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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资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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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格的幼儿教师团队是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关键。通过对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
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师资问题是阻碍目前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重大问题。应从国家政策的支持、幼儿园教师管

理制度的建设以及教师自主发展三方面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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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面向大众、收费较低、质量有保证的民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最突出

的特点即“普惠性”［１］，随着幼儿教育需求的日益扩大、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剧增，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强劲

势头。研究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及其对策，有利于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

队伍建设，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教

育科学、健康发展。

１　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现状调查
２０１４年８月，本课题组对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现状进行了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

式进行，调查对象是某市各县市区有四个班１００名以上幼儿规模的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骨干教师。
共发出２８３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２６８份，回收率为９４．７％，为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实行匿名填写。教师
队伍现状调查结果统计如下：第一，学历结构。学历为初中的 ２８名，占 １０．４％；高中的 ６６名，占
２４６％；中专的 １０４名，占 ３８８％，大专的 ６２名，占 ２３．１％；本科的 ４人，占 １．５％；４名未填写，占
１５％。第二，专业结构。幼师专业的８３名，占３１．０％；普通师范类的３２名，占１１．９％；其他专业的１４９
名，占５５．６％；４名未填写，占１．５％。第三，教师资格证拥有情况。已经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的７４名，
占２７６％；有小学教师资格证的１８名，占６．７％；没有教师资格证的１６５名，占６１．６％；１１名未填写，占
４．１％。

２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关于教师的学历结构方面，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８８．１％的教师其学历层次在

中专或高中以上；但从专业结构来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师中，幼师专业毕业的只有３０．９％，而且
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的也只有２７．６％。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国家对幼儿教师的要求。２０１４年９～１０月
笔者实地调查了几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低的问题。师资问题是阻碍目前农村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重大问题。笔者分析，主要原因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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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幼儿园教师队伍培养滞后
２０１０年７月国家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提出了“基本普及

学前教育”。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０］４１号）（下
简称若干意见），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政府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

全、适用的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之后，各地以县为单位制定并实施了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对幼儿教师的需求量剧增。据对某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工程项目实施情况的调查了解到，该市２０１０年有幼儿园８１０所，２０１１年８６８所，２０１２年８８１所，
２０１３年９００所，３年共增加９０所。幼儿园园所数的增加，预示着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扩大。该市２０１０年
幼儿园教师为６２８５人，２０１１年幼儿园教师为７５４８人，２０１２年幼儿园教师为７８２７人，２０１３年幼儿园
教师为８５５０人，３年共增加幼儿教师２２６５人。但幼儿教师的培养却明显滞后。据对当地一所师范学
校的调查了解到，该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本地顶岗的情况是２０１１年５６２人，２０１２年是５９０人，
２０１３年是５１５人，３年共１６６７人。与该市幼儿教师的需要量相差５９８人，而且，还有部分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顶岗期结束后就离开了幼教岗位。因此，学前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幼儿教师培养滞后的矛盾，

是目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幼儿园教师队伍及其素质是教育质量的决定

性因素，占据七成多的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质量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２］。

２．２　幼儿园教师队伍流动性太强
在对该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工程项目实施调查时了解到，该市 ２０１０年幼儿园教师人数是

６２８５人，其中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教师只有９７８人，占教师总人数的１５．５６％。２０１１年幼儿园教师人
数是７５４８人，其中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幼儿教师只有１２１８人，占教师总人数的１６．１４％。２０１２年幼
儿园教师人数是７８２７人，其中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幼儿教师只有１４３６人，占教师总人数的１８．３５％。
２０１３年幼儿园教师人数是８５５０人，其中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只有１７１５人，占教师总人数的２０．０６％。
也就是说，有近８０％的幼儿教师可以随意流动。

调查显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流动性更大。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如下：工资低占６３．５％，地
位低１４．１％，压力大占３２．９％，工作辛苦占３６．３％，工作时间长占２６．５％，家长要求高占３０％。同时就
“幼儿教师受人尊重吗？”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到，只有２７．６％的幼儿教师认为受人尊重，１０％的幼儿
教师认为不受尊重，６２．４％的幼儿教师认为一般。因此，幼儿教师队伍流动性太强也是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教师队伍的问题之一。

２．３　幼儿园教师培训力度与广度不够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们反映，培训指标有限，参与培训的机会很少。据了解，该市的师范学校

承担了本市的农村幼儿园教师转岗国培的培训任务，每年的培训指标是２００人，但有部分指标被公办幼
儿园的教师占用，真正轮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指标极少。另外，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流动性太强，担心

花费精力培养后的教师辞职，因而对幼儿教师培养的力度也会相应减弱。

３　农村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措施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２］４１号）中指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要以补

足配齐为重点，切实加强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严格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依法落实幼儿园教师地

位待遇。”因此，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３．１　加大政府监管支持力度
首先，保稳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动性较大，政府应依法落实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切实

维护其工资、职称评定和社会保障等权益，防止其因各种权利得不到满足导致教师的流失，提高幼儿师

资队伍的稳定性［３］。比如幼儿园为教师缴纳社会保险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在业务培训职称评

定等方面享受公办幼儿园教师同等待遇；建立健全普惠性幼儿园教师档案，使其工龄、教龄、职称等纳入

正常轨道管理；根据民办学校的规模和招生情况，区、县人事部门每年给民办学校安排一定的编制，用于

民办学校招聘优秀教师，促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保持相对稳定。其次，促提升。针对普惠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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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幼儿园教师学历结构整体偏低，专业结构中学前教育专业构成偏低，幼儿园教师总体素质较低这一情

况，可设立专项经费补助，鼓励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学习并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同时，为那些因教师进

行培训、学习而不得不临时招收代课教师的幼儿园提供代课教师专项经费，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县

（市、区）教育局公办幼儿园中挑选教学水平高、责任心强的教师，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支教，确保幼儿

园教师学历和专业水平达标。

３．２　加强幼儿园内部管理
第一，激发潜力。作为幼儿园的管理者，在制定幼儿园教师管理制度时要体现高度的目标意识和开

放意识。首先，幼儿园的园长作为引领者，要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其次，作为管理者，要善于观察教

师，善于发现教师的优点，还要善于挖掘教师的潜力。采取多鼓励多帮助的方式，给予教师们精神上和

技能上的支持，鼓励教师不断地学习创新。此外，幼儿园工作计划要在突出幼儿园发展的现实性和必要

性的同时，兼顾全体教师的共同意志。实行教师参与制度的探讨制定，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幼儿园的利益

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使教师对团队和自身的发展充满信心，激发更深层次的工作动机。

第二，人文关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求由低到

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４］，只有较低层的生理、安

全等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较高层的自我实现等需要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因此要把关心教师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切实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比如现在幼儿园教师偏年轻化，可为外地女教师提供

单身宿舍，或是在教师租房时给予帮助；工作日为教师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教师或家属生病住院，园

行政或教师代表带礼物前去探望以示重视和关心，对家庭特别困难的教师给予一定帮助；教职工子女在

入读幼儿园时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各种娱乐活动，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等等。

第三，规范管理。规范加强幼儿园教研制度的建设，以各种科研活动为平台，多元模式，盘活教研，

调动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如问题式、课题式、观摩式、对话式、诊断式、案例式教研等多种形

式［５］。并充分发挥本园教学佼佼者的带头作用，加强“内培”。发掘每个教师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园内

“主力军”的作用。

第四，引培结合。教师队伍是学前教育事业成败的关键，通过“引培结合”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６］，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外援”。积极派教师参与培训学习，积极邀请专家和骨干教

师来园指导。帮助教师制定发展规划，使教师明确个人目标的实现与幼儿园的发展密不可分；建立教师

的成长档案，要求每位教师随时记录整理教育教学经验、教学随笔、教育反思、家长工作经验，在记录和

反思的过程中促进自学，加强“自提”。

第五，合理评价。优化教师评价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多元化，体现多劳多得、绩优多得的原则，鼓励

教师互相学习，良性竞争，不断促进专业水平的发展。运用评价这一杠杆，肯定教师的优良表现，并予以

适当奖励，从导向方面去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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