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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前教育是指儿童在接受学校正式教育之前的一个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并没有涉及明

确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任务，是通过游戏或其他一些方式让儿童在娱乐中学习并成长。学前教

育作为基础教育，不仅对幼儿形成良好性格、品格、发育智力等都着有促进作用，其发展也关

系着社会经济、未来人才的发展趋势，虽然，学前教育正逐步快速发展，但还存在政府资金投

入不足、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不完善，地区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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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 Chang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reschool education refers to an educational stage before children receive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does not involve clear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tasks, but is to let
children learn and grow in entertainment through games or other ways. Preschool education as a basic
education, not only for children form good character, character, developmental intelligence has a
promoting effect, its development, the social economy, the future talent development trend, although,
preschool education is gradually rapid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investment,
teachers'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is not perfect, the phenomenon such as region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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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学前教育的发展速度正逐年增长，但其仍然是新时

期中国教育薄弱板块。随着教育深化改革的发展，“三胎”

政策的落地，学前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家长们的高度关

注，尤其是年轻的“80”、“90”后父母们，这已经成为他

们最大的“烦心事”之一。虽然政府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以来，逐渐增加了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学前教育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1]，但仍存在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不完善，地区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现象。本

文通过对当前学前教育政策、规划，调查市教育部门发布的

统计年报及教育工作总结、幼儿园信息等内容的了解，分析

发现目前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造

成目前问题、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下一步如何从政府主动作

为、政策保障、学前教育师资发展等相关的对策建议，为学

前教育健康可持续性发展服务。

一、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普惠性资源短缺

随着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的实施，中央政府带动地方政府对学

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总量逐年递增。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约 5.3万亿元，学前教

育经费总投入为 4203亿元，同比增长 2.3%，约占全国教育

总经费的 7.9%。虽然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相

较于 2010年学前教育总投入增长了 4 倍之多，但对比我国

其他阶段的教育和世界各主要国家近年来对学前教育的投

入力度，我国的学前教育占全国财政教育经费比例依然很有

限。由于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了

民办幼儿园数量的激增，然而民办园的经营更多是以盈利为

目的，主要看重业绩、效益、利润，对教育质量把控不严。

（二）师资数量严重不足

虽然“学前提升计划”实施以来，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有了明显提高，适龄幼儿入园“难”“远”“贵”的问题已

然有所缓解，但依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

求。长期以来，师资数量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发

展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任教师数量短

缺，教师队伍流动性大。据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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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显示，截至 2020年，学前教育入园幼儿 1791.40万人；

在园幼儿 4818.26万人，全国共有幼儿园 29.48 万所，专任

教师 319.10万人。如按国家规定的“两教一保”政策，也就

是一个班级配备两名专任教师及一名保育员，那么严重不符

合教育部的师生配比要求。目前，全国共有 121所高校的专

科设有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幼儿教师的机构大多局限于师范

类学前教育专业、职业技术学院幼师专业，每年新增的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生数量有限，2020年学前教育毕业生人数仅为

1779万人，教师总体供给难以满足教学需要。另外，收入差

异化大，总体收入偏低，职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是造成

幼师缺口形成的重要原因。据国内多项学者调查研究及实际

走访了解，多数幼师表示该行业工作付出与工资待遇并不匹

配，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与较低的薪酬待遇无法对等造成

了大量的师资流动。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

有公办园园长和专任教师 140.3万人，其中，超过 50%的教

师没有正规编制。因为编制数量不足，公办幼儿园中非编教

师与在编教师时常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有些非编教师收

入不到在编教师的一半，较大的收入差异同样严重影响了教

师工作的积极性和教育质量，长此以往，更是难以吸引人才

加入。

（三）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并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幼师队伍建设起步晚，教师供给数量远远

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致使部分幼儿园只重视师资数量，忽视

幼师专业素养的硬性要求。为节约成本不少村镇幼儿园或民

办园在实际的幼师招聘中有些仅要求高中学历，甚至一些幼

师根本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也能成为幼师，幼师似乎沦为一

项人人都可为的低门槛工作。

我国对幼师的学历层次要求仅仅为中专及以上，与国内

其他阶段教育相比这一要求低很多，这就是幼儿教师师资水

平和教学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教育部前瞻产业研究院对

2019年我国幼儿园园长及专任教师学历进行了研究整理，我

国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中拥有高中及以下毕业学历的占

16.43%，拥有专科学历的占 57.83%，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25.75%[1]。不少在职幼师由于没有受到过专业的学前教育培

训，其专业素养实在堪忧，在实际的幼教工作中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2]。例如，无法根据学前教育的特点编制科学、有效

的教学计划；过多的重视幼儿的知识教育，轻视幼儿的技能、

心理教育，严重阻碍了幼儿的个性化发展，直接制约幼儿未

来的健康成长。这一问题在农村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中更为

突出。另外，没有完善的职后培训体制，很多职后培训质量

得不到保障。幼儿教师职后培训一方面在培训内容、培训形

式等方面走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质量较差。另

一方面，由于幼儿园培训资金缺乏，大多数对幼儿教师的培

训仅限于本园，教师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较少，专业技能、

科研能力较弱。因此，幼儿教师没有合适的途径通过进修提

高自己，专业水平上难以提升，这同时也是制约教师队伍素

质的瓶颈。

（四）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

地域之间的差异影响学前教育不平衡发展。长期以来，

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使得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要比中西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快，山区比平原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

[3]。相比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支出

较多，教学资源、设施和师资力量相对丰富。农村地区、欠

发达省份政府的教育投资比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少，教

育资金缺乏，使得原本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区教育发展更加

困难。

家长思想上的差异同样也制约了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

学前教育是幼儿心智启蒙开发的重要阶段，它对幼儿日后学

习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很多幼儿家长对孩子的学前

教育从思想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为南北文化、汉族和

少数民族之间风俗习惯不同，有些家长认为学前教育并不重

要，初高中才是学习的重要阶段，学前教育只是浪费钱，因

此不愿意在学前教育上有过多的投入。这种思想在偏远的少

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

二、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学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费保障，合理、充足的资金投

入在幼儿园软件、硬件改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

府应完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投入结构，提高对学前教

育财政经费投入和支持力度，增加教师储备，提升普惠性资

源、提高教师收入、改善教学环境，加强职后培养培训[4]；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

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优化资源配制，形成合力

办学，缓解学前教育需求过剩的局面的同时也能有效减轻政

府的财政压力。例如，在学前教育中实施 PPP模式，就是政

府提供政策支持、税收减免、财政奖励或补贴等保障性事务，

社会资本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幼儿园运营、场地租赁、教学

器材、课程设计、教学质量，弥补政府公共部门在教育资源

投入和教育专业性的不足。PPP模式的实施在优化资源供给

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资本在学前教育上的合作，有利于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5]

（二）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学前教育实施的主体是幼儿教师。稳定的教师队伍是学

前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

的财政拨款，提升保障力度，提高幼师工资待遇。工资待遇

是稳定幼师队伍的重要保障，也是肯定幼师对学前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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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重要途径，只有不断提高幼儿教师的薪金水平，真正

使幼师在工资、医疗等方面与中小学教师得到一样的保障，

才能充分调动幼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幼师的流失率[2]。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还要根据本地区幼师待

遇的分层体系与确定标准建立相应的幼师薪酬制度，对相同

岗位、学历、职称和工作年限的无编教师给予在编教师相同

的福利待遇。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的提升不仅给教师提供坚

实的物质保障，同时也增强了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有助于教

师队伍的稳定发展。

（三）重视人才培养过程，提高师资质量

壮大幼儿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幼儿师资队伍质量是“全

面二孩”政策下实现由“入园难”向“入好园”转变的必然

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根据学前教育专业自身特点，积

极深化课程改革，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完善学科建设，

精进教育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增加教育实习次数，提高学

生的教学实践能力，使学生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扎实的教

学能力。同时，要聚焦核心素质培育，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职业信念培养，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引导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提高职业素养，

强化职业信念感。

在资格准入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要严把选聘关口，严格

执行幼师资格准入机制，完善聘用程序，由地方教育主管部

门统一招聘，严禁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及教师资格证的教师上

岗任教。

同时，要加大职后培训力度，应完善教师带薪进修，短

期、中期、长期培训及幼儿园交流等多形式的职后培养体系。

营造浓厚的学习型、创新型组织氛围，使培训学习定期化、

常态化[6]。

（四）落后地区教育机构的资源配置均衡发展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我

国农村与城市教育资源不均衡，对于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

政府应有针对性地给予农村学前教育机构一定的资金扶持

和政策倾斜。根据地区人口的分布情况，开办一些公立幼儿

园，扩大普惠性资源，改善办学条件，鼓励民办园，保证每

一个幼儿都有学上[7]。二是发挥农村地区自主发展的能力，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生

态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经济增长，降

低城乡的收入差距，改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均衡经济发

展和教育发展[8]。三是提高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对于偏远地

区的人们来说，吃饱、穿暖满足基本的物质要求，是生活的

头等大事，大多数家长的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

学前教育的认知相对落后，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不高。国家

和教育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广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比如

可以制作宣传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广告，或者通过一些宣传标

语，让人们改变传统观念，提高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从思想上重视学前教育。[9]

学前教育是我国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对教育事业的发

展、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学前教育的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需

要政府部门、教育管理机构、家长、社会积极进行反思和总

结，共同探讨协商解决机制，通过对学前教育中的问题进行

改善，不断提升学前教育的发展能力和办学质量，以更好地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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