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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

孙爱琴 贾周芳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语境。在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开始对学

前教育发展的重视；科学、合理的区域布局；教育的公平性为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学前教育

思想观念落后；没有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分配缺乏公平性；幼儿园及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难以保

证；乡土知识荒漠化，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边缘化的巨大挑战。为此，需要更新教师及家长的教育理念；建立健全的学前教育

管理体制，保证教育资源投入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注重乡土知识、乡村文化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幼儿教师的数量与

质量来大力发展我国农村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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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乡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的整体

转型过程，它表现为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聚集、职业由

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的动态发展过程。①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城

镇化是这个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49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 12%，88% 的人住在农村。到
2012 年底，城镇化率已达到 52.57%，城镇人口 7.2

亿，超过了全国总人口一半。②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

展，使我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逐渐转变为

与世界城镇化水平基本接轨的城市型国家。快速的

城镇化进程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而教育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必

然受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尤其对是“起步晚，发展

快”的农村学前教育，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

一、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所
面临的机遇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农村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由于城镇化过程提升了

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城镇化过程对农村学前

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正面的机遇，这些机遇主要

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提

供了经济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的增长，

使我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水平明显提高。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相

应提高。2013年国内我国生产总值已达56.9万亿，农

民人均收入为8896元。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

了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为学前教育的投入，尤其是为

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在经济上提供了大力支持。农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渐渐转变了他们的学前教育观

念，使其对学前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由此可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他们承担一定

的学前教育费用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促进了其思

想观念的更新。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在理论及实

践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其能够与时俱进、更
快、更好地与世界接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

育理论。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快

速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已经是关乎教育公平、社会

稳定和民生改善的重大工程，是影响未来国民素质

和综合国力水平提高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

“起步晚，投资低”农村的学前教育来说，这一点显得

①庞丽娟.加快学前教育的发展与普及[J].教育研究，2009,（5）.

②徐匡迪.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若干思考[J].特别报道，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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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2010年7月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

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时，该纲要提出,“未来10

年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

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从具体所要

达到和实现的目标来看,到“2020年,全国学前一年、
两年、三年的毛入园率应分别达到95%、80%和

70%。”①我国2009—2013年的学前教育基本情况如

表1所示：

由表1②所示：我国幼儿园总数、幼儿总数、幼儿

园教职工、学前儿童毛入率同比都在逐年增加，尤其

是学前儿童毛入园率较2009年比分别提高5.7、11.4、
13.6、16.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及社会各界已经把学前教育的发展放在了

教育发展的首位，把发展学前教育当中政府义不容

辞的责任。
同时，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为学前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战略保证。如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2011 年 7 月 国 务 院 颁 布 《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11-2020年）》，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实施幼

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及《关于全面实施教

育收费治理工作责任制通知》，2012年8月，教育部颁

布了关于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同年10月，

教育部的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通

知，1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举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网络巡展的通知》，2013年4月教育部颁布有关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

知》，③这些法规从幼儿园的建设、管理、卫生、安全、
课程、评估等到幼儿的安全、教育、养育及幼儿教师

的培训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给各个部门的教育

工作者提供了实践指导。
（三）科学、合理的区域布局，为幼儿园的建设

开拓了新的篇章

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

其人口、居住地的集中为幼儿园的迅速发展带来了

的新机遇。新农村的快速崛起也成就了人力资本、文
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集中。由此，为城镇幼儿园的建

设开拓了新的篇章。
新农村建设是城镇化发展最主要的支点，其偏

远地区、分散地区人口的集中使得教育资源能更好

的互相融合。多数的地区都建设了“和谐”新村，其区

域布局整齐、集中。这不仅使得教育资源更加及集

中，处于困境的幼儿能够摆脱“无学上”“上学难”的
境地，而且为新幼儿园的建设与持续发展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活水，有效解决了“入园难、入园贵”等问

题。据初步统计，在三年行动计划背景下，各地已新

建2.5万余所，改扩建3.4万余所，增设小学附属幼儿

园4.6万余所④，努力实现幼儿园布局结构与老百姓

的入园需求相协调，促进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同
时，新城镇以及新园的建设必定需要更多地人力资

源，这就为学前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激

励更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使幼儿教

师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培养幼儿园教师的高等院

校和中等师范学校已达739所，在校生规模达53.7万

人，比2010年增加了25.8万人，增长了近1倍。幼儿园

教师国培计划投入11亿元，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

29.6万名⑤。在专业化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幼儿教师不

仅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而且带动了整个

幼儿园的发展。在这种新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

必定也会为新城镇以及新园的长期建设添砖加瓦，

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由此可知，科学、合理的区域布局无形中经受住

了人口与经济的重新调配，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同时也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科学的教育观

念、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便利的交通以及先进

的通讯设备及时反应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我

们不得不承认，科学、合理的区域布局为城镇幼儿园

时间
幼儿园数

（万）

在园幼儿

人数（万）

园长及教师

人数（万）

毛入园率

（%）

2009 13.82 2657.81 112.78 50.9%

2010 15.04 2976.67 130.53 56.6%

2011 26.68 3424.45 149.60 62.3%

2012 18.13 3685.76 167.75 64.5%

2013 19.86 3894.69 188.51 67.5%

①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S].2010.

②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2）[S].2013 http://chinanews.com/edu/2013/08-16/5173046.shtml.

③教育部.学前教育政策法规（2007—2013）[S].

④⑤教育部.未来三年基本解决入园难入园贵[N].人民日报，2014-02-2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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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甚至明天的建设迎来了新的希望。
（四）城镇化的发展为教育的公平性提供了有力

保障

教育公平的内涵之一就在于教育起点的公平，

城镇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让农村学前阶段的幼儿

在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和拥有学前教育资源方面与

以前相比有了质的变化。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

人心，家长对于教育的呼吁更加的强烈，城镇化的进

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发展也在受到人们的关注，新

建、改扩建园的不断发展，为幼儿提供了更多的入学

机会。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甘肃某市已改建幼

儿园11所，扩建幼儿园10所，新建幼儿园109所，50%

的农村完全小学附设学前班。这为处于“弱势地位”
的农村幼儿接受一定的学前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教育

公平性。而教师的空缺为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
此，国家、政府及教育部门的相关政策为教育的公平

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就甘肃省为例，每年的新入职

幼儿教师经过系统的培训以后全部分配到农村乡镇

幼儿园，任职三年以后可以通过考试再次选取工作

地，并分配城市骨干幼儿教师到农村去任教，以带动

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同时，实施幼儿教师“特岗计

划”和培训工程。每年组织一定数量的教师进行专业

培训，在提高其专业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其学历

水平。教师队伍的发展使教育资源不断丰富，对来自

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下，接触不同层次教育的乡镇幼

儿教育的公平性提供了保障。

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发展
面临的挑战

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难得的

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是正面

和积极的，而挑战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农村学前教

育的发展在把握好机遇的同时，也必须对各种挑战

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城镇化过程

中农村学前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带来教

育观念的更新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经济产业发生了很

大的转型，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水

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他们对教育的认识没有

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他们眼中，幼儿园老师不仅

要办好“保姆”的角色，照看好他们的孩子，同时要按

小学的教育模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幼

儿园教育意义不大，他们让孩子上幼儿园只是因为

城里或者别人的孩子都在上，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没

有认识到学前教育真正的价值与功能。幼儿园教育

的发展及城镇化反而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务工，

造成了“留守儿童”群体。而照看他们的责任自然落

到了爷爷奶奶或者其亲属的肩膀上。他们凭借着传

统的教养方式及上辈流传下来的教育经验来教育孩

子，对他们的教育更多地是放任不管或者溺爱。由此

造成了良好学前教育的断层，与城镇学前儿童的教

育拉开了距离，这使得教育者及家长更加盲目的追

随“小学化教育”，形成了恶性循环。而这一群体由于

其亲子教育的缺失、隔代教养与亲友的代管，从而使

得家庭教育功能退化，使学校教育孤军奋战。
（二）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教育的

公平性难以保障

学前教育是一个跨学科性强、专业跨度大、综合

要求高的领域，在管理上关涉的部门较多，现存的管

理体制必然会导致农村学前教育管理的紊乱，影响

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①。尤其是在民办园大量集中的

农村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设立相应的管理部门

及负责人，有的只是非学前教育专业的人的兼管，使

得学前教育责任不清、体制不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频繁出现。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及管理重心倾

斜到了义务教育上，或者城市公办园上，而学前教育

还没有被纳入到义务教育，这必然导致政府对学前

教育的重视程度低、关注不够。尤其是对农村学前教

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且不公平。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

的经费投入一直以来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的1.2%—
1.3%，年生均经费仅 200 余元，远低于国际平均值

3.8%。且这些有限的经费又采取“锦上添花”式的非

均衡投入方式，只重点投入少数城市公办示范园，从

而加剧了城乡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公平。②

（三）急速前行的学前教育中, 幼儿园及教师队

伍的数量与质量难以保证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前提和根基是建立一支

“政治素质好、业务达标、数量足够、质量优良、结构

合理、相对稳定”的幼儿教师队伍。③幼儿教师的质

量关系到整个学前教育发展的质量。在城镇化发展

①张作岭，张莉.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1,(3).

②李忠忱.学前教育投入要体现教育公平［N].人民政协报，2009-05-20.

③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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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中，虽然我们已经克服了一定的幼儿园及幼

儿教师的“量”的挑战。但在农村边远地区，由于自然

及地理条件的限制，其“量”的分配不容乐观。而“质”
的挑战更不得不引起各个部门的广泛关注。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幼儿教师的分布出现两极

分化，多数教师都在城镇，农村教师极度缺乏。而农

村幼儿园教师基本由合同教师、临时教师、及少数正

式教师组成，他们多数都是非专业教师、初高中毕业

生或者农村留守妇女，临时教师及合同教师在幼儿

园师资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其社会地位与待遇总

体偏低的情况下，他们更多地只是为了基本的物质

生活的保障，而没有更加长远的打算。带给她们更多

地精神上的问题并不是幼儿教育本身，而更多地是

其他方面的问题。相比专业的教师，她们本来就缺乏

自信，而幼儿园内部歧视及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突

出，使得幼儿教育的质量更加令人堪忧。同在一所幼

儿园中因“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和专业

发展机会不均的现象也极为严重。最不容乐观的是

农村幼儿教师在数量、师幼比、学历背景、性别结构、
专业素养等方面都比较薄弱。这严重制约了城镇化

的发展，给基础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
（四）幼儿园课程追随现代化，使乡土知识荒漠

化

在通往城镇化的道路上，幼儿教师及家长的思

想观念有了一定的更新。他们有的生活在城市，有的

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及对孩子

的教育方式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得他们自身在追随现代化的同时，要求幼儿也应

该接受良好的现代化教育。于是教师及家长从幼儿

园课程入手。他们不仅盲目引进国内外先进幼儿教

育理论与教学模式，同时仿照发达地区的教育模式，

以为这就是教育的与时俱进，就是幼儿教育现代化。
然而，任何教育教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有的社会

历史文化背景，有其特有的文化特征。而他们崇拜国

内外现代化、科学化的教育思想时，忽视了本土知

识。这种现象使得乡村文化边缘化，乡土知识处于逐

渐被瓦解、被颠覆的进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

价值体系遭到了无情的解体。在这种情形下农村基

础教育中本该有的乡村本土精神和文化严重缺失，

幼儿园课程缺乏本土特色。
（五）乡村经济、文化的交互作用，使得农村学前

教育发展边缘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经济水平已经有了

很大的提高。当前农村的苦不是纯粹苦于物质方面，

而更多地是精神和文化方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而是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生活

方式的问题。然而，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虽然受到

了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在国家及社会力量的大力支

持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生活在农村边缘的家长及教育者们对乡村文化

与精神已经没有了亲和力和归属感，而更多地是一

种陌生感，过上城市生活已经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

城市文化也已经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城市生活才

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由此其孩子的教育必然附属

于城市教育之中。其文化的贫困又导致了贫困的文

化，整个文化处于贫困的循环状态之中。他们的知识

文化水平在限制农村文化发展的同时，其精神世界

的愚昧也给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经济、文化的交互作用，逐渐导致农村学前教育发展

边缘化。

三、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
发展的对策

从上所述可见，城镇化过程对农村学前教育带

来了许多正面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利的

挑战。农村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把握住这些

机遇，以使其获得积极的发展条件，但更为重要的

是，农村学前教育必须应对好这些挑战，因为这些挑

战所显示的，正是农村学前教育的短板，短板不加

长，农村教育这桶水就无法满足农村众多的学龄前

儿童健康成长的需求。因此，农村学前教育应当从如

下几个方面应对这些严酷的挑战：

（一）更新教师及家长的教育理念，提高学前教

育的质量

思想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发展

农村学前教育，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转变政府及

教育工作人员的教育理念，科学地办好学前教育，才

能提高幼儿家长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家长及教育者

的思想观念直接制约着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然而，

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通过

相应的教育手段、教育方式，经过一定的过程逐渐地

促进其自觉地转变。
只有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及价值

观，拥有先进而科学的学前教育思想观念，才能在实

施学前教育的过程中体现学前教育的功能与价值，

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农村学前

教育的质量。幼儿园可以通过专家、教师、家长、媒体

等的互相沟通、互相学习来逐渐地改变其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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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一定的机会与平台使更多的教育者及家长

参与到幼儿的教育活动中，使优秀的幼儿教育者能

够“走出来，请进去”。这样才能促进幼儿园与家庭、
社区密切合作，使农村弱势幼儿群体有接受高质量

学前教育的机会，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二）建立健全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保

证教育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健全的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发展农村学前教

育的战略保证。必须落实各级政府的职责，完善“政

府主导，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构建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各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统

筹当地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等

各方因素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有关教育经

费、安全、卫生、监管、评估等多种体制与机制。将农

村学前教育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衡量教育行政

部门及各部门教育成果的指标。同时，在落实各级政

府职责的同时，加大政府举办和鼓励社会多方力量

办园的措施和制度，改革农村学前教育投入和管理

体制。健全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有利于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

源强国，有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①保证教育

经费投入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消除贫困，减少社会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
（三）合理利用农村教育资源，注重本土化教育

与现代化教育的结合

一种教育必然需要相应的文化背景的全面滋

养，需要本土文化的悉心呵护，那才是全方位滋养一

个人的精神生命，发育人生各种细微情感的沃土。世
界上最美妙的书便是大自然，荒野与大学有着同等

的重要性，真正的生活都是在社会边界上的生活，真

正的乡土教材在中国，真正的游戏在农村。农村地区

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城市地区具有优质的教育资

源，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不能完全城市化，需要考虑

到农村的特殊性。②尽管农村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

件艰苦，但这块土壤中孕育的孩子却能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并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乡村田野里，孩

童们自由自在地在嬉戏打闹及长者的倾心交谈中以

及各种各样的的乡村文化中感受温暖的乡村风情，

在乡间知识文化人的传播中获得心灵上的启迪与洗

礼。真实而又独特的乡村文化寄予乡村儿童生命以

真实的乡村蕴含。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教育者及家长教授给儿童

的更多地都是现代化的、科学的教育思想。但科学的

道路并不是通往教育发展的唯一道路。作为与文化

密切相连的学前教育学，离开其生长的文化根基，就

难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前教育学理论。我们必

须转变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研究视角,从盲目的模仿、
追随、比较转向理性、客观的、因时因地的研究和解

决农村学前教育自己的问题。
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我们

在教授幼儿时，应将本土化知识与现代化知识结合

起来。现代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理论是建构具有中国

文化特色的学前教育学的根本路径。
（四）多种途径加大幼儿教师的队伍建设，提高

幼儿教师的数量与质量

教师队伍建设是关系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

性、全局性和基础性工程,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

量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③幼儿园教师

承担着保育和教育的双重职能，关系到亿万儿童的

健康成长，关系到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快速

行进的学前教育中应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

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
首先，依法落实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

遇，维护幼儿教师权益。落实农村学前教师的编制、
工资待遇、社会保险、专业发展等问题，提高农村幼

儿教师待遇。同时，关心农村幼儿教师的精神文化发

展。良好的物质生活是其生命质量的保证，但其精神

的解放更是其生命质量提升的砝码。保证在编幼儿

教师享有与中小学教师同等的待遇，保障他们的工

资收入和各项保险福利，促进他们长期留校任教的

积极性。给予代课教师一定的培训和帮扶,促进他们

向合格的教师转型。对长期生活在农村艰苦边远地

区的一线幼儿教师按国家规定实行工资倾斜政策。
其次，加大学前教师的培养力度，扩大高等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规模。对有志于从事学前教育

的非专业学生给予辅修学前教育专业的机会，给农

村小学转岗教师进行学前教育专业方面的培训，让

他们加入到农村幼儿教师的队伍当中。鼓励更多的

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幼儿园任教，以此带

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再次，教育面临着推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双重任

①但柳松.普及农村学前教育: 挑战、机遇与策略[J].继续教育研究,2010,(3).

②王冬兰.西部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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