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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推进ꎬ
幼儿教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ꎮ 在发展过程中ꎬ幼儿教师素质低、学历低ꎬ严
重制约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ꎮ 幼儿教育的资源短缺ꎬ分布不平衡ꎬ有违人的发展和公

平正义原则ꎮ 幼儿教育内容单一ꎬ方法机械ꎬ脱离生动丰富的儿童生活实践和儿童发展

规律ꎮ 幼儿教育理论研究严重滞后ꎬ未能跟上国际儿童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前进步伐ꎮ
农村幼儿教育面临更严重困难ꎬ国家和地方应加大投入和支持ꎮ 此外ꎬ幼儿教育还在

“体制外”生存ꎬ需要从国家公共品视角创新制度ꎮ 要把优质资源输送给少年儿童ꎬ加快

幼儿教育现代化建设ꎮ
〔关键词〕幼儿教育ꎻ师资ꎻ教育体制ꎻ教育科学ꎻ农村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从广义上说ꎬ凡是能够影响幼儿身体成长和认知、情感、性格等方

面发展的有目的的活动ꎬ都可说是幼儿教育ꎮ 而狭义的幼儿教育则特指幼儿园

和其他专门开设的幼儿教育机构的教育ꎮ 幼儿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儿童身心获

得正常发展ꎬ为进入小学学习做好准备ꎮ 我们一般把婴儿期(０ － ３ 岁)完成后进

入的学前教育阶段(３ － ６、７ 岁)称为幼儿教育阶段ꎮ 这个阶段对进入小学前的

儿童进行教育、组织活动和施加影响ꎬ是由家长及幼儿教师利用正确的方式促进

学前儿童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过程ꎮ 从本质上来说ꎬ幼儿教育能有计划、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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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儿的大脑、感官进行刺激ꎬ使大脑和感官的各部分功能更趋完善ꎬ促进孩子

的兴趣、情感和社会化程度ꎬ激发孩子的求知欲ꎬ使思维能力得到成长ꎬ视野变得

开放和扩展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ꎬ我国幼儿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实践、学习和总

结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ꎮ 在政府指导下ꎬ我国公办幼儿园为各地区适龄儿童进一

步提供了基础性的教育保障ꎬ民办幼儿园、托管班等社会办学力量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ꎬ为城乡更多幼儿的教育提供了便利ꎬ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办幼儿园的缺

失ꎮ 我国幼儿教育课程设置日趋完善ꎬ各幼儿园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幼儿保健措

施ꎬ幼儿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教育理念正在发生转变和更新ꎬ教师和家长都更注

重对幼儿能力、兴趣的培养ꎬ网络媒体对幼儿教育的监督和监管逐步增强ꎮ 然

而ꎬ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ꎬ我国幼儿教育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

显ꎬ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予以重视和关注ꎮ

一、问题:教学质量低、教育欠公平

１. 幼儿教师学历低、素质低ꎮ 教育发展ꎬ教师为本ꎮ 师资是幼儿教育发展中

重要的“软实力”ꎬ在幼儿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ꎮ 但是ꎬ从目前实

际情况来看ꎬ我国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偏低ꎬ已经成为制约幼儿教育发展的瓶

颈ꎮ 近年来ꎬ报纸传媒不断报道有幼儿教师体罚、用药物等虐待幼童事件ꎬ幼儿

教师队伍素质可见一斑ꎮ〔１〕

研究表明ꎬ“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通过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培养幼教师资ꎬ
大部分幼儿教师都是初中毕业后直接就读幼儿师范ꎬ他们虽然具备幼师必备的

能力和素质ꎬ比如动手操作能力较强ꎬ有较好的弹唱舞美基本功ꎬ活泼、大方ꎬ有
耐心、童心等ꎬ但有些弱点不容忽视ꎬ即知识结构单一ꎬ文化功底薄弱ꎬ语言表达

能力差ꎬ给孩子上课用词不规范ꎬ逻辑性差等等ꎮ”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园管

理条例»明确规定:幼儿园园长、教师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

儿教育专业)毕业程度ꎬ或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ꎮ〔３〕虽然学历的高低不能

完全与师资水平划等号ꎬ但是在受教育的程度和广度上ꎬ更高学历的幼儿教师能

够对幼儿的教育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ꎮ
除幼儿师范院校培养外ꎬ我国还有一部分的幼儿教师是通过专科院校、职业

中学或者本科院校的幼儿教育专业来进行培养ꎮ “这些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设置主要是基础文化知识课程、专业理论课程、艺体课程、教育实践 ４ 类ꎬ内容

较为单一ꎬ起点层次较低ꎬ专业性和针对性不强ꎬ从而造成对师资培养能力的

不足ꎮ” 〔４〕

幼儿教师的后继培养力度不够ꎬ也造成了整体师资力量的不足ꎮ 在“应试

教育”以及高考的影响下ꎬ教育行政部门更多地关注中小学教师的培训ꎬ而忽略

了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ꎮ 师资水平后继培养力度不够还表现在特级教师数量不

足、骨干教师少这个方面ꎮ “我国幼儿教育教师师资队伍年龄结构表现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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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比例很高ꎬ４０ 岁以上年龄的教师也不少ꎬ但中年骨干教师较少ꎮ 这说明从

事幼儿教育的大多是刚毕业和社会上的大中专学生以及一些没有幼教经验需要

通过学习和培训的保姆型教师ꎮ 这种近似‘哑铃型’的师资结构ꎬ对幼儿园的持

续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ꎮ” 〔５〕所以合理的教师年龄结构ꎬ是幼儿教

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ꎬ却也成为目前幼儿教育的问题之一ꎮ
２. 幼儿教育内容单一ꎬ方法机械ꎮ 幼儿教育的发展ꎬ一直以来都伴随着经济

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ꎬ但从教学理念和水平来看ꎬ却远远没有跟上发展的

实际节奏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已经十多年了ꎬ但是有相当一部

分幼儿教师在教学上仍然固守以前的教育理念ꎬ“在教育内容上把知识灌输放

在幼儿教育的首位ꎻ在教育形式上仍然停留在老师教、幼儿听ꎬ老师说、幼儿做的

阶段ꎬ幼儿园课程生活化还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ꎮ” 〔６〕

我国的幼儿教师大部分都是由幼儿师范培养而来ꎬ文化基础相对较差ꎬ而且

由于课程结构、学习年限等方面因素的影响ꎬ他们对幼儿理论思维的训练就显得

不足ꎬ工作后又较少有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提高机会ꎬ因此ꎬ大部分幼儿教师的理

论思维水平都难以提高ꎬ以至于影响到对幼儿的教育ꎬ再次形成教育的单一和

单调ꎮ
与教育形式单调相反ꎬ有很多幼儿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存在“揠苗助长”的行

为ꎬ使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日趋严重ꎬ这是幼儿教育发展的一种偏差ꎬ更是当

前幼儿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ꎮ 瑞典教育家皮亚杰在他的著作«儿童智力

的起源»中写到ꎬ“人为的推动儿童超越其自然的水平ꎬ无异于训练动物在马戏

团中表演杂技ꎬ这种做法对儿童的正常发展并无益处ꎬ反而导致长期发展中的阻

滞ꎮ” 〔７〕我们知道儿童的心理主要是一个自然成熟的过程ꎬ只有儿童的心理成熟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ꎬ教育才能使其发展有所加快ꎮ 由此可见ꎬ幼儿的成长和教育

需要逐步提升ꎬ不能揠苗助长ꎮ 幼儿园教育的“小学化”倾向显然违背了早期教

育基本规律及幼儿身心发展特点ꎬ势必影响幼儿园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健康

发展ꎮ〔８〕

受大脑生理机能成熟程度的制约ꎬ幼儿认知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缺乏守恒性

和可逆性ꎬ较为复杂的思维操作ꎬ只有等进入小学后才能完成ꎮ 因此ꎬ国家教育

部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的认知要求普遍较低ꎮ
“如在‘科学’领域在‘感知和理解数量及数量关系’这一子目标下ꎬ要求 ３ － ４ 岁

的幼儿能手口一致地点数 ５ 个以内的物体ꎬ并能说出总数ꎬ能按数取物ꎻ要求

４ － ５岁的幼儿能通过实际操作理解数与数之间的关系ꎬ如 ５ 比 ４ 多 １ꎬ２ 和 ３ 合

在一起是 ５ꎻ要求 ５ － ６ 岁的幼儿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它方法进行 １０ 以内的加

减运算ꎮ 在“语言”领域中ꎬ在‘具有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这一子目标

下ꎬ对 ３ － ４ 岁的幼儿要求是‘喜欢用涂涂画画表达一定的意思’ꎻ要求 ４ － ５ 岁

的幼儿‘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ꎬ在成人提醒下写写画画时

姿势正确’ꎻ对 ５ － ６ 岁幼儿的要求是‘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现事物或故事ꎬ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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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书写自己的名字’ꎮ” 〔９〕 但是目前社会上不少幼儿园不顾幼儿思维的发展水

平ꎬ教学涉及小学低年级的内容ꎬ例如要求幼儿掌握识别汉字、背诵古诗词ꎬ会做

简单的加减法等ꎮ 而幼儿应该学习的基本生活常识、情感思维、行为习惯和社会

性等内容却受到了极大的冷落ꎮ
“游戏是正在成长中的幼儿最大的心理需求ꎮ 幼儿在游戏中编织了假想的

世界ꎬ却在身心方面实现了真实成长ꎮ” 〔１０〕 童年是一个人成长期间最快乐的时

光ꎬ对幼儿的行为规范ꎬ不应该像小学生那样去要求ꎮ 然而目前许多幼儿园却与

小学一样采用以课堂集中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ꎬ老师在课堂上讲授书本知识ꎬ幼
儿在课堂上做笔记ꎬ回答问题ꎬ完全缺少了游戏色彩ꎬ缺少了让每一个幼儿都能

积极充分地参与和互动ꎬ真正适合幼儿的游戏活动时间比重越来越小ꎮ 幼儿本

身是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ꎬ但是“小学化”教育中的统一性特点却要求任何问

题只有统一的答案ꎬ久而久之ꎬ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就被阻止了ꎮ 加上部分幼儿园

将小学的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引入幼儿教育中ꎬ以小学生的要求去规约幼儿的

行为ꎬ比如要求幼儿在上课时间内要坐端正ꎬ不能乱动ꎬ集中注意力在老师的板

书上等ꎬ抹杀了幼儿爱玩爱活动的天性和个体性特征的发展ꎮ 幼儿在这个阶段

比较好动ꎬ注意力集中时间非常短ꎬ要求他们遵守这样的行为规范ꎬ脱离了幼儿

成长教育的实际ꎬ不符合幼儿的生理特点ꎮ
除此之外ꎬ不少幼儿园除了文化课ꎬ还开设各种兴趣班ꎬ如音乐班、美术班、

舞蹈班、跆拳道训练班等等ꎬ花样繁多ꎮ 对于幼儿的年纪和心理特征来说ꎬ这样

做往往给幼儿造成了一定的学习负担ꎬ不少学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幼

儿的接受能力ꎬ学习效果很多不如人意ꎬ甚至让幼儿对本来感兴趣的内容产生了

逆反心理ꎬ适得其反ꎮ
３. 幼儿早期教育呈现市场乱象ꎮ 幼儿早期教育ꎬ简称早教ꎬ是本文所指幼教

的准备阶段ꎬ关联并直接影响着幼教事业ꎮ 在国际上ꎬ针对 ０ － ３ 岁婴幼儿的早

期教育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在欧美兴起ꎮ 早教理念传入我国后ꎬ早教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兴起ꎬ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早教机构的队伍ꎬ但是由于起步较晚ꎬ
我国早教机构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在摸索中前进ꎬ同时ꎬ早教方面也存在着

诸多问题ꎮ〔１１〕

俗话说:“三岁看大ꎬ七岁看老”ꎬ所以很多家长觉得教育要趁早ꎬ不能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ꎮ 这样的想法让不少家长都走进了“早教”的误区ꎬ把刚出生的

孩子就推进了教育的课堂ꎬ给孩子报各种班ꎬ上多种课ꎮ 目前ꎬ不少家长把早期

教育视同于早期学科教育ꎬ单纯地找老师给孩子上课额外强加给孩子训练ꎬ希望

孩子 １ 岁以内学认字ꎬ３ 岁以内学外语ꎮ “会识字、会背诗只是简单的记忆模仿ꎬ
并不代表孩子真正的智力和能力ꎮ” 〔１２〕

早教市场日渐蓬勃ꎬ但相应的监督、管理却始终停滞ꎬ现有法规对 ３ 岁以上

的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乃至职业教育都有相应规定ꎬ然而对涉及几百万孩

子的 ０ － ３ 岁早教却是管理上的真空地带ꎮ 由于早期教育机构不是教育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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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立ꎬ也没有任何资料备案ꎬ因而不归教育局监管ꎮ 工商部门虽为其注册登

记ꎬ但也没有法律依据行使其管理职责ꎮ 因此ꎬ市场上有些早教机构钻了这个空

子ꎬ应运而生ꎬ收了学费后却不见其踪影ꎬ给家长带来经济损失ꎮ 有些早教机构

为了创造更大的收入ꎬ不惜欺骗消费者扩大夸张早教的作用ꎬ违背了公平竞争原

则ꎮ 这些都让家长们承担着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ꎬ“揠苗助长”ꎬ〔１３〕 让幼儿也在

所谓的教育中丧失了应有的童年ꎮ
而早教机构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是师资问题ꎮ 据调查ꎬ“我国的早教事

业兴起较晚ꎬ暂时还没有权威的对早教老师进行专业培训的机构和组织ꎬ社会上

大部分的早教老师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ꎬ文化素质普遍不高ꎮ” 〔１４〕这样的老师如

何能给幼儿良好的教育呢?
４. 幼儿教育资源短缺ꎬ分布不平衡ꎮ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ꎬ

但是由于我国幼儿教育一直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当中ꎬ它的基础性、公共性

和公益化的本质特征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ꎬ加之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ꎬ有限的

资源分配不均衡ꎬ幼儿教育逐渐走向“市场化”ꎮ 可是民办幼儿园水平良莠不

齐ꎬ两极分化明显ꎬ造成优质教育的稀缺ꎬ再加上农村务工人员大量涌向城市和

生育高峰期等原因ꎬ幼儿教育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ꎬ布局不平衡现象愈加

严重ꎮ
中国国情国力研究人员根据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进行调查的全国 ７９３００ 户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调查资料计算出ꎬ
“２００４ 年ꎬ幼儿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 １. ２１％ ꎬ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幼教经

费逐年略有减少ꎬ２００４ 年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近 ０. １％ ꎬ幼教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更

加严重ꎮ ２００４ 年ꎬ我国在园幼儿 ２０８９ 万ꎬ占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在校生(从幼儿

教育到高等教育)总数的 ２％ ꎻ幼教职工 ６５. ６ 万ꎬ占普通教育教职工总数的

５. １％ ꎮ 有限的经费难于支撑具有庞大规模的幼儿教育业ꎮ” 〔１５〕

２００２ 年国家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只有 ３９. ７３ 亿元ꎮ 从覆盖面讲ꎬ国家只对

２０％的幼儿园进行投入ꎬ８０％的在园幼儿享受不到ꎮ 从有关资料显示ꎬ“最近几

年国家对幼儿教育投入确实太少ꎮ 但城镇家庭却将幼儿教育作为实质性的教育

阶段ꎬ而且愿意花大投入ꎮ 幼儿园为了生存ꎬ只得在幼儿身上打主意ꎬ所以各项

收费不菲ꎮ” 〔１６〕我国教育经费在幼儿阶段国家投入最少ꎬ直接导致以家长个人投

入为主ꎮ 越来越多幼儿家长为难计其数的教育费用而苦恼ꎮ
此外ꎬ生均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也是造成幼儿教育布局严重不平衡的原因之

一ꎮ 生均公用经费这一指标是反映提供给教育的教学设备、日常办公、培训教师

等维持和提高教育质量需要的经费状况ꎮ “目前我国幼儿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严

重不足ꎬ基建和专项经费少ꎬ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地区ꎬ经费更是捉襟见肘ꎬ办园条

件迟迟得不到改善ꎮ 多年来ꎬ幼儿的生均公用经费呈逐步下降趋势ꎬ幼教的基建

和专项经费支出极少ꎬ２００１ 年仅占全国教育基建总投资的 ０. ３％ ꎬ这是近 ２０ 年

来农村主要办学形式仍然是用小学教室办学前班、独立办园困难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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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ꎮ” 〔１７〕

幼儿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公办幼儿教育与民办幼儿教育政策不

配套ꎮ 在计划经济时代ꎬ幼儿园主要由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ꎬ我国政府

对城市中的公办幼儿园、示范幼儿园的资金投入要高于县级、乡镇级、村级幼儿

园ꎮ 幼儿进入公办幼儿园一般来说要看父母的社会地位、家庭的收入状况以及

户籍所在地等外在因素的影响ꎮ 幼儿尤其是非本地户口的幼儿想进入公办幼儿

园学习要跨越层层障碍ꎬ缴纳高额的借读费用ꎬ影响了幼儿的平等受教育机会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办幼儿园却由于缺少资金的扶持ꎬ在教

育环境、教育设备等方面都不尽人意ꎬ流动儿童迫于现状只能进入这样的幼儿园

学习ꎬ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ꎮ ２０１０ 年ꎬ为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ꎬ
陕西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意见»ꎬ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ꎬ每个县

(区)城至少建成一所标准化幼儿园ꎬ每个乡(镇)建成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的
目标ꎮ 实际上ꎬ一方面在目前全市财力有限的情况下ꎬ即使公办幼儿园建设目标

全部实现ꎬ适龄幼儿进入公办幼儿园的数量也仅占 ６０％ 左右ꎬ仍然需要民办幼

儿园予以补充ꎻ另一方面由于公办幼儿园政府投入较多ꎬ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教
学水平有保障ꎬ收费标准较低ꎬ而民办幼儿园多由企业、集体或个人举办ꎬ盈利目

的在所难免ꎬ园内条件和收费标准也无法同公办幼儿园相比ꎮ〔１８〕

５. 农村幼儿教育面临更严重困难ꎮ 近年来ꎬ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

投资ꎬ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的整体状况得到了很大的好转ꎮ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

的提高ꎬ农民对孩子学前期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ꎬ由此也让很多农村幼儿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ꎮ
幼儿教育条件比城市显著差是农村幼儿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ꎮ 在农村中民

办幼儿园占绝大多数ꎬ公办幼儿园很少ꎬ农村幼儿园规模较小ꎬ多数幼儿园只有

２ 个班ꎬ教师也就几个人ꎮ〔１９〕 大部分幼儿园是利用自家的住房或租用他人的闲

置房屋当作园舍ꎬ或者把普通住房的客厅、卧室或店面的营业厅改装成幼儿活动

室ꎬ这种幼儿园不论是光线还是通风条件都很差ꎮ 室内设施更加简陋ꎬ除了黑

板、粉笔以外的教学用品比如电视机、录音机、钢琴ꎬ基本上都是见不到的ꎬ桌椅

板凳很多也不是按照幼儿的身高和身体发育程度定制的ꎬ使用的是成人用的大

桌子或者条凳ꎬ墙壁上也没有常见的一些漫画或者宣传画ꎮ〔２０〕 农村有些幼儿园

没有标准的户外活动场地ꎬ活动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农田、沟渠边ꎬ更不要说大型

玩具了ꎮ 这样的户外活动场地不能给予儿童应有的娱乐和放松ꎬ甚至还会产生

危险ꎮ 调查显示ꎬ２００２ 年全国在园(班)幼儿中ꎬ农村幼儿占 ４９％ ꎬ城市幼儿占

２４％ ꎮ 而农村幼儿所拥有的校舍建筑面积、教学及辅助用房及图书馆比例分别

为 ２２％ 、２３％ 、２３％ ꎻ城市幼儿所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 ４７％ 、４５％ 和 ４６％ ꎮ 也就

是说ꎬ占全国在园(班)幼儿人数一半的农村幼儿只享有了不到五分之一的资

源ꎬ而差不多有一半的资源被仅占全国幼儿总数五分之一的城市幼儿享用ꎬ并且

多为优质资源ꎮ 根据 １４ 省市的调查结果ꎬ农村幼儿园(班)有 ３０％ － ３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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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无四有”的要求ꎬ即无危房ꎬ有适合的桌椅、有清洁的饮用水、有安全的

厕所、有必要的玩教具ꎮ〔２１〕

农村还存在一种“家庭保姆”型的幼儿园ꎮ 这些幼儿园大都是农村妇女主

办ꎬ一般是在自家院子里ꎬ腾出一间或两间房当教室ꎮ 这种所谓的“幼儿园”场
地狭小ꎬ幼儿园里的会计、厨师及保育员基本由办园者的家属或亲戚担当ꎬ从业

者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ꎬ属于典型的“看”孩子ꎮ 这类幼儿园招收的幼儿也不

多ꎬ由于没有长远打算ꎬ教室内的桌椅往往是七高八低ꎬ参差不齐ꎬ幼儿活动器材

更是很少购买ꎮ〔２２〕

显然ꎬ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质业务能力普遍也比城市的低ꎮ 农村幼儿教师

大多非“科班”出身ꎬ很多人初中、高中毕业ꎬ比普通农民多读几年书ꎬ多认几个

字ꎬ就可以来当幼儿园的老师了ꎮ “农村幼儿园园长和幼儿专任教师学历普遍

较县城低ꎬ获职称的教师较县城少ꎮ 其中四分之三的教师学历是职专、职高的幼

教专业及大专以上毕业生(多数为非幼教专业)ꎬ专业幼师毕业比重很少ꎬ大部

分乡(镇)中心园的幼儿教师是由中心校的小学教师担任的ꎬ没有受到系统的幼

儿专业的学习和培训ꎬ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是初、高中毕业生通过短期培训取得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ꎮ” 〔２３〕

二、成因:幼儿教育主要还在“体制外”生存

我国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ꎬ从社会学的视角看ꎬ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

设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ꎬ是快速而广泛的社会变迁、制度

变迁的副产品ꎮ 这样ꎬ至少产生两种情形ꎬ一是政府对幼儿园的投资不平衡ꎮ 我

国政府对城市中的公办幼儿园、示范幼儿园的资金投入要高于县级、乡镇级、村
级幼儿园ꎮ 二是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缺少中、长期的幼儿教育规划ꎮ 发展幼儿教

育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ꎬ需要在实施幼儿教育的每个环节具有长远性的预期ꎬ宏
观的ꎬ甚至是世界性的眼光ꎬ因此这种关于人的规划比一个城市建设规划更显得

重要ꎬ而这些恰恰是政府的责任ꎮ 在一个总的可以操作的规划下ꎬ幼儿教育的财

政计划、监督与管理计划等等ꎬ才能不断完善ꎮ 总的来说ꎬ我国幼儿教育还没能

够在我们的政府体制中占有适当的位置ꎬ从某种意义上说ꎬ幼儿教育主要还在体

制外生存ꎬ还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国家公共品ꎮ
幼儿教育体制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而出现的ꎬ它与经济组织的制度性联接ꎬ决定了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而调

整ꎮ 一般来说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幼儿教育的公共品属性会日

益增强ꎮ 所以ꎬ在我国城乡二元投资结构之下ꎬ由家长、市场和政府共同担任投

资主体的幼儿教育ꎬ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ꎮ 何况ꎬ幼儿教育的投入

具有的明显的逆向转移支付特征ꎬ幼儿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权ꎬ幼儿教

育服务的不同性质ꎬ以及幼儿教育的不够坚实的财税基础ꎬ使得这种过渡与构建

新的幼儿教育投入具有更多的复杂性ꎮ〔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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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的供需双方及其市场交换过程都有许多不够完善的方面ꎬ所有这

些也决定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ꎬ政府必须运用各种干预手段ꎬ尤其是财政

投资的手段ꎬ双轨调控幼儿教育市场ꎬ以弥补幼儿教育市场的不足ꎬ使其实现幼

儿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幼儿教育福利的最大化ꎮ 虽然较之以后的任何一个教

育阶段ꎬ幼儿教育投资的效益最大ꎬ但这种效益的隐蔽性和迟滞性却又最强ꎮ 幼

儿教育效益的隐蔽性和迟滞性ꎬ使得私人资本一般更愿意投资经济建设或其他

类型的教育而不是幼儿教育ꎮ〔２５〕许多国家的调查表明ꎬ“幼儿教育所能吸纳的私

人资本一般远小于其他教育阶段ꎻ幼儿家长对幼儿教育的投资热情普遍小于对

孩子人生其他阶段的投资ꎬ他们对幼儿教育价格的敏感性高于其他教育阶段的

家长ꎬ幼儿教育价格需求弹性更高ꎮ 国内有调查表明ꎬ家长更关心幼儿教育机构

的时间安排、机构的大小等特征ꎬ而不是幼儿教育质量ꎮ” 〔２６〕 在幼儿教育市场不

完善的情况下ꎬ幼儿教育的供给也可能存在质和量两方面的问题ꎮ 资本的逐利

性使私人幼儿教育供给者要么创办贵族式幼儿园ꎬ收取高价ꎻ要么薄利多销ꎬ用
低成本办园ꎬ赚取每个小孩的微利ꎬ追求规模效应或最终效益ꎮ 在这样的体制

下ꎬ幼儿教育面临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ꎮ〔２７〕

然而ꎬ也许还是体制的影响ꎬ我国幼儿教育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ꎬ可以视作

导致问题的内在原因ꎮ 我国除了几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和个别省级师范大

学有一部分专门的幼教科研人员之外ꎬ其它高等院校或者研究院所极少有开设、
从事幼儿教育的理论研究ꎬ更谈不上在全国形成一支结构合理、自上而下、对幼

儿教育的实践起到有力指导作用的理论研究队伍ꎮ 这与一个拥有众多幼儿的大

国的需求极不相称ꎮ 这就不难理解ꎬ在我国许多城乡ꎬ甚至是大中城市ꎬ为什么

缺乏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引导ꎬ缺乏科学的幼儿教育质量评估了ꎮ
一般来说ꎬ幼儿教育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幼儿教育基本事

实研究、幼儿教育发展研究、幼儿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这三个方面ꎮ 在幼儿教育基

本事实研究上ꎬ严格的科学的实证研究较少ꎬ研究的也多是比较笼统、表面和孤

立的事实ꎬ不够具体深入ꎬ缺乏对事实之间联系的分析ꎮ〔２８〕在幼儿教育发展研究

方面ꎬ最突出的问题是时效性问题———面向幼儿教育实践的研究不多ꎬ中国化、
系统化的研究较少ꎬ研究的科学性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目前ꎬ大家普遍感到幼儿教

育基础理论建设比较薄弱ꎬ这主要是因为幼儿教育理论的抽象程度较低ꎬ没有形

成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ꎬ尚不能深刻而系统地解释有关现象和事实ꎮ 其次ꎬ某些

理论的具体化程度不够ꎬ显得比较空洞ꎬ难以有效地解释和说明学前教育领域的

基本现象和事实ꎮ 在我国幼儿教育应用理论领域的研究中ꎬ某些从基础研究出

发的应用理论研究具体化程度不够ꎬ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ꎮ 此外ꎬ某些从实践出

发的应用理论研究有泛化的倾向ꎬ流于一种简单的经验总结ꎬ存在着究其然不究

其所以然的现象ꎮ〔２９〕

从当前幼儿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广度看ꎬ研究成果和水平基本还停留在过

去几十年形成的老框框内ꎬ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缺乏应有的研究ꎮ 比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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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普及的信息传播工具———电子产品对幼儿心理及幼儿教育会有什么影响ꎬ
幼儿教师和家长应如何正确处理电子产品和幼儿教育的关系ꎬ幼儿教育如何适

应市场经济等ꎬ这些新生的问题都亟待理论上的讨论和指导ꎮ 从研究深度看ꎬ对
一些课题的研究往往是浅尝即止ꎬ甚至完全搬用别国的理论ꎮ “以学科分化问

题为例ꎬ当普通教育已从教育学中分化出了教学论、德育论、课程论时ꎬ幼儿教育

仍以传统的三学六法为主ꎬ学前教育学几乎是铁板一块ꎬ难以变更ꎮ” 〔３０〕

理论研究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一是实践经验ꎬ二是历史经验ꎬ三是科学实验ꎮ
研究表明ꎬ“幼儿教育科学实验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ꎬ时间跨度便是一个影响

理论升华的普遍问题ꎮ 目前我国幼儿教育实验往往局限于幼儿园的三年时间ꎬ
缺乏反复验证ꎬ很少追踪研究ꎬ因而幼儿教育的长期效应难以得知ꎬ从而也降低

了幼儿教育科学实验作用于理论形成的实效ꎮ” 〔３１〕

三、对策:政府、社会与家庭共同关注幼儿

幼儿教育的对策是面向现代化去解决面临的问题ꎮ 这就需要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都具备世界眼光、历史眼光ꎮ 我们需要学习世界各国ꎬ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幼

儿教育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ꎬ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ꎬ创造中国化、本土

化的幼儿教育理论ꎮ
幼儿教育理念在当代的重要变革是政府、社会与家庭共同承担教育责任ꎮ
１. 政府是幼儿教育这个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ꎮ 政府是幼儿教育现代化的倡

导者和规划者ꎬ既有领导责任ꎬ也有投资责任ꎮ 幼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ꎬ首先是

幼儿教育观念现代化ꎮ 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内涵丰富ꎬ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有详尽阐述ꎬ主要指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的教育思想ꎮ 纲要尤其强调ꎬ教育要面向全体幼儿ꎬ促进每位幼儿的全面发展ꎬ
注重培养幼儿对社会的认知ꎬ对学科的兴趣ꎮ 这些内容都对更新的教育观念提

出了较高要求ꎮ 政府要为幼儿教育现代化提供和创造社会条件ꎬ包括适合幼儿

特点的教育硬件和软件ꎮ 没有相应的管理ꎬ同样是不能实现幼儿教育现代化的ꎮ
因此ꎬ应加强对幼儿园管理者的培训ꎬ使他们能够用现代化管理的原理、方法和

管理艺术来管理幼儿园ꎬ加快实施目标管理ꎬ质量管理ꎬ量化管理ꎬ加强制度管理

和计划管理等ꎮ
２. 社会各界ꎬ包括幼儿使用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所有提供者应当具有道

义和法律上的责任ꎮ 随着科技学技术的深入发展ꎬ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普通教育

中已广泛使用ꎬ未来它必将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教学工具ꎮ 日本、美国、法国等

国家不少幼儿园现已引入计算机教学和让幼儿用电脑做游戏ꎮ 当前ꎬ我国幼儿

园的教学正在逐渐打破口耳相传的传统ꎬ电视机、录音机、幻灯机、摄像机、录像

机、投影机甚至电脑也被迅速地引入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与管理之中ꎮ 这些设备

的使用ꎬ既可以打破时空对教育内容的限制ꎬ又可以使幼儿获得形象、生动活泼

的知识经验ꎬ使幼儿教育实现多、快、好、省地教育幼儿、发展幼儿的目的ꎮ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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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师要学会操作这些现代化教育教学工具ꎮ 此外ꎬ有条件的幼儿园还可建

立一些功能室ꎬ如音乐舞蹈室、电脑室、美工室、实验室、体育室、语音室、琴室、电
教室、游戏室、观察室、幼儿阅览室等ꎮ

３. 家庭ꎬ主要是家长因为婴幼儿的哺育等生理限制和安全需要ꎬ是幼儿的天

然老师ꎮ 家长作为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ꎬ努力向高学历方向发展ꎬ要具备

科学使用现代化电教设备和制作电教软件的能力、幼儿教育科研与论文写作的

能力、幼儿心理诊断的能力、制订计划和设计教育活动的能力、自学能力等等ꎮ
４. 幼儿教育理论水平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社会和家庭在幼儿教育方面履

行责任的能力ꎮ 我国幼儿教育理论方面的学科建设ꎬ长期以来发展缓慢ꎬ亟需提

高这一学科的社会地位ꎬ增加这一学科的科研性与专业性ꎮ 通过改革教育方法、
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育内容ꎬ给幼儿提供足够丰富的教育模式和方法ꎬ去培养

“２１ 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ꎬ去培养在新世纪那种“对新思想和新机遇开放的

人ꎮ” 〔３２〕因此ꎬ培养“完整儿童”已成为现代幼儿教育的新观念ꎮ 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ꎬ幼儿教育理论建设应致力于发掘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ꎬ掌握当代

幼儿教育的先进的科学理论ꎬ促进幼儿身体、心理健康ꎬ促进幼儿情感、人格和社

会性发展ꎬ努力培育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言语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自主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会适应和人际沟通的能力ꎮ

注释:
〔１〕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的«京华时报»刊登新闻«北京一幼儿园两名老师涉殴打 ２０ 多名幼童被拘»ꎮ 事

发的是北京威斯顿幼儿园润泽校区ꎬ位于朝阳区来广营附近ꎮ 一段录像显示ꎬ一名女教师在短短几分钟

里对几个孩子推搡、脚踢ꎻ另一段录像中ꎬ孩子们被赶进卫生间的监控死角后ꎬ卫生间传出女教师声嘶力

竭的呵斥ꎮ 民警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和调查ꎬ初步确认该民办幼儿园老师 ２８ 岁的刘某和 ２２ 岁的杨某在工

作中确有踢踹孩子的行为ꎮ 目前ꎬ二人因涉嫌殴打他人已被朝阳警方拘留ꎬ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ꎮ 据

温州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报道ꎬ在温州平阳县ꎬ一名老师对不听话的小朋友ꎬ用烧烫的打火机烫脸ꎬ进行所

谓的“教育”ꎮ ４ 个“受教育”孩子们被烫伤的地方很快起了水泡ꎬ还流了脓ꎮ 又据人民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披露ꎬ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以外ꎬ今年 ３ 月份ꎬ又曝出西安幼儿园对幼童滥用药物事件ꎮ 据了解ꎬ西安警

方现已查明西安市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在册幼儿 １４５５ 人ꎬ孙某(幼儿园法人)等人为提高幼儿出

勤率ꎬ增加幼儿园的收入ꎬ在明知自己没有取得法定资格的情况下ꎬ以吃药能预防幼儿感冒为由ꎬ擅自购

买处方药盐酸吗啉胍片(ＡＢＯＢꎬ别名“病毒灵”)不定期地安排工作人员给院内的幼儿服用ꎮ
〔２〕田芸:«关于提高农村幼儿教师修养的建议»ꎬ«新课程(教研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园管理条例»ꎬ第九条第一则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４〕王剑兰、张秀娟:«幼教师资:问题及对策»ꎬ«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ꎮ
〔５〕谢庆:«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长沙诺贝尔摇篮幼稚园为例»ꎬ«当代教育

论坛(校长教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６〕罗兰英:«浅析我国幼儿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ꎬ«中国科教创新导刊»２００８ 年

第 ８ 期ꎮ
〔７〕〔瑞士〕让皮亚杰:«儿童智力的起源»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ꎮ
〔８〕拓春晔:«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表现及解决对策»ꎬ«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３ － 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ꎬ２０１２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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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苏军:«点燃儿童想象“灵气”»ꎬ«中国妇女报»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８ 日ꎮ
〔１１〕宋玲:«０ － ３ 岁幼儿早教之我见»ꎬ«新校园(理论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１２〕龙兰:«早教对儿童心理引导的意义及原则»ꎬ«考试周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９ 期ꎮ
〔１３〕心理学有个著名的成熟论实验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揠苗助长”的不实用性ꎮ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

格塞尔以双生子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发展与成熟的关系ꎮ 实验中的一位双生子从 ４８ 周起每天进行 １０ 分钟

爬梯训练ꎬ直到第 ５２ 周ꎬ他能熟练地爬上 ５ 级楼梯ꎮ 此间ꎬ另一位双生子不做爬梯训练ꎬ而是从 ５３ 周才开

始进行爬梯训练ꎮ 两周后ꎬ第二个双生子不用旁人帮助ꎬ也可以爬到楼梯顶端ꎮ 这个实验表明ꎬ儿童的成

长是受生理和心理成熟机制制约的ꎬ在儿童生理尚未达到成熟时ꎬ学习只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成熟ꎻ而
一旦当生理做好准备ꎬ达到成熟的时候ꎬ训练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１４〕黄光琳:«当前中国“早教热”的社会学阐释»ꎬ«前沿»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２ 期ꎮ
〔１５〕王化敏:«２００５ 年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分析»ꎬ«早期教育»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ꎮ
〔１６〕裘指挥:«由“贵族幼儿园”想到的»ꎬ«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１７〕蔡迎旗:«我国幼儿教育财政体制的沿革与创新»(上)(下)ꎬ«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２ 期ꎮ
〔１８〕邓型权、唐武彬:«关于优化配置全市基础教育编制资源的调研与思考»ꎬ安康市政府门户网站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ꎮ
〔１９〕高相凯:«当前农村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思考»ꎬ«现代教育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２０〕曾福生、朱扬寿、陈蜀江:«江西农村幼儿教育现状调查研究»ꎬ«江西教育科研»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２１〕朱小蔓:«教育研究者的足迹»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论文集萃»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４２１ 页ꎮ
〔２２〕崔英强、杜秀珍:«农村幼儿园现状分析与建议»ꎬ幼教网ꎬ２００９ 年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ｏｕｊｉａｏ. ｃｏｍ / ｅ /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 / ４ｂ８ｂｄ５３５ｂｃ５０３. ｓｈｔｍｌꎮ
〔２３〕徐卓婷:«农村幼儿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ꎬ«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２４〕曾晓东:«中国幼儿教育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建议»ꎬ百度文库:«大连会议讲稿 ＰＰＴ»ꎬｈｔｔｐ: / / ｗ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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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郭巧丽:«幼儿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财政投入问题研究»ꎬ«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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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Ｉｎｃ. ２００２ꎬｐｐ. １２７ － １４４.
〔２７〕曾晓东、张丽娟:«ＯＥＣＤ 国家早期教育与服务财政支出研究»ꎬ«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２８〕刘强:«幼儿园科学教育化的实证研究»ꎬ«教育导刊(下半月)»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ꎮ
〔２９〕郑雨:«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ꎬ«幼儿教育»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ꎮ
〔３０〕刘艳:«试论我国幼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ꎬ«幼教天地»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ꎮ
〔３１〕李文文:«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对当今幼儿教育的启示»ꎬ«天津市教科院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３２〕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学会关心:２１ 世纪的教育»ꎬ１９８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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