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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幼儿园教师文化状况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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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化，在教育问题中越来越显现出其重
要价值。文化状况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关键
性作用，教师文化生活状况既是其文化状况
的体现，也是引发深层思考的切入点。本研
究调查发现，上海市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的
显著特征是以休闲娱乐为主。同时，幼儿园
教师的阅读习惯尚可，较青睐非本土影视作
品，在文化支出上略显保守。整体看来，幼
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状况的年龄差异最为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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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
的力量”（Lazaro，1999）。教师作为一种“文
化”的存在，承负着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教
育使命。作为“教育人”的教师，其文化状
况对于教师专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
师发展和教育革新的可能空间和限制因素，
很大程度上蕴涵于教师文化之中。

文化生活状况，作为教师个体文化状况
的重要构成部分，除了能够体现教师业余生
活方式和文化活动情况之外，更能够帮助我
们由此入手，深入思考有关于教师文化状况
的内容。

综观国内外近年有关教师文化的研究，
主要聚焦在“群体文化”上，且研究对象主
要集中在高校教师以及中小学教师。如，
Kinze（2003）以不同文化群体下的文化知

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与儿童互动理解的
方式、文化影响力为参考开展教师文化价
值的研究。［1］　Stinson（2006）提出了发
展教师群体文化的12条对策。［2］　Soetaert

（2004）指出了群体文化对教师教育实践所
产生的影响作用。［3］　国内学者庞海芍等

（1999）对理工科大学教师文化素养进行了
调查与分析。［4］　胡振学（2006）进一步提
出建设以园为本的研修文化，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5］　

可见，国内外学者通常更为关注教师文
化的群体性，侧重于群体文化的特征、功能，
却忽视了构成群体文化的教师个体文化的真

实状况，缺乏对于幼儿园教师真实的个体文
化生活状况的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达0.89），考察教师文化生活的内容、喜好、
目的、具体类型及每月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支
出等内容。在上海市19个区县中的17所幼儿
园发放320份教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304
份。

 结果与分析

（１）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状况的总体研究

研究发现，在文化生活中，教师“做的
最多的”主要是上网、看电视、读书看报、
逛街购物；教师“最喜欢做的”主要是逛街
购物、上网、睡觉、看电视。在“做的最多的”
和“最喜欢做的”对比中，“打理家务”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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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孩子”的差别较大─见图❶。教师上网最主
要是为了查阅与教学相关的资料。

从收看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类型发现，
入选幼儿园教师收视前三位的电视频道是生

活时尚频道、新闻频道、娱乐频道，前三位
的电视节目类型是娱乐类、新闻类、生活
类，可见教师偏爱娱乐时尚类和新闻类电视。

“消遣娱乐”是教师收看电视的最主要目的
（83.1%）。影视选择方面，好莱坞大片与港
台片大唱主角，内地片、日韩片、欧洲片平
分秋色；电视剧选择上，港台剧、内地剧、
韩剧占较大份额，日剧入选率最低。

除上网与看电视外，教师做的最多的是
读书看报，书籍类型首先为生活时尚类，其
次是休闲小说类，教育专业类列第三，与
第四位文学类的入选率相近。教师看书主
要是为了增加生活情趣（63.8%）和消遣娱乐

（59.1%）。
有40.10%的幼儿园教师每月在文化生活

方面的支出为“51-100元”，这也是教师最集
中的支出金额段，但0.6%的教师每月在文化
生活方面没有支出─见图❷。

（２）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状况的差异比较

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在文化生活方面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上。文化生活内容上，
20-30岁教师与其它年龄段教师的差异最大，
与30-40岁教师的差异最多，在打理家务、
照顾孩子、看电影、逛街购物、去娱乐场所、
上网这些项目中，两个年龄段的教师都有显
著差异，可见这两个年龄段之间有一个十分
重要的转向过程─见表❶。文化生活喜好上，
各年龄段教师在“打理家务”项的差异最明
显─见表❷。

图❷ 幼儿园教师每月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支出情况
Figure 2  Teachers’ Monthly Expenditure on Cultural Life

图❶ 幼儿园教师业余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喜好
Figure 1  The Main Items and Preferences in Teachers’ Cultur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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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１）理想与现实

教师的业余时间中，“打理家务”和“照
顾孩子”是教师“最喜欢做”与“做的最多”
间存在的巨大距离，这独有的“女性特征”，
反映出教师进行自身文化活动的空间受到挤

压。
教师每月在文化方面的支出集中在

“51-100元”，人数比例为40.1%。而据2007
年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的

总体结果显示，近20%的农民工每月在文化
方面的支出达“51-100元”。［6］　可见文化
层次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教师群体，在文
化方面的实际投入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我们

理想中的水平。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
一是幼儿园为教师提供的文化设施福利可以

减少教师在书报杂志、上网等方面的支出；
二是幼儿园教师的收入虽然高于农民工，但
在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支出后所剩不多，教师
便不愿意再投入到文化方面；三是教师自身
未将文化方面的开支视作必要的或重要的支

出部分，可有可无。

（２）休闲与修身

幼儿园教师文化生活状况的最大特征便

是休闲娱乐。整体上看，睡觉、看电视、上网、
逛街购物等活动均属休闲娱乐活动。细节上
看，即使是读书看报，教师的读书偏好也是
生活时尚类、休闲小说类读物；在幼儿园教
师群体中，收视率最高的频道是生活时尚频
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娱乐类节目；虽然
教育专业类书籍、新闻频道、新闻类节目也
是教师较多选择的，但教师进行读书、看电
视活动的主要目的均是为了消遣娱乐、增加
生活情趣。

“休闲”，“修身”，发音上的细微区别不
能掩盖其完全不同的内涵。它们就像是娱乐
和人文的一头，代表了文化生活的内在质量
与最终结果。教师的文化生活如果只有“休
闲”主导而缺少“修身”的作用，未免可惜。
但现实是，教师在工作时间中已经筋疲力尽、
无暇喘息，一旦有了空闲时间，自然会选择

休闲的文化生活来纾解压力。此时还提修身，
岂不是更累？

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提出闲暇是文
化的基础这一观点，认为闲暇是一种寻常的
人生哲学，是一种生活的观念，闲暇时的倾
听、观看、沉思、默想状态会让人获得对世
界的了解而感到巨大的快乐，没有闲暇，人
就不可能有思想活动，文化就无从产生。［7］

“休闲”变“闲暇”，在“休闲”之余同时获得“修
身”法宝的文化生活状态，对教师而言，想
来会是更好的。

（３）本土与外来

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渗透，可能只是
一本书、一部影片、一出电视剧般的小节，
但却会逐渐衍生出强大的文化冲击力。

从幼儿园教师在影视剧的选择上发现，
内地片在好莱坞片和港台片的夹击下只能占

有最小的份额，内地剧在港台剧、欧美剧、
韩剧的冲击下失去了优势。外来影视作品或
是更能满足教师对于消遣娱乐的要求，或是
凭其出色的宣传、内容、制作、技术，从而
俘获人心。

这不得不让我们再度审视中国文化在本

土的处境，是身在本土的我们“当局者迷”？
还是久尝外来文化的我们“旁观者亦非清”？
费孝通先生（1997）曾对“文化自觉”做过解
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
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
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8］
当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博弈”
到“和而不同”，当“文化自觉”的过程逐步
递进，一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
确认都将自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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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

表❶ 幼儿园教师在文化生活内容方面的差异统计表

Table 1  Post Hoc Test for Teachers’ Main Items in Cultural Life

表❷ 幼儿园教师在文化生活喜好方面的差异统计表

Table 2  Post Hoc Test for Teachers’ Preferences in Cultural Life

中国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张 明红　
Zhang Minghong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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