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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工作特征在组织支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影响的调节作用，采用组织支持感问

卷、工作特征问卷和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问卷对 421 名参与融合教育的幼儿园教师实施调查。结果显示: 幼儿

园教师组织支持感、工作特征和融合教育胜任力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 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预测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

胜任力; 在控制教龄和年龄情况下，工作特征在组织支持感与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在工作

特征得分较低的小组，组织支持感显著正向预测融合教育胜任力; 在工作特征得分高的小组，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

胜任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为提高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建议幼儿园从领导力、支持力和健全机制三方面加强统筹管

理，行政部门在教师绩效和幼儿园质量评价中加快融合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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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指在特殊和普通

学前儿童共同参与的融合教育活动中，幼儿园保教

专业人员基于特殊幼儿需要实施有效教育的个体

外显行为特征。工作环境等外部支持的不充分会

影响幼儿园教师的融合教育胜任力水平［1］。外部

支持因素除包括工作职位、园所性质等人口学变量

外［2］，也包括专业课程学习、行动研究项目、幼儿园

团队合作等因素。第一，职前和在职进修等专业课

程对融合教育胜任力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表明，职

前高等师范课程中关于儿童发展的典型特征与差

异教学的课程尤为重要［3］; 融合幼儿园的常态化教

研比校外短期培训更能有效提高教师胜任力［4］。
教师应当在课程进修中拥有自主权，参与决定特殊

教育选修课程的内容，否则将会阻碍其融合教育胜

任力的发展［5－6］。第二，与专家长期合作的行动研

究项目有利于提升应对问题行为幼儿时教师的融

合教育胜任力［7－8］。第三，幼儿园内部的团队合作

对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产生影响。不同形式的团

队合作 对 幼 儿 园 教 师 融 合 教 育 胜 任 力 的 影 响 显

著［9］。通过强化教师信念，普通幼儿园教师和特殊

教育教师间的合作能够有效提升其胜任力［10］。此

外，幼儿园和特殊儿童家庭在教育关注的认知上存

在差异，也影响了教师的融合教育胜任力水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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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证实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幼儿园教

师的融合教育胜任力与其工作情境密切相关，揭示

了课程学习、行动研究和幼儿园团队等组织层面社

会支持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组织管理学角度开展

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实证研究，系统考察

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作用机制，不仅有

助于促进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和缓解职业焦虑，也

为普通幼儿园科学实施融合保教提供理论支持。
组织支持感指个体感受到组织对其工作贡献

和幸福感的整体性综合感知［12］。依据组织支持理

论，组织支持感的原则是“互惠规范”［13］，只有员工

感受到组织的支持，才可能通过工作表现回报组

织［14］。组织支持感能够影响员工的工作情绪，进而

提高其职业胜任力［15］。组织支持感对教师职业生

活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它能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职业

幸福感和工作、生活质量，进而降低离职倾向［16－18］。
具有变革型领导特色的组织支持感对学前教师的

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会产生积极影响［19］。幼儿园教

师组织支持感对组织公民行为有预测作用［20］。虽

然作为保护性因素的组织支持感与幸福感、满意度

等职业情感和离职倾向等负面职业行为具有密切

关系，但是组织支持感与正向职业行为关系的实证

研究较少。其原因可能在于组织支持感与职业行

为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组织支持感

不仅能提升员工的工作行为表现［21］，也能增加其创

新性工作行为和建言行为［22－23］。然而，也有学者认

为组织支持感只能有助于员工提出建设性意见、获
得有益于组织的知识和技能等角色外的组织公民

行为［24］。鉴于研究已证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组织

支持感与胜任力显著正相关［25］，说明教师群体中组

织支持感的获得可能导致外显的职业胜任行为，而

这种猜测是否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尚未得到验

证; 实证研究也尚未证实组织支持感与融合教育胜

任力的关系是否处于稳定的变化状态。由于不同

年龄与教龄幼儿园教师的组织支持感差异显著［26］，

揭示年龄和教龄与组织支持感密切相关，所以可能

将其作为研究中的控制变量。据此提出假设 1: 组

织支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
工作特征指与工作本身相关、涉及工作层次、

领域和任务的各种属性或因素［27－28］，它体现了工作

蕴涵的完整性、自主性、反馈性等复杂性特质。依

据工作要求—控制—支持模型的观点，合理的工作

设计会为员工带来责任感、价值感等高水平的工作

体验，从而激发更高的内部动机和工作绩效。该模

型预测的工作设计包含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
任务重要性、自主性和反馈性五个核心特征［29］。研

究发现，员 工 社 会 支 持 与 工 作 特 征 呈 显 著 正 相

关［30］，社会支持和工作要求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其胜

任力［31］。托儿所工作的任务特征、工资福利等因素

对教师胜任力有重要影响［32］。幼儿园教师的言语

反馈对幼儿发展具有重要价值［33］，教师工作特征的

属性与学校组织评价存在关联，工作特征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越明显，越有助于呈现有效胜任行为。工

作特征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幼 儿 园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能 动

性［34］，早期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特征比其个性特征更

能影响教师胜任力［35］。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工作环

境能有效促进教师胜任力，具有反思对话和责任分

担等组织学习特征的校本专业团体有助于提高准

教师的学业胜任力［36－37］。反之，较低复杂性的工作

特征很难建立有效激励作用，容易引发教师的流动

意愿，也是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预测因素［38－39］。
由于教育对象和职业的特殊性，特殊教育教师的工

作特征与职业倦怠的身心疲惫维度显著正相关［40］。
实施问题行为幼儿融合教育的教师工作中面临更

多工作压力［41］，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更多

组织支持。由此可见，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特征的核

心要素分别为个体层面的情感支持和组织层面的

环境选择，二者整合有助于提升融合教育胜任力的

解释力。涉及不同层次重要资源的组织支持感和

工作特征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促进教师融合教育胜

任力的潜在有利因素，统合在一起考察有助于提高

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预测力。因此，提出

假设 2: 工作特征能够调节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

胜任力的影响。
综上所述，为深入探究组织支持感对幼儿园教

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作用机制，在梳理分析以往研

究基础上，本研究不仅考察组织支持感对胜任力

“有何”直接影响，更要探讨组织支持感可能通过

“哪些”重要的近端因子、“怎样”影响融合教育胜任

力。考虑到不同职业群体展开的研究结果可能存

在差异，本研究聚焦普通幼儿园教师群体，借助评

价工具测试组织支持感、融合教育胜任力和工作特

征的整体水平，尝试揭示工作特征在组织支持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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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胜任力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二、研究方法

( 一)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和方便随机取样方法，从江苏省

南京市、扬州市、泰州市、淮安市和山东省淄博市、

泰安市 14 所城市幼儿园抽取参与融合教育的教师

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现场和委托发放问卷两种形

式，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450 份，回收率

90%。筛除缺失值过多、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有效

问卷为 421 份，有效率为 93．50%。样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n= 421)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

地区
江苏省 351 83．37

山东省 70 16．63

教龄

0—5 年 188 44．66

6—10 年 124 29．45

10 年以上 109 25．89

年龄

20—24 岁 71 16．86

25—29 岁 127 30．17

30—34 岁 125 29．69

35 岁以上 98 23．28

最高学历
专科 127 30．17

本科及以上 294 69．83

职前专业
学前教育 387 91．92

非学前教育 34 8．08

( 二) 研究工具

1．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问卷

使用自编的“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问

卷”开展调查，该问卷共 35 题，包括辅具使用、言行

鼓励、家园沟通、环境改变、行为支持和预设目标调

整共六个维度［42］。采用李克特( Likert) 5 点计分方

法，分别用 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不符合”、
3 表示“无明确意见”、4 表示“比较符合”、5 表示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

的水平越高。总问卷的信度为 0．911，以上各维度信

度分别为 0．873、0．862、0．832、0．797、0．738 和 0．652。
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χ2 = 1623．08，df = 543，
χ2 / df = 2． 98，p ＜ 0． 001，CFI = 0． 84，TLI = 0． 83，

ＲMSEA= 0．07，SＲMＲ = 0．08，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
2．组织支持感问卷

采用 Eisenberger 等 编 制 的“组 织 支 持 感 问

卷”［43］，使用原问卷中负荷最高的 9 个题目组成简

化版的调查问卷，共一个维度。根据研究需要，对

问卷题目的个别表述进行修改，如将“组织”改为

“幼儿园”，员工改为“教师”。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法，分别用 1 表示“完全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
3 表示“无明确意见”、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教师感受到的组织支

持感越高。本次测试总问卷的信度为 0．65，说明该

问卷信度尚佳。
3．工作特征问卷

采用 Sims 等编制、阳志平等翻译的“工作特征

问卷”［44－45］。问卷共 30 题，包括多样性、自主性、反
馈性、同一性、人际互动和友谊共六个维度。问卷

项目可以合并为测量工作复杂性的单一量表。根

据研究需要，对问卷题目的表述做出修改，如将“上

司”改为“园长”; 将“负责一个项目或工作”改成

“负责日常保教工作”。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方法，

分别用 1 表示“非常小”、2 表示“比较小”、3 表示

“中等程度”、4 表示“比较大”、5 表示“非常大”。
得分越高，说明教师工作特征的复杂性越高。本次

测量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2，以上各维度

的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分 别 为 0． 646、0． 785、0． 803、
0．717、0．718 和 0．846。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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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χ2 = 886．51，df = 512 ，χ2 / df = 1．73，p＜0．001，CFI
= 0．83，TLI = 0．82，ＲMSEA = 0．05，AGFI = 0．83，说明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 三)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 0 软 件 进 行 描 述 统 计、皮 尔 逊

( Pearson) 积差相关和分层回归分析，考察人口学特

征与组织支持感、工作特征和融合教育胜任力的相

关性，检验工作特征在组织支持感和胜任力之间的

调节作用。使用重复抽样 Bootstrap 方法进行调节

作用显著性的检验。使用 Process 3．0 插件进行简

单效应检验。使用 Mplus7．0 软件对问卷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以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
三、研究结果

(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研究者在问卷设计及施

测过程中进行了程序控制，如适当改变指导语的陈

述方式、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和采用匿名填写等。为

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问卷所有题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

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因素分析共提取 18 个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的总变异解释率为

24．14%，明显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研究结果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 二) 各变量的描述与相关分析

对组织支持感、工作特征和融合教育胜任总分

及各维度进行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表 2 结果表

明，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特征、融合教育胜任力总分

及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 工作特征与胜任力总分及

其各维度显著正相关。年龄与融合教育胜任力的

预设调整维度显著正相关，教龄与胜任力的家园沟

通维度显著正相关。因此，将年龄和教龄作为控制

变量。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组织支持感 3．37±0．54 — — — — — — — — — —

2．工作特征 3．78±0．60 0．47＊＊ — — — — — — — — —

3．融合教育胜任力 3．98±0．48 0．37＊＊ 0．52＊＊ — — — — — — —

4．辅具使用 3．30±0．85 0．25＊＊ 0．29＊＊ 0．71＊＊ — — — — — — —

5．言行鼓励 4．46±0．55 0．27＊＊ 0．39＊＊ 0．71＊＊ 0．23＊＊ — — — — — —

6．家园沟通 4．23±0．60 0．37＊＊ 0．47＊＊ 0．77＊＊ 0．29＊＊ 0．68＊＊ — — — — —

7．环境改变 4．07±0．68 0．21＊＊ 0．35＊＊ 0．76＊＊ 0．41＊＊ 0．49＊＊ 0．48＊＊ — — — —

8．行为支持 4．29±0．62 0．26＊＊ 0．41＊＊ 0．58＊＊ 0．15＊＊ 0．53＊＊ 0．57＊＊ 0．31＊＊ — — —

9．预设调整 3．93±0．63 0．30＊＊ 0．41＊＊ 0．75＊＊ 0．43＊＊ 0．54＊＊ 0．57＊＊ 0．50＊＊ 0．42＊＊ — —

10．年龄 2．80±1．29 0．01 0．08 0．09 0．03 0．09 0．13＊＊ 0．01 0．01 0．13＊＊ —

11．教龄 2．12±1．37 0．01 －0．03 0．02 －0．06 0．25 0．11＊＊ 0．23 0．28 0．06 0．88*

注: * p＜0．05，＊＊p＜0．01。

( 三) 调节作用检验

为考察工作特征变量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分别

将融合教育胜任力及其各维度作为因变量，采用分

层回归的方法，建立 3 个模型。模型 1 中，自变量为

教龄和年龄，将其作为模型控制变量; 模型 2，自变

量增加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特征两个变量; 模型 3，自

变量增加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特征的交互变量。回

归分析前，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特征变量的均值已做

去中心化处理。
表 3 结果说明，在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胜任

力的影响上，控制年龄和教龄变量，组织支持感和

工作特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工作特征在组织

支持感和胜任力关系上起调节作用。在组织支持

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言行鼓励和家园沟通维度

的影响上，控制教龄、年龄变量，组织支持感和工作

特征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说明工作特征在组织支

持感与言行鼓励、组织支持感与家园沟通之间起调

节作用。在胜任力的其它维度上，组织支持感和工

作特征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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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作特征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SEΒ β Β SEΒ β Β SEΒ β

年龄 0．117 0．038 0．311 0．092 0．033 0．244＊＊ 0．095 0．033 0．253＊＊

教龄 －0．091 －0．036 －0．256 －0．065 0．031 －0．182* －0．068 0．031 －0．193*

组织支持感 — — — 0．155 0．042 0．173＊＊＊ 0．166 0．042 0．185＊＊＊

工作特征 — — — 0．344 0．038 0．426＊＊＊ 0．353 0．038 0．438＊＊＊

组织支持感

×工作特征
— — — — — — －0．117 0．060 －0．082*

Ｒ2 0．022 0．302 0．308＊＊＊

ΔＲ2 — 0．280＊＊＊ 0．006*

F 4．746＊＊ 44．964＊＊＊ 36．951＊＊＊

注: * p＜0．05，＊＊p＜0．01，＊＊＊p＜0．001。

为考察工作特征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使用

Bootstrap 分别对融合教育胜任力总分和言行鼓励、
家园沟通维度进行重复抽样检验。结果表明，在融

合教育胜任力总分上，重复抽样 2000 次，交互项系

数不显著( B=－0．117，p = 0．122) 。在言行鼓励维度

上，重复抽样 2000 次，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特征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 B = －0．185，p = 0．040) ，置信区间为

［－0．368，－0．005］。在家园沟通维度上，重复抽样

4000 次，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特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

( B=－0．153，p= 0．048 ﹤ 0．5) ，置信区间为［－0．303，

－0．002］。以上结果说明，在言行鼓励和家园沟通

维度上，工作特征对组织支持感和融合教育胜任力

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在融合教育胜任力总分上

工作特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为进一步揭示工作特征是如何调节组织支持

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影响，分别选取工作特征均

值正负一个标准差做简单斜率检验; 高于均值一个

标准差的研究对象为高工作特征组，低于均值一个

标准差的为低工作特征组。结果表明，工作特征得

分较高的小组，幼儿园教师的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

育胜任力的影响不显著( β= 0．112，p＞0．05) ; 在工作

特征得分较低的小组，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 0．514，p＜0．05) 。可见，对

于低复杂性工作特征的幼儿园教师，组织支持感对

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影响较为重要。

图 1 工作特征在组织支持感与融合教育胜任力

之间的调节效果图

四、讨论

( 一) 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预

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和教龄变量的情况

下，组织支持感是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正

向预测因素。此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1，说明组织

支持感与融合教育胜任力关系密切，组织支持感越

高，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越高。按照社会交换理论

和互惠 原 则，在 组 织 被 赋 予 人 性 化 特 征 ( human
characteristics) 时，员工才能获得更好的支持感［46］。
融合幼儿园管理层若给予教师更多组织支持，教师

将愿意奉献更多责任和积极态度回报幼儿园，以建

立教师和幼儿园之间的互惠性情感。组织支持感

是引发教师出现高水平工作绩效的源泉，从而产生

更多融合教育胜任行为。管理学的相关研究显示，

组织支持感与创新性绩效行为密切相关，这佐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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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发现［47］。由此，在当前我国幼儿园班级师

幼比悬殊、家长融合教育态度认知不一、学前融合

教育尚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幼儿园的组织支持对

合格融合教育教师的胜任力非常重要。
组织支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正

向预测作用的结果也说明外在的工作资源可能通

过内在的积极动机作用于胜任力。对教师和幼儿

园而言，组织支持感是个体和团队双赢的过程，组

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预测作用，至少包括

三个心理过程: 第一，教师产生开展融合教育的使

命感，幼儿园通过奖励或福利等激励措施激发和维

持教师关心幼儿园发展目标的责任感; 第二，教师

具有被肯定的社会情感需要，教师对特殊幼儿及其

家庭付出的额外艰辛劳动需要被幼儿园认可和尊

重; 第三，教师强化持续提升融合教育胜任力的职

业信念，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教师都能感受到来

自幼儿园的各种支持［48］。当幼儿园管理层为教师

提供必需的支持和资源时，注重提高个体自我价值

和自尊 感 的 组 织 更 容 易 激 发 教 师 产 生 组 织 认 同

感［49］，教师将付出更多努力、出现更多与幼儿园期

待一致的职业行为作为回报，从而增加其出现胜任

行为的可能性。
( 二) 工作特征对组织支持感和融合教育

胜任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

教育胜任力的影响并非稳定不变; 在控制年龄和教

龄的情况下，工作特征起调节作用。此结果证实了

研究假设 2，说明社会支持与工作内容范畴的相关

变量发生交互作用将影响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
根据“需求—控制模型”观点，工作特征由工作要求

( 指向工作消耗) 与工作资源( 指向工作支持) 共同

构成;“放大”工作动机或“减少”工作消耗能调节员

工组织支持感对胜任力的影响［50］。该结果符合“个

体与情境动态交互作用”的发展情境论观点。组织

支持感是教师内在的主观感受，表现为教师感受到

幼儿园支持融合教育、愿意为融合教育贡献力量的

自我获得感; 工作特征则是教师所处的外在客观的

工作情境，表现为教师在幼儿园工作中感受到的认

同感、团队支持感和工作反馈性评价等特点。以上

二者相互作用是动态过程，胜任力的变化取决于个

体感受与工作情境的拟合程度，当二者拟合度较高

时，融合教育胜任力也将获得最大提升空间。该结

果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特殊教育教师胜任

力受到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特征共同影响［51］。
研究结果中工作特征的调节作用使得组织支

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影响不仅处

于波动状态，而且其影响波动的强度取决于工作特

征变量的均值( 解释率为 30．8%) 。在解释组织支

持感对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正向影响的时

候，需要考虑第三方显性调节变量的影响。尤其在

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言行鼓励和家园沟

通维度上，工作特征调节作用发挥得较为明显。目

前学前融合教育大多处于试点阶段，普通幼儿无法

与特殊幼儿进行充分的交往和接触，普通教师也就

难以对特殊幼儿有足够的理解与认知。转变教师

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就涉及与组织支持相关的

幼儿园融合文化的创设［52］。当过去仅面对普通幼

儿的工作情境发生变化时，新的工作情境为教师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学前融合教师能力的提

升需要同时考虑组织支持感和工作情境因素。如

果教师能从融合教育的重视和制度建设中感受到

组织层面的社会支持，诸如英国学前融合教育建立

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多部门、跨学科的合作

机制［53］，同时也能从幼儿园与家长共建的融合教育

工作环境中争取更多制订与实施特殊幼儿个别化

教育计划等专业自主机会，将获得更高融合教育胜

任力水平。这就需要幼儿园组织层面采取更多行

之有效的支持策略，优化学前融合教育的宏观和微

观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师胜任力。
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工作特征得分即工作复杂

性不同，其调节作用发挥的强度也不同。对工作特

征得分较高的教师而言，组织支持感对融合教育胜

任力影响的差异不显著; 反之，对工作特征得分较

低的教师来说，不同组织支持感对胜任力的正向影

响更为显著。该结果体现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最

大化的“社会公平”原则，体现了组织支持感对获得

较低社会支持资源的幼儿园教师的补偿作用。对

于那些在幼儿园工作情境中获得较多工作资源或

专业自主性等支持性工作资源的教师来说，组织支

持感对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反之，那

些获得较多工作控制且反馈性资源缺失的教师来

说，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五、建议

( 一) 加 强 幼 儿 园 融 合 教 育 管 理 的 统 筹

实施

从培养合格融合教师的角度来看，若要加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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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支持对胜任力影响的正向作用，幼儿园内部管理

亟需科学化、系统化。第一，强化领导力，通过提升

融合教育主管领导的专业能力，提高教师胜任力。
若园长无力改善融合教育管理与教育教学实施存

在的问题，教师的融合教育实践就无法得到有效的

组织支持。建议通过工作坊等培训方式影响管理

者的融合教育管理行为，提升幼儿园管理团队的支

持效能。第二，加强支持力，基于重点人群的工作

特征优化融合教育情境。若要最大程度发挥工作

特征在组织支持感对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影响的

调节作用，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工作耗竭感大于获得

感的新手或职业倦怠的教师，尤其支持其在融合教

育家园沟通工作中获得更多认同感和自主性，从而

增加工作动机的支持性资源，减少新教师在入职初

期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过多“损耗”，减少老教师陷

入重复单调、反馈程度低、欠缺团队支持的工作情

境。第三，健全机制，建构普特融合的教育资源共

享制度。建议优质融合园或资源中心与特殊教育

指导中心密切合作，普特教师共同实施融合保教，

在融合教育工作计划的实施中建立普通学前教师

和特教教师的联系机制。建议优质融合园或资源

中心与高校融合教育专家密切合作，总结提升有价

值的融合保教经验，为教师的融合教育工作获得更

多专业支持资源，助力教师胜任力的持续提升。

( 二) 改善教育行政管理层对学前融合教

育的引领导向

为促进管理环境有待优化的融合幼儿园提升

教师胜任力，行政部门的政策导向和措施推动将通

过改善幼儿园的管理效能和教师评价质量，提高组

织支持感，调整教师工作结构。当前个别行政部门

仍存在融合教育是为少数幼儿服务而浪费大量公

共资源的认识误区，需加以引导纠正。首先，构建

管理体系，减少工作无序性，提高教师胜任力。教

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国家与地方各级融合教育的顶

层设计，初步构建为融合教育提供全面支持的各级

学前融合教育保障政策体系和制度规范。其次，建

立反馈机制，减少工作模糊性，提高教师的胜任力。
建议将各类幼儿园对特殊幼儿的科学保教评估和

合格学前融合教师的队伍建设状况纳入园所高质

量评估范畴，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也建议改

变将论文作为职称晋升的限制性指标评价一线幼

儿园教师的倾向，将学前融合教育保教实践效果的

工作绩效相关指标，以及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促进特

殊与普通幼儿主动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实践能力作

为关键内容，通过增加工作反馈性和自主性进行工

作特征的再设计，促进教师融合教育胜任力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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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The Moderating Ｒole of Job Characteristics

QIN Yi1 HE Feng2 HAN Yuanyuan1 WANG Shuangyin3

(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Nanjing 210038;

2．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Jiangsu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3;

3． Hangzhou Xiacheng District Anji Ｒoad Kindergarten Hangzhou 310000)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ob characteristics 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421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 in inclusive education a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questionnaire of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questionnair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s kindergarten teachers’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in the case of controlling teaching age and
age，job characteristics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In the group with low job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ositively predicts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in the group with high job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h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ers’competence in inclusive educa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kindergartens strengthen overall managemen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eadership，support and sound mechanism，and tha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the evaluation of teacher
performance and kindergarten quality．
Key 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competenc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b characteristics; kindergarten teacher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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