

低。 

再次，幼儿园体制本身也导致教师高流动性。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

了由单位福利到多元化供给的变迁，幼儿园教师身份地位、福利待遇与幼儿园的

体制类型紧密相关。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强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投入和补助，但

民办园教师在工资保障、社会地位方面与公办园教师相比仍有差距。在贫困县域，

公办教师的招聘、管理和薪酬体系更加稳定，民办园仍存在不健全的教师准入、

聘任制度和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劳动关系，导致民办园教师流动性远远高于公

办园。  

（三）本研究的局限 

毋庸讳言，本研究还有诸多局限。首先，本研究的可推广性问题。本研究的

样本仅来自华北某原国家级贫困县，可能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贫困地区或者全国

其他地区。其次，关于教师流动的界定。“教师流动”一般指一年内离开教师岗

位的情况。而本文的教师流动以课题组基线调研得到的教师为基准，然后在一年

半后统计教师去向。这样使得对流动率的比较受限。第三，对于已离开教师的流

动原因和去向为原所在幼儿园园长填报，具体去向可能不够精准。同时，在分析

方法上，本研究大部分结果仅使用描述统计，而没有用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来分

 
⑦ 有教师资格证的占比低源于教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师范类毕业生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非师范类毕业生应当具备大专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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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收入与教师流动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也没有分析收入对教师流动可能存

在的门槛效应。 

四、总结与结论 

幼儿园教师频繁流动对学前教育质量和儿童发展有负面影响。国内关于幼儿

园教师流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意向。本文使用来自华北某县 62 所随机抽样

幼儿园 511 名教师间隔一年半的跟踪调研数据，计算了该县幼儿园教师流动率，

并对不同背景教师的流动性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作为国内首个通过跟踪幼儿园

层面教师去向的方式分析县域内教师流动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首先，在一

年半之内，贫困地区县域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幼儿教师发生流动。该流动率高于以

往研究中的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的意愿流动率，同时也高于 OECD 国家幼儿园

教师平均流动率，甚至高于以幼儿园教师职业稳定性差而著称的美国。其次，幼

儿园教师流动与教师年龄、学历等个体特征、幼儿园所在地理位置及幼儿园体制

类型以及教师收入水平等因素有关。具体而言，年龄较小、学历在初中及以下以

及大专以上、农村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流动率相对更高。幼儿园教师收入

与流动率负相关，收入越低，流动率越高。这种高流动率源于学前教师群体供给

特征、学前教育教师供给体制以及教师福利保障体系。 

我国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高流动率值得研究者和学前教育政策制定者高度

关注。如何进一步精确测量幼儿园教师的流动率，揭示其影响因素及对儿童发展

的负面后果，探索稳定经济欠发达地区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有效策略都是重要的研

究领域。同时，如何确保幼儿园教师获得体面的收入，从而降低农村地区及民办

幼儿园教师的流动性是一个充满挑战而重要的学前教育政策领域。为了保证我国

学前教育质量及儿童健康发展，幼儿园教师队伍稳定性问题应该成为研究者和政

策制定者考虑的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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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0 期（总第 205 期） 

如何提升村级幼儿园的质量？——来自云南富宁县“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评估的几点启示 

摘要：怎样提升村级幼儿园（班）的学前教育质量？基于云南富宁县的“未来希望幼儿

班”项目评估显示，教师和保教活动对村级幼儿园儿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密

集、高强度的教师培训和日常实地督导，项目园在五大领域活动、活动安排和阅读表达三个

方面表现较好，其保教活动领先于农村园，幼儿总体发展和认知发展水平也高于农村园。但

项目园教师学历较高而收入水平偏低，造成其流动性较高，可能阻碍幼儿稳定依恋关系和心

理安全感的建立，使项目园师幼互动质量较低，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园幼儿的非认知发展水平

受到影响，最终使项目园的投入难以发挥最大效果。该项目的启示包括：（1）适当降低幼儿

教师招聘门槛，提高本地教师的比例，减少教师流动；（2）加强有质量的教师培训和督导；

（3）提升村级幼儿园保教活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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