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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的
成因和解决路径
冯 文 全,徐 松 妮,高　静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各地区间

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出现了极其不平衡的状况.其中主要的原因包括:省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在教育

问题上的传统习惯和认识不同,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政策规划的具体性和前瞻性差异,各省区地理气候温

度降水等生态环境条件的影响等.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会衍生出各地学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社会

公平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政府和社会要高度重视全国各

地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国家要统一制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学前教育规范标准,在东部沿海

地区的落后区县试点免费学前教育,逐步免除全国各大师范院校教育类专业学费,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支持我

国中西部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等不失为可行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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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将其提升为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并

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诉求[１].其中,学前教育公平作

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在论述学前教育的章节中明确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职责和重点发展农村学

前教育三点要求.而我国目前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情况是:不仅东西部差距十分巨大,而且城乡差

距也非常大.这种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直接影响着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的和

谐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正视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省

际学前教育差距是摆在我们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必须认

真研究加以解决.

一、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省际差距分析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和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

视程度以及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日

益提高.从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４年,围绕教育公平问题,相关领域的学者在我国的期刊杂志上总共发表

了四百多篇论文,一大批教育公平的专著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而根据统计,从２００５到２００７年

短短三年间,各大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围绕着教育公平的主题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超过了９５０篇[２].
但是这些文章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而对学前教育的着墨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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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后有关学前教育各省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有研究者开始对我国各省

区市学前教育发展程度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刘占兰等[３]对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外

的三十个省市区的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名比较[４].该排名通过分析教育机会、教育条

件、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四项指标计算得出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省区市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情况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１ 上海 １１ 山西 ２１ 宁夏

２ 北京 １２ 广东 ２２ 四川

３ 天津 １３ 内蒙古 ２３ 广西

４ 江苏 １４ 吉林 ２４ 江西

５ 浙江 １５ 陕西 ２５ 安徽

６ 新疆 １６ 重庆 ２６ 青海

７ 河北 １７ 黑龙江 ２７ 贵州

８ 辽宁 １８ 河南 ２８ 甘肃

９ 福建 １９ 湖北 ２９ 海南

１０ 山东 ２０ 湖南 ３０ 云南

　　以上调查由于缺乏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所以没有将其列入比较范围.本文根据

以上排名,为研究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程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关系,从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查阅到了２０１４年我国各省区人均 GDP的排名情况,

２０１０年我国各省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情况以及２０１４年我国各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

名情况(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如表２－表４:
表２　２０１４年我国各省区人均GDP排名情况[５]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１ 天津 １１ 吉林 ２１ 海南

２ 北京 １２ 重庆 ２２ 四川

３ 上海 １３ 湖北 ２３ 山西

４ 江苏 １４ 陕西 ２４ 江西

５ 浙江 １５ 宁夏 ２５ 安徽

６ 内蒙古 １６ 新疆 ２６ 广西

７ 辽宁 １７ 湖南 ２７ 河南

８ 广东 １８ 河北 ２８ 云南

９ 福建 １９ 青海 ２９ 甘肃

１０ 山东 ２０ 黑龙江 ３０ 贵州

表３　２０１０年我国各省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情况[６]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１ 北京 １１ 福建 ２１ 宁夏

２ 上海 １２ 黑龙江 ２２ 新疆

３ 天津 １３ 湖北 ２３ 四川

４ 江苏 １４ 陕西 ２４ 江西

５ 浙江 １５ 山西 ２５ 安徽

６ 辽宁 １６ 河北 ２６ 广西

７ 广东 １７ 重庆 ２７ 青海

８ 内蒙古 １８ 湖南 ２８ 甘肃

９ 山东 １９ 海南 ２９ 云南

１０ 吉林 ２０ 河南 ３０ 贵州

表４　２０１４年我国各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情况[５]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排名 省份

１ 上海 １１ 湖南 ２１ 云南

２ 北京 １２ 重庆 ２２ 河北

３ 浙江 １３ 湖北 ２３ 山西

４ 江苏 １４ 安徽 ２４ 宁夏

５ 广东 １５ 广西 ２５ 吉林

６ 天津 １６ 海南 ２６ 黑龙江



７ 福建 １７ 河南 ２７ 贵州

８ 山东 １８ 四川 ２８ 青海

９ 辽宁 １９ 陕西 ２９ 新疆

１０ 内蒙古 ２０ 江西 ３０ 甘肃

　　对表１和表２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个排名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最

高的京津沪三直辖市,其人均 GDP也在全国名列前茅;相对应的,学前教育综合水平较低的云贵等

省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低位徘徊.这说明各省份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各省经济实力

存在着内在的关系.运用SPSS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省份 幼教综合指数(％) 人均 GDP(元)

上海 ８５ ９７３４３
北京 ７５．８ ９９９９５
天津 ７５．２ １０５２０２
江苏 ７３．６ ８１８７４
浙江 ６８ ７２９６７
河北 ６６．７ ３９９８４
辽宁 ６５．８ ６５１９８
福建 ６５．２ ６３４７２
山东 ６３．７ ６０８７９
广东 ６２ ６３４５２
海南 ４５．７ ３８９２４
山西 ６３．３ ３５０６４
吉林 ５９．５ ５０１６２

黑龙江 ５４．６ ３９１１８
河南 ５３．２ ３４８０８
湖北 ５３．２ ４７１２４
湖南 ５２．５ ４０２８７
江西 ４９．９ ３４６６０
安徽 ４９．４ ３４４２５
新疆 ６６．８ ４０６０７

内蒙古 ６０．２ ７１０４４
陕西 ５７．９ ４６９２８
重庆 ５７．２ ４７８５９
宁夏 ５１．７ ４１８３４
四川 ５１．４ ３５１２８
广西 ５０．２ ３３０９０
青海 ４９．１ ３９６３３
贵州 ４７．１ ２６３９３
甘肃 ４６．８ ２６４２７
云南 ４４．７ ２７２６４

回归统计

MultipleR
０．８６８
９０００９

RSquare
０．７５４
９８７３６

AdjustedRSquare
０．７４６
２３６９１

标准误差
１１１５４
０．５０１１

观测值 ３０

方差分析

df SS MS F SignificanceF
回归分析 １ １．０７３５E＋１０ １．０７E＋１０ ８６．２７９８２ ４．７８１５４EＧ１０

残差 ２８ ３４８３８４１０２４ １．２４E＋０８
总计 ２９ １．４２１９E＋１０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tStat PＧvalue

Intercept －５９２６９．１２６ １２０８４．１６５４ －４．９０４６９ ３．６EＧ０５



XVariable１ １８８０．１５１１２ ２０２．４１２８８ ９．２８８６９３ ４．７８EＧ１０
Lower９５％ Upper９５％ 下限９５．０％ 上限９５．０％
－８４０２２．４ －３４５１５．８３６ －８４０２２．４１６ －３４５１５．８
１４６５．５２７ ２２９４．７７５１ １４６５．５２７１４ ２２９４．７７５

　　可以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８６８９(大于０．８为高度

相关),表明幼教综合指数与地区人均 GDP之间高度正相关(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回归系数

b＝１８８０．１５的显著性检验,t＝９．２８８７,p＝４．７８×１０－１０),这说明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

发展水平的提高.从对表１和表３以及表１和表４的比较可以发现各省份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人

类发展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二者分别做回归分析如下:

省份 幼教综合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上海 ８５．０ ８１．４
北京 ７５．８ ８２．１
天津 ７５．２ ７９．５
江苏 ７３．６ ７４．８
浙江 ６８．０ ７４．４
河北 ６６．７ ６９．１
辽宁 ６５．８ ７４．０
福建 ６５．２ ７１．４
山东 ６３．７ ７２．１
广东 ６２．０ ７３．０
海南 ４５．７ ６８．０
山西 ６３．３ ６９．３
吉林 ５９．５ ７１．５

黑龙江 ５４．６ ７０．４
河南 ５３．２ ６７．７
湖北 ５３．２ ６９．６
湖南 ５２．５ ６８．１
江西 ４９．９ ６６．２
安徽 ４９．４ ６６．０
新疆 ６６．８ ６６．７

内蒙古 ６０．２ ７２．２
陕西 ５７．９ ６９．５
重庆 ５７．２ ６８．９
宁夏 ５１．７ ６７．４
四川 ５１．４ ６６．２
广西 ５０．２ ６５．８
青海 ４９．１ ６３．８
贵州 ４７．１ ５９．８
甘肃 ４６．８ ６３．０
云南 ４４．７ ６０．９

回归统计

MultipleR
０．８８
６７５６

RSquare
０．７８
６３３６

AdjustedRSquare
０．７７
８７０５

标准误差
２．４９
５６４７

观测值 ３０

方差分析

df SS MS F SignificanceF
回归分析 １ ６４１．８００９ ６４１．８００９ １０３．０４６７ ６．９EＧ１１

残差 ２８ １７４．３９１１ ６．２２８２５３
总计 ２９ ８１６．１９２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tStat PＧvalue

Intercept ４２．７０７３４ ２．７０３６４５ １５．７９６２１ １．７８EＧ１５
XVariable１ ０．４５９７１４ ０．０４５２８７ １０．１５１１９ ６．９EＧ１１
Lower９５％ Upper９５％ 下限９５．０％ 上限９５．０％
３７．１６９１７ ４８．２４５５ ３７．１６９１７ ４８．２４５５
０．３６６９４９ ０．５５２４８ ０．３６６９４９ ０．５５２４８

省份 幼教综合指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上海 ８５ ４７７１０
北京 ７５．８ ４３９１０
天津 ７５．２ ３１５０６
江苏 ７３．６ ３４３４６
浙江 ６８ ４０３９３
河北 ６６．７ ２４２２０
辽宁 ６５．８ ２９０８２
福建 ６５．２ ３０７２２
山东 ６３．７ ２９２２２
广东 ６２ ３２１４８
海南 ４５．７ ２４４８７
山西 ６３．３ ２４０６９
吉林 ５９．５ ２３２１８

黑龙江 ５４．６ ２２６０９
河南 ５３．２ ２４３９１
湖北 ５３．２ ２４８５２
湖南 ５２．５ ２６５７０
江西 ４９．９ ２４３０９
安徽 ４９．４ ２４８３９
新疆 ６６．８ ２２１６０

内蒙古 ６０．２ ２８３５０
陕西 ５７．９ ２４３６６
重庆 ５７．２ ２５１３３
宁夏 ５１．７ ２３２８５
四川 ５１．４ ２４３８１
广西 ５０．２ ２４６６９
青海 ４９．１ ２２３０７
贵州 ４７．１ ２２５４８
甘肃 ４６．８ ２０８０４
云南 ４４．７ ２４２９９

回归统计

MultipleR
０．７８
９８２

RSquare
０．６２
３８１５

AdjustedRSquare
０．６１
０３８

标准误差
４０８１
０．２０２

观测值 ３０

方差分析

df SS MS F SignificanceF
回归分析 １ ７．７３E＋０８ ７．７３E＋０８ ４６．４３１４８ ２．１１EＧ０７

残差 ２８ ４．６６E＋０８ １６６５６２０７
总计 ２９ １．２４E＋０９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tStat PＧvalue

Intercept －２１９９．５９ ４４２１．３４７ －０．４９７４９ ０．６２２７２５
XVariable１ ５０４．６４０８ ７４．０５８７ ６．８１４０６５ ２．１１EＧ０７
Lower９５％ Upper９５％ 下限９５．０％ 上限９５．０％
－１１２５６．３ ６８５７．１２５ －１１２５６．３ ６８５７．１２５
３５２．９３８４ ６５６．３４３１ ３５２．９３８４ ６５６．３４３１



　　由以上分析可知,人类发展指数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８８６８,表明幼教综合

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高度正相关(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回归系数b＝０．４５９７的显著性检验:t
＝１０．１５１２,p＝６．９×１０－１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７８９８,表
明幼教综合指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中度正相关(介于０．５－０．８为中度相关,在０．０５的显著性

水平下,对回归系数b＝５０４．６４的显著性检验:t＝６．８１４１,p＝２．１１×１０－７),这说明在社会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区和经济相对富庶的地区,对发展学前教育更加重视,同时家长也更愿意支付更高的费

用为子女提供学前教育,使得该地的学前教育得到良性发展.而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互见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一的情况正是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问

题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出现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省际差距的主要原因

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高低互见的原因有若干.有些原因是长期存在的,也有

些原因是新出现的,它是教育科学文化与社会自然等很多因素联动的结果.将其拆开来分析,可以

把主要原因分为以下几类:
(一)省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以致各地对学前教育的财

政投入高低互见,是造成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距的经济根源

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为发展教育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方面的支

持.经济发展引发的经济结构变革,如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等,深刻地影响着教育

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条件,并反过来对教育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前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所作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在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经济实力较差的省份,由于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较为薄弱,使得学前教育

的发展受到了较严重的制约.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对当地学前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两个主

要影响是:首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

时,主要财力都必须投入到对当地居民生活影响最为重要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这使得该地支持学前

教育发展的财政投入捉襟见肘,而财政投入不足对该地学前教育发展的制约是不证自明的;其次,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较低,该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学前教育的从业人

员工资水平也较低,而支付能力更进一步影响该地居民为子女寻求优质学前教育的意愿,较低的工

资水平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当地学前教育行业,进而严重制约了当地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各地在教育问题上的传统习惯和认识不同,是造成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水平差距的历史

原因

社会的传统习惯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水平及路径,其中便包括了学前教育的发

展.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前文对人类发展指数和学前教育发展的

比较研究显示:除个别省份之外,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处于全国

前列.通常受教育水平较高,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更能认识到学前教育作为孩子一生教育的起跑线

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对学前教育的需求程度会影响该地区的学前教育数量和质量两方面

的供给水平,进而影响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及不同

的社会文化,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我国传统上经济较为

发达的省份有较浓厚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加之其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使得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长

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应的,许多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父母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和缺少

可就近入学的幼儿园,会倾向于在家抚养学龄前儿童.而人类发展指数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

的回归系数甚至略高于人均 GDP对学前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清楚地显示出社会发展程

度与传统观念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不亚于经济因素.



(三)各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政策规划的具体性和前瞻性差异,是造成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

水平差距的又一原因

根据«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１]２１号)提出的建立“在国务院统一

领导,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思路,即县级党委及政府是地方学前教育发展

的责任主体,学前教育的政策规划主要是由当地县级党政机关和教育部门参照党中央国务院就发

展学前教育相关文件的精神来具体规划实施的.因此,学前教育政策规划的水平和对学前教育政

策的执行同当地党政领导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当地政情民情社情的了解,以及该领导团队是

否具有政策规划和执行能力密切相关.简而言之,除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文

化氛围之外,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同当地党政机关干部队伍素质有直接联系.而经济与教育发达

地区干部素质往往较高,其提出的政策往往更加合理且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的政策对当地学前

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益处的.另一方面,由于人才流动多流向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人才严重

缺乏,这极大地制约了当地学前教育的发展.如果缺乏全国通盘的规划,那么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

水平的差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的问题也会愈发严重.
(四)各省区地理气候温度降水等生态环境条件的差距,是造成我国不同地区间学前教育发展

水平差距的客观因素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比如它会影响人类的迁徙,影响人口的分布等,而人口

的流动和分布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中自然包括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我国学前教

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区自然条件相对而言较为恶劣,有些是平原少、山区多以致交通不便,有
些是降雨不足区内河流湖泊不多以致水源缺乏,有些地方甚至多沙漠荒原,缺乏人类居住的基本条

件.举例来讲,甘肃全省分布着大量的戈壁和沙漠,人口集中分布在黄河、渭河等主要河流两岸以

及可以依靠祁连山雪水发展农业的河西走廊地区.该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农业不发

达,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发展学前教育的难度也很大.
有些省区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人口分布不集中.比如我国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农村人口比例为５５．６％[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由于新疆面积约为全国的六分之一,幅
员辽阔,人口分布分散,这对于幼儿园设点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需求直接影响供给,没有足够的

适龄儿童就很难有幼儿园设点,因而要在这些省区全覆盖地发展学前教育,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三、缩小省际间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的路径选择

前面的几类统计排名表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学前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学

前教育的省际差异其实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个缩影.发达地区的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基本可

以得到保障,而欠发达地区的适龄儿童就缺乏足够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而曾经的“教育产业化的问

题使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流失”[９],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本已落后的学前教育更是雪上加霜.
同时,由于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学童首先便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这会影响其后

的发展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制约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而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而衍生出诸多的

社会公平问题.为解决学前教育的公平问题,中央和地方的教育等有关部门需要从构建和谐社会

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把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突破口,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认真执行.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提高对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力度,为适龄儿童提供就近的、可负担的以及多层次多形式的学前教育,同时,要
“以个体协同、教育协同、制度协同为基本向度,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提供强有力的发展基础、动
力和保障”[１０],以促进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具体来说,缩小学前教育发展省际差距

要秉持以下思路:
(一)将全国各地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我国经济社会文

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推进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贫富差异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

１９９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自此,“４％”成为人们心目中教育

投入红线的非常著名的数字.而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２年,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逐渐增加,经过了二

十年光阴才逐步实现.而教育财政支出超过 GDP的百分之四后再没有显著增加.２０１４年国家财

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４．１５％,比上年的４．１６％降低了０．０１个百分点[１１].教育作为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需要得到思想的重视和资金的投入.如果说教育公平是

社会公平的基础,是一切公平的起点的话,那么,学前教育则是基础的基础,起点的起点.保证适龄

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相对公平,对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促进我国各地区学

前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可以为我国从幼儿到青年的系统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社会的

全面协调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然而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现状仍不尽人意.这可以从多方面的数据来加以说

明,比如,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比例只占整体教育投入的１．３％[１２].而２０１０年,OECD国家平均

对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占包括公共投入和家庭投入在内的总投入的比值达到８１％.先进国

家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而对比之下我国２０１０年财政投入只占公共加私人的总

投入的３４％,只占到家庭投入的一半左右,这个负担对欠发达省份的家庭而言更加沉重.由于发

达省市有较为充足的财政收入可以投入到学前教育上,为控制乃至缩小各省区学前发展水平的差

距,中央财政应按照拟改建的闲置校舍面积、新增入园幼儿数并分地区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越是

经济发展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补助比例应该越高.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因地制宜的角度出

发,政府应该资助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中央财政必须对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建设倾斜.
政府应该鼓励发达地区对学前教育的社会参与,出台减免税收优惠等等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催生更

多的民办幼儿园.而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尤其是农村地区,就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多办公

办幼儿园.要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将农村闲置校舍改建成幼儿园.农村已设有小学的地点是人口

聚居较为密集、适龄儿童较多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设点可以省去为新设幼儿园考察征用地点的成

本,提高办学效率.但是,在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要特别注意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此外,
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力度,扭转一些农村家长的观念,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让入读

儿童在幼儿园得到适合其发育阶段的学前教育.
(二)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的学前教育规范标准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学前教育管理权责在于县一级地方政府,而不是由中央统一负责统筹规

划.虽然该制度使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政策可以贴近本地情况同时具有灵活性,但由于缺乏全国

性的统一规划,各地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可同日而语,也造成了地区间学前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

后果.为使得各省区学前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再扩大,需要对现行制度尽快做出全面检讨.为了扬

长避短,在保证地区自主保持地方特色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央统一部署,对全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加以

通盘研究并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这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举例来说,其中一种可行的方式

就是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及制定学前教育发展的国家学前教育机构保教质量评价

标准体系.国家学前教育机构保教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可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制定法律,并
结合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学前

保教师资团队建设标准、学前教育课程标准和保育标准细则做出统一规定,各地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学前教育发展战略.同时进一步强化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的相关职

权,加强对各类幼儿园实际运作情况的指导.此外,为了便于评估监测,还应建立全国联网的信息

化学前教育资讯管理系统.要成立专门机构对有关信息进行实时的更新,确保信息是可信的、实时

的,以便为教育部门对学前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微调提供参考.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互相

建立沟通渠道,对投入到学前教育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强监管,并充分发挥学生家长和舆论的监督作



用.教育部要建立巡视制度,连同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和审计署不定期向全国派驻巡视组,重点

考核中央和地方财政推进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对资金使用出现问题的地区,当地主

管学前教育的主要官员应该作为责任人要受到相应处分.近年来教育部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学前

教育制订了一系列标准,接下来中央及各地方有关部门领导应督导对相关标准的执行情况,要保证

全国不同地区统一标准,严格管理,保证标准在实践中不走形,不变样.
(三)在东部沿海省份的落后区县试点免费学前教育

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了很多的宝贵经验,而在这一进程中,沿海省市在中央

的领导下许多重大问题上敢闯敢试,始终引领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然而在免费学前教育问题

上异军突起的却是处于西北内陆地区的甘肃省,２０１６年３月,甘肃省已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免

费学前教育.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状况都明显优于甘肃省,且素有在改革上冲锋

在前的优良传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更不应该滞后,而要加快推进免费学前教育.
免费学前教育试点地区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试点的行政级别以区县一级为

主.第二,试点地区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有一定规模且分布相对集中.第三,该
地区所属省区经济相对发达但该地区在省区内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

坚持以上原则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区县一级政府是现行体制下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一线

单位,对相关工作较为熟悉.第二,一定规模且分布相对集中的学前教育适龄儿童的存在使得较高

效益的幼儿园分布设点成为可能.第三,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家长相对更能负担学前教育的费用

并且愿意为子女谋求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相较之下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学前教育适龄儿童失学问题

更为突出,更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上施以援手.第四,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具有一定的财政实

力,可以减轻推行免费学前教育试点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试点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试点地区的学前教育适龄儿童失学问题可以基

本解决.第二,适龄儿童在得到专业的教育的同时,他们的家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

作,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第三,政府财政投资落后地区学前教育,可以获得长远的经济社会

效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难题,迫切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需要时间及相应的

人才准备,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而学前教育对于早出人才和快出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前教

育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缩小学前教育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差距,也
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推行高校学费减免政策

要保证全国各地区学前教育的协调进步,幼师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而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

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学习,需要国家政策以及财政的支持.我国免费教育师范生

制度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实行,已经有一届又一届的免费教育师范毕业生走上全国各地的教师工作岗

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提高我国幼师

队伍的整体规模与水平,现阶段在教育部直属院校等少数院校推行的免费师范生制度应该逐步推

向其他各省属重点师范院校,免除包括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内的所有教育类专业学生的学费,并提

供生活补助,这样可以吸引到一批家庭经济条件较为薄弱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幼师专业.同时,
为了避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保证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有数量足够质量上乘的师资队伍,应与免

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签订协议,让其在毕业后回到生源所在地从事幼儿教育,鼓励他们在学成之后

回到故乡,建设家园.同时要保证毕业生的工资处在一个较有吸引力的水平,减少毕业生在工作数

年之后转工转行的现象.此外,教育部还应该适度扩大全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并在学前

教育发展较为薄弱但适龄儿童较为集中的地区增加幼儿园教育点,为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提供充

分的就业机会.
(五)采取差别对待政策以加大扶持中西部省份发展学前教育的力度

自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速.在国家相



关政策支持下,大多数中西部省份 GDP增速常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东部发达省份.
但目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差距有着深层次原因,东西部在教育科学文化

等领域的差距还依然存在,并将可能长期存在,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必

须充分认识到东西差距问题的严峻性,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创新机制,提出能够真正解决本地

问题的对策.教育部应该加强全国幼儿师范学校的建设,以期为国家输送足够的学前儿童保教人

才.财政部可以成立专项基金,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学前教育支

教点.各地应根据本地适龄儿童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向教育部申报支教点,并从幼儿师范毕业生中

以较高的工资招聘支教教师.依托已有的乡镇幼儿园等现有资源,对学前教育入学难的地区提供

充分的学前教育就学机会.由中央财政出资对巡回支教志愿者在岗期间的工作生活以及参加社会

保险等费用给予补助.教育部和财政部应加大力度提升从事学前教育保教的师资质量,将资金向

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制定全国统一的幼儿教师培训计划,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对

该计划加以认真贯彻落实.要鼓励地方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具有前瞻性又结合实际的学前教育发

展规划.应该放开对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管制,对从事志愿教育的国内外义工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
鼓励其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工作,促进当地学前教育发展.

现阶段我国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一些专门性的措施来帮助学前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的地

区发展学前教育,但是,由于历史发展欠债原因,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底子差,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以至于不能留住本地人才也不能吸引外地人才.这使得这些地区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重点关注

和扶持,需要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积极投入,需要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努力和社会贤达的帮助.各地要

加强对学前教育发展重要性的宣传工作,投入足够的媒体资源,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

以及互联网新媒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全国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宣传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要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升包括幼师在内的各级教师的社会地位.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统一思想认识,上下一心,努力提高学前教育发展较为薄弱地区的

学前教育水平,缩小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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