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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带给
农村学前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严 仲 连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摘 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给农村学前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有利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合理规划,能够

通过财政手段调节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学前教育资金与师资贫乏的问题,为农村学前教育提供

发展平台。同时,农村学前教育也面临政府整体财政投入不足、支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县级幼儿园教育质

量不高、学前教育县级管理制度不完善以及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等问题与挑战。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发展

农村学前教育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确保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完善“以县级管理为主”的城乡

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争取地方高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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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研究主要基于城乡学前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而展开,旨在促进城乡学前

教育的公平发展。农村社会向城镇化方向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

始了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取得较大成就,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0%[1]。教育领域自20
世纪末开始探讨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问题。在此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

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带给农村学前教育的机遇

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①主要指从城乡未来发展的格局出发,综合考虑城乡社会的发展,对城乡

学前教育进行整体规划,把城市学前教育和农村学前教育纳入一体化发展体系。城乡学前教育一

体化有利于学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分配、合理利用,有利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一)有利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合理规划

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能够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2]。农村学前教育的合理发

展具有多层含义:第一,公平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应该与城市学前教育一样得到政府的重视与财政

投入,从而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机构的整体发展与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第二,科学发展。

① 本文“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中的“城”指县级以上的城市,“乡”指乡(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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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应该考虑到农村社会的未来人口变化、整体发展趋势以及农村的经济与

文化特点。第三,理性发展。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应尊重农村的文化特点与农村儿童的需要,适当关

注农村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需要,为农村儿童顺利进入小学并适应小学的学习打下基础。从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根据农村人口变化与农村未来发展趋势来规划农村学前教育,具有明显的

积极意义。

(二)通过财政手段调节城乡学前教育的资源配置

在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国家重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规

划地方学前教育时,把农村学前教育与城市学前教育一同纳入规划范围,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

在财政投入上,地方政府综合考虑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状况,把农村学前教育纳入到优先投入的范

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在湖北省 H县,地方政府制定了“村优先”的策

略,要求地方财政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高于城市,于是有的乡镇建立了标准化的幼儿园园舍,有

的乡镇把空置的小学校舍作为幼儿园。

(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贫乏的问题

农村学前教育整体质量不如城市,其主要的因素就是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贫乏。在城乡学前教

育一体化的推动下,一些地区(如江浙地区)的农村学前教育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这些地方政府

在幼儿教师的招聘、分配时优先考虑农村地区。部分县市明确提出“先农村后城市”的策略,要求大

学毕业生就业必须先到农村幼儿园工作3年(或5年)以上,方可考虑工作调动问题。这种“农村优

先”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学前教育师资贫乏的问题。此外,由于一些农村地区的中小学

进行布局调整,出现了一些“富余”的教师。这些教师的幼儿教育专业能力虽然比不上正规幼儿教

育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但他们作为“转岗”教师多数具有较为丰富的中小学教育经验,相比初、高

中毕业生,他们在理解幼儿教育与提高幼儿教育专业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四)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在目前的情况下,城市学前教育质量明显优于农村。城市学前教育拥有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

并且在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城乡学前教育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农村学

前教育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影响学前教育质量

的核心因素是师资问题,而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问题尤其突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需要借助城乡学

前教育一体化平台,通过各种形式的城乡互动、交流来带动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提高。城

市学前教育对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如前苏联集体农庄幼儿园就充分发挥了城市幼儿

园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前苏联农庄幼儿园的规范化发展,有效提升了农庄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又如

上海市部分区县,通过农村幼儿园管理者到城市幼儿园挂职,提高了农村幼儿园管理者的管理能力;

通过农村幼儿园教师到城市幼儿园学习、观摩、交流等方式,提高了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二、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带给农村学前教育的挑战

由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原因,特别是20世纪的“公转民”(即公办幼儿园转为民办幼儿

园)政策,给学前教育带来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学前教育

发展水平不高,部分地方的政府管理职能缺位,城乡间交流机会少,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一)农村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不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实施以来,学前教育整体发展态势

较好,国家投入比较大,但相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经费需求来说,国家财政投入还是偏少,而且存在着

投入方面的固定倾向。

学前教育的县域统筹发展以一定的财政投入为基础,对全县学前教育统筹规划。由于学前教

育目前还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加之部分县级财政投向教育领域的经费有限,造成县级教育部门的

经费不足,这些有限的经费往往也只能投入到极少数幼儿园。特别是西部和中部一些农村地区,县

级财政的缺口比较大,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也因此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在Z省某县,2011年幼儿教育经费来自上级拨款占2.6%,县级自筹经费占26.4%,学杂费占

54.1%,其他占13.3%[3]。在 H省G市,由于财政有限,幼儿园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于家长所交的

学费和幼儿园的门面房租。在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一些省市,农村学前教育经费缺口比较大,加上国

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历来不够重视,而农村学前教育在师资、园舍等方面却需要经

费投入,这对于县级教育管理部门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支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县级幼儿教育水平有限

城乡学前教育的一体化发展除了布局、规划等方面的一体化外,更重要的是城乡幼儿园教师专

业发展的一体化,即以城乡幼儿园为平台,通过城乡幼儿园教师间的交流、合作带动农村幼儿园教

师的专业成长。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有前提的,即城市幼儿园教师能力和水平要高于农

村幼儿园教师(而且达到显著水平),城市幼儿园管理者愿意为农村幼儿园教师提供发展平台。

由于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整体投入不够,已经对学前教育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后期,多数公办幼儿园被推向市场,导致县级幼儿园教师流失。在部分县市,民办幼儿园所占

比例过大,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间存在的生源竞争导致“小学化”问题突出,公办幼儿园、民办幼

儿园之间相互不开放,严重影响了幼儿园之间的业务交流。

(三)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不完善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些地方的公办幼儿园转轨,县级教育管理机构的学前教育部门被取消,

相关的学前教育“专干”也被迫转行,导致学前教育管理人员严重缺失,学前教育管理制度极不完

善。一方面,县级以下学前教育管理部门权责不分、责权重叠现象突出,造成“人人都可以管”但“人

人都管不好”的局面[4];另一方面,缺少针对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引导性政策与措施。多数县级教

育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只是被动地执行相关政策,习惯性地进行开学前的安全检查。这些管理者多

为兼职,业务能力缺乏,很少组织县域内幼儿园教师间的学习与研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以前很少存在国家或省级拨款情况,多数省份缺少相应的

财政转移支付与财政监督制度。目前国家计划整体拨款500亿元发展我国学前教育,部分经费下

拨到县级教育部门后,部分地方教育部门面对“突然而来”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着挪用、滥用

经费的现象,如有的把这部分经费挪作小学教育或高中教育经费,有的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低价

购入幼儿园不需要的设备,然后高价转给幼儿园。

(四)农村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

相对城市来说,农村学前教育面临着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首先是人口因素,有的地方人口密

度大,有的地方人口密度小;其次,农村家庭经济差异比较大,有的家庭已达到富裕水平,有的则可

能刚解决温饱;第三,农村家长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差异比较大,农村幼儿家长过于关注儿童的认知。



这些因素导致农村地区小规模幼儿园比较多。有研究者在国内175个村屯的调查中发现:20人以

下的幼儿园占23.7%,50人以下的幼儿园占53.3%,100人以下的幼儿园占75.1%,其中20~50人

的幼儿园规模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9.6%[5]。笔者在B省东南4县的调查中也发现:农村幼儿园主

要以小规模幼儿园为主,其中1~3个班占农村幼儿园的52.1%;这些小规模幼儿园主要集中在乡

镇及乡镇以下,其中乡镇占24.2%,村落占75.8%。

幼儿园规模小与家长对幼儿园的要求都将影响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小规模幼儿园的

教师数量少,如果外出学习的话,就会存在无人看管班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家长提出与现代教育

理念不一致的要求,会造成农村幼儿教师的两难困惑———是顺从家长的要求还是遵循现代教育理念。

三、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对策

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需要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来推进,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学前教育的

师资与财政资源。这对当今农村学前教育管理和城市学前教育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管理部

门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以县级管理为主”的城乡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保证一定的财政投入,在可能

的情况下,争取地方高校的支持。

(一)做好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

城乡学前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是基于城乡之间学前教育的差异性。由于整体上省级城市与县级

城市的学前教育差异要大于县级城市与乡镇的差异,因此,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应从省域范围来进行

综合规划,制定包括省级、市级、县级、乡镇、村落在内的学前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综合考虑人口、学

前教育需要、地理环境等因素。从农村幼儿园、城市幼儿园的优势与不足出发,以城乡幼儿园教师

的专业发展为突破口,综合调整城乡幼儿园教师的配给制度,借助教学研究、课题研究、观摩学习、

专家讲座等形式,提高城乡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水平,从而提高城乡幼儿园教育质量。

(二)完善“以县级管理为主”的城乡学前教育管理制度

在县级教育管理中,普遍以中小学管理为主。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需要

加强县级教育管理,提高教育管理水平,通过利用县域内的学前教育资源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在

一般情况下,县域内的学前教育管理以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建立县域内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机制,其中包括幼儿园教师配给制度、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考核与职称评定相结合的制度、学

前教育财政投入与管理监控制度等,通过完善、落实这些制度,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水平,促

进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三)确保农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从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财政经费不足所导致的园舍“不足、不

达标”、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我国学前教育历史性“欠帐”太多,部分地区的县级财政收入有限,因

此需要省级政府在省域内进行统筹。此外,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来说,省级财政经费也很

有限,因此需要加大国家财政投入。

(四)争取地方高校的支持

我国目前农村学前教育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地区间还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许多

地区的幼儿园办园质量不高,单纯依赖自身力量来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有较大难度,因此应争取

地方高校的支持,特别是争取地方高校的专业人员介入,以问题解决为突破口,发现农村学前教育

发展中的问题,并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师资水平,进而提高农



村学前教育质量。这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以此促进高校—地方政府—学前教育机构之间

的有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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