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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虐童现象的频发，新闻媒体不合理的大肆炒作，幼儿教师整体形象坍塌式滑坡，互联网监控手段应
运而生。但仅仅通过技术化监管，只是治标不治本。在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视频监控的时兴，
对一线教师的心理产生双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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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最活跃的
一部分，也是中国教育的短板之一。2018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学前教育的发展任务
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幼全过程监
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刘焱 [1]教授就《政
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靠互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监管，表示质疑，认为仅仅靠
技术化监管，只是治标不治本。单从知网上以关
键词“幼儿心理健康”和“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搜
索得出社会各界把太多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脆
弱”的幼儿身上，而对于幼儿的重要他人———幼
儿教师的关注显然不够。根据王娟和贾林祥[2]的
研究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整体情况逐
年改善，但在躯体化因子、强迫、抑郁等仍显著
差于普通人群，在后续罗香群等 [3]和李强等 [4]的
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视频监控作为幼儿园

中的微观环境之一，将直接作用于幼儿教师的
心理健康。笔者通过对在职幼儿教师的访问和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得出：视频监控已经对幼
儿园一线教师的心理产生了褒弊不一影响。

1 视频监控对幼儿教师心理的助益

宋寒认为心理健康就是懂得适时转换心
境，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不利的环境，减少消极
情感等对身心的影响，使个体获得健康、全面发
展的过程[5]。一线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建构已是
迫在眉睫，可幼儿教师专业性得不到肯定，社会
地位低。刘焱 [6]教授就这点也提出：大家可以换
位思考，像幼儿教师这样，整天和孩子在一起，
长时间在摄像头下工作是个什么体验。这时视
频监控便起着呵护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作用，
具体如下：

a）视频监控有助于幼师工作繁重的肯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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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职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是促进幼儿教师
积极工作的源动力，是维护幼儿教师的心理健
康的城墙。有私立幼儿园安装的是实时视频监
控，家长们和园方随时可以看见幼儿在园的情
况，同时也能看到幼儿教师每天繁重的工作任
务，从而对幼儿教师的工作给予肯定，改变之前
对幼儿教师的角色定位，认识到幼儿教师的专
业性并不是随便一个成年人都能担任。家长和
园方会由衷地对幼儿教师产生信任和尊重，减
少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嫌隙，得到园方领导的肯
定，增加其职业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心理促进作
用。

b）视频监控有助于避免幼儿教师陷入“问
责”危机。幼儿年龄小，心理生理发展都不完全，
语言发展也参差不齐，幼儿的不适当表达可能
会引起家长的误会，关心则乱而引起不必要的
矛盾，此时视频监控可以为她们“作证”，通过情
景再现让家长和园方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消除
误会。再者，同伴互动过程中，特别是在体育活
动中，幼儿或幼儿之间发生小意外时，教师可以
通过视频监控了解到幼儿受伤事实并及时处
理，在维护幼儿健康的同时保护自身免受“虐
童”质疑，从而提高幼儿教师职业认同度，促进
其心理健康的建设。

c）视频监控有助于班级管理及教学工作效
率的提升。陈宝生部长在两会上提出在 2020 年
基本消除大班额，可如今幼儿园内依然存在师
生比例严重超标的情况，这对于园方和幼儿教
师的管理工作，无疑又是一项严峻的考验。视频
监控可以让幼儿教师掌握每一个幼儿的动向，
特别是在户外活动时，避免有喜欢躲猫猫的幼
儿而引起幼儿教师恐慌，增加其心理负担，产生
压力。此外，视频监控能督促幼儿教师不断学
习，提升自我的专业能力，从而适应时代发展要
求，做一名先进的教育者，实现个人价值，增加
职业归属感、成就感及幸福感，从源头上推动学
前教育事业健康、蓬勃的发展。

2 视频监控对幼儿教师心理的伤害

在 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还着重强
调了普及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而在 2017 年年

底发生的幼儿教育机构虐童事件引起社会强烈
反响，幼儿早期教育、幼儿教师素质等问题成为
社会热议的话题，互联网视频监控普及了但“治
标不治本”，经笔者收集信息得出视频监控对幼
儿教师心理的危害归结于：

a）视频监控可能引起幼儿教师精神高度紧
张束缚其教学行为。视频监控使得幼儿教师感
到时刻有人监视着，不被信任感造成紧张、压力
大，甚至坐立不安。首先，家长和园方对幼儿教
师的信任危机，会引发幼儿教师一定程度的恐
慌和焦虑。再者，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无法按
常规开展活动：由于孩子多，教师一再温柔对
待，不能组织幼儿进行教学活动；若严厉一些，
又怕家长们的质疑。教师们畏手畏脚，无所适
从，导致教学组织效果差。如此引发的就是幼儿
教师不仅得不到家长信任，也得不到园方的认
可，使得幼儿教师情绪低落、压抑。最后，随着互
联网普及，部分幼儿园为了吸引家长安装了实
时视频监控，家长随时登陆网页就可以看见自
家的宝贝以及班级内的情况。有调查显示，许多
爱子心切的家长们会守在电脑前关注自家孩
子，稍有情况便打电话远程“遥控”教师，幼儿教
师的班级管理任务本就繁重，还要应付实时控
制的家长，时刻被束缚着造成身心疲惫不堪，心
理压力大。

b）视频监控的零星内容被炒作，引发大众
对幼师集体的信任危机。在媒体肆意不合理的
报道下，以及相关教育部门和专家们没有及时
为大部分恪尽职守的幼儿教师们声援，幼儿教
师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呈现出了断崖式的坍
塌。笔者仅在百度新闻以“幼师虐童”为关键词
搜索，相关新闻达 15 900 余篇。虐童事件中大
部分教师未获得教师资格证。有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拥有幼教资格证的在职教师占比 61%，
持非幼教资格证的占比 17%，无证教师占比则
达 22%。这小部分的不合格的教师，没有得到与
专业相关的职前职后培训，不具备幼儿教育的
科学知识，以致于引发了一起起令人寒心的事
件。更为寒心的是，目前有关幼儿教师的新闻报
道正由“对肇事者个体的指责”演变为“对幼师
群体的抨击”，引发大众的惶恐不安，于是，舐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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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的家长们进而寄情于监控手段去“采集证
据”以杜绝自家孩子受到伤害，家长们的应对策
略折射出的实为关涉幼儿教师的信任危机。

c）视频监控引发幼儿教师作秀心理使得工
作量超额。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关于学前教育的统计结
果为全国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 万人，
而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一共才 249.88万人，专任
教师的人数更少，师幼比为 1:20左右。幼儿人
数过多，对于幼儿教师本就是极大的压力和挑
战。幼儿教师为了迎合家长和园方所满意的工
作状态，把日常简单行为复杂化，例如幼儿进
餐、洗手。此外，幼儿主要通过模仿学习进而社
会化，也就是从“做中学”习得相应知识技能，可
为了达到家长们的标准，教师不得不事事亲为，
附加了工作量。高动机强度使得教师产生强迫、
压抑，甚至精神病性。持久的工作压力不但会危
害教师的身心健康，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影响，
而且还会间接的对幼儿人格产生不良影响。有
研究表明，就教师个人而言，沉重的职业压力会
带来生理（高血压、心脏病、失眠、皮疹、头痛、背
痛、内分泌失调、胃肠功能紊乱等）、心理（紧张、
焦虑、易怒、沮丧、人际敏感等）和行动方面（酗
酒、吸烟、缺勤、跳槽等）异常反应[7]，一线幼儿教
师的心理健康是幼儿教育系统正常运作的重中
之重。而超额的工作量只会让幼儿教师身心俱
疲，阻碍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3 正确使用视频监控维护幼儿教
师心理健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如参天大树
的根，其地位不可撼动。幼儿教师是这树根的营
养师，教育部门、幼教机构以及教师自身，应攻
艰克难，创造适宜环境维护幼儿教师心理健康
促进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3.1 教育部门应秉承两会精神，建设幸福职业
3.1.1 打造“发展共同体”，重振师道尊严让全
社会尊师重道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 [8]曾提出：社会职

业有一条铁的规律，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声

望，才能受到社会尊重。美国的 NAEYC 幼儿教
育权威机构可以确定幼儿教师特殊的专业性，
保障幼儿教师社会地位。我国可以效仿国外优
秀经验，促使高校、幼儿园、教育部门形成“发展
共同体”，建立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基地，提升幼
儿教师社会地位。所谓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基
地其本质是对幼儿园原有组织功能的进一步拓
展，幼儿园将不再只是促进幼儿发展的摇篮，也
是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摇篮，它是幼儿教
师与幼儿共同成长的人性化幼儿园发展理念 [9]。
有研究表明，美国“新教师入门指导计划”实施
得较好的地方，新教师流失率大大减少，教师保
持率高，有力地稳定了教师队伍，参加培训的新
教师不仅教学能力水平有明显提高，而且在职业
发展和自身提高方面表现得更为自觉和积极[10]。
教育部门应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引导、激励的作
用，加大财政投入，开展教师职前职后培养计
划，切实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声望，呼吁社会各
界合理使用视频监控，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
福感。
3.1.2 扩充幼儿教师队伍，加强多元化投入
幼儿园教师队伍年龄普遍老化，相关部门

应按照规章制度以及当地情况适当扩充幼儿教
师编制的数量，特别是农村乡镇幼儿园教师的
编制，建立一支关爱幼儿、师德高尚、数量充足
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幼儿教师队伍，积极构建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具有当地特色的幼儿园教师
队伍建设体系。纵观已有研究，幼儿教师的待遇
不容乐观，这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优
秀生源流入以及导致幼儿教师的流失率持续走
高，而且幼儿教师的专业性就无法得到保证，这
也是“虐童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刘焱 [11]

认为，要办好普惠性学前教育，首先要做到在没
有编制的情况下，应当以“同工同酬”为原则，按
照在编教师的待遇，采取购买“岗位”的办法来
补充教师，确保教师“进得来，留得住”。当教师
处于家庭干扰工作时,难以在时间、精力和情感
上尽到对工作的责任, 不易实现工作确定的相
关目标,工作上容易感到精疲力竭,成就感低落,
容易引发职业倦怠感 [1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
切实响应两会精神，在幼儿教师的合理待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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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台硬性规定，切实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水
平和社会保障，解决幼儿教师生活上的压力，使
得他们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幼教事业中，推动学
前事业的发展并实现个人价值理想，从而提高
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即使有视频监控存在，他
们也能正确对待，展现出他们的专业水平。
3.2 幼儿园整合资源培养幼儿教师心理弹力
3.2.1 营造健康心理氛围，呵护幼儿教师心理
健康
教师上级信任的依赖维度与教师工作绩效

呈正相关 [13]，幼教机构应充分关怀幼师，要尽可
能为幼师创造宽松、愉快的工作环境，缓解幼师
的心理压力，提升幼师的职业荣誉感和幸福感。
这些措施，会让幼师们感觉到从事这个行业不
仅是谋生，更重要的是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从中
实现个人价值。幼儿园还要积极配合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对教师心理健康的研
究，对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教育，建立相应
的干预机制，不断完善维护与促进教师心理健
康的有效对策 [14]。此外，园方应及时为幼师发
声：向家长普及视频监控应更多的是用来保护
和肯定幼儿教师，而不是吹毛求疵，挑教师的不
足。幼儿园可以片区合作设立心理咨询中心，让
幼儿教师能及时得到专业化的引导，让不良情
绪得到正确的宣泄，避免形成心理问题。
3.2.2 协同推进幼教舆论工作，改善媒体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刘利民 [15]就现目前学前教育

发展的形式提出“扩资源、增普惠、强监管、提质
量”，笔者认为这里的“强监管”不应该仅仅是对
幼儿教师，也应对教育媒体等实施强监管手段。
吴康宁 [16]先生曾明言，合理的舆论关键在于对
“公众”与“表达”两大关键词的把握，吴文涛 [17]

认为合理的舆论需要多方教育主体（如教育行
政部门、幼儿教育专家、教育媒体工作者等）的
协同参与与适时发声。幼儿教育专家和教育媒
体工作者作为幼儿教师专业性的“代言人”，应
联合起来并主动出击，及时发声介入大众媒体
的话语空间，组建幼教正面舆论的强大合力。让
大众甄别的看待个别幼儿教师虐童事件，批判
性的选取大众媒体的内容，对于其他幼儿教师
便能客观的评价，合理使用视频监控，还兢兢业

业坚守在岗位上的幼儿教师一个健康的工作环
境。
3.3 教师深化自律，从源头构造健康教育环境
3.3.1 构建专业学习共同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组织结构日益扁

平化，雇员往往不再是在某一两个组织中完成
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是在多个组织，多个部门，
多个岗位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 [18]。传统的
教师专业发展经历了“知识拥有者”到“技能娴
熟者”，再到“反思性实践者”，现代教师需转向
专业学习共同体，它强调的则是一种“生态取
向”的教师专业发展，其目的在于构建一种自然
的合作文化，主张通过共同愿景、自我期待、身
份认同和深度互动，实现知识共享、资源共享[19]，
有研究也证实了教师自身的知识分享努力水平
高的教师工作绩效也高 [13]。幼儿园教师需要不
断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不
可能为幼儿教师提供一劳永逸的知识，教师的
专业成长是终身性的，需要教师不断反思自己
的教学实践，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强调幼儿园教
师自身发展的积极建构 [20]，强化自身信念，以良
好的心态去应对视频监控下的教育教学工作。
3.3.2 丰富心理资源塑造高情绪智力
纵观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众多研究一致认

为职业认同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21]，
职业认同不仅直接影响职业幸福感，而且其他
变量通过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职业幸福感
等职业结果 [22]。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希望
（hope）、乐观（optimism）和坚韧性(resiliency)等构
成的心里资源不仅有助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
的认可和接纳，而且增加其积极行为，进而提高
职业中持续积极体验的产生 [23]。情绪智力高的
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过程中，会表现出较高的
情绪自我监控和自我激励能力，善于调控自己
的情绪，主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情绪和乐观饱
满的精神，减少破坏性情绪的产生,使自己更集
中于工作 [24]。教师能从令人痛心的负面事件中
汲取教训，从社会各方面的理性批判中反思用
心良苦，客观定位，积极反思，通过自我调整从
而提高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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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ideo Surveillance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school Teachers

YANG Yanana, LI Xuepinga, QING Mingxi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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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hild abuse, the unreasonable hype of news media and
the overall collaps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mage, the internet monitoring methods came into being. How－
ever, only through technical supervision, it is just a temporary solution.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of overall preschool teachers is at a low level, the rise of video surveillance has two-side
influence on front-line teacher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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