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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笔者基于《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通 过 问 卷 和 访 谈 调 查 了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 内 容 和 培 训 方 式

的需求。园长培训需求存在着“知识人”与“能力人”的冲突，园长们希望培训是可 操 作 的 能 力 取 向，他 们 的

培训心态是“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培训建议：第一，根据园长的培训需求提供培训课

程，拓展园长视野；第二，理性看待园长的培训心态，帮助园长厘清培训的意 义 与 价 值；第 三，强 化 个 别 指 导

与同伴学习，实现园长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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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化社会里，园长作为幼儿园教育的领导

者和管理者，要通过职后的相关培训完善自己的

知识结构、提 升 自 己 的 能 力 水 平，以 应 对 来 自 变

化世界的挑 战。２０１５年１月 教 育 部 教 师 司 颁 布

了《幼儿 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笔 者 进 行 了 基 于《幼

儿园园长专 业 标 准》的 培 训 需 求 调 查，通 过 分 析

调查结果提出培训建议。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笔者对来 教 育 部 幼 儿 园 园 长 培 训 中 心 参 加

培训的各级各类的幼儿园园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计１４０人，共 发 放 问 卷１４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１２４份，问卷有效率８８．６％。其中全国骨干幼儿

园园长培训班６４人，参加各省级国培计划的园长

４５人，其他各类参训园长１５人，其中男园长只有

４人。笔者亦对来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参

加培训的１０位园长进行访谈调查。其中，教育行

政部门办园园长８人，其余类型园长２人；８人来

自城市幼儿园，２人来自农村幼儿园。
笔者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并选择了１０位园

长在参训 期 间 和 训 后 进 行 了 跟 踪 访 谈 调 查。在

问卷调查部分，笔者基于《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

６大 模 块 设 计 园 长 培 训 需 求 量 表，共 计３４个 题

目，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得出了每个项目的得分，
得分越高，代表需求程度越强。访谈调查的主要

问题是：你认为什么样的培训内容契合你的发展

需要？你 喜 欢 什 么 样 的 培 训 方 式？你 认 为 经 历

过的培训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是 什 么？ 通 过 对 园 长 们

回答内容 的 分 析 获 得 了 园 长 在 培 训 内 容 和 培 训

方式方面的需求信息。

二、调查结果与初步分析

从整体上看，园长们在６大模块基本得分如

下（见表１）。
表１　各模块平均需求度

模块 平均数 标准差

规划幼儿园发展 ４．６３０　０　 ０．１０７　８６
营造育人文化 ４．４７５　０　 ０．３４５　００
领导保育教育 ４．５０２　９　 ０．０５２　９９
引领教师发展 ４．３６７　５　 ０．１４９　５２
优化内部管理 ４．６７０　０　 ０．０７７　０１
调试外部环境 ４．６１３　３　 ０．０６９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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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是规划优化内部管理、
规划幼儿园发展、调试外部环境、领导保育教育、
营造育人文化、引领教师发展，而且，整体得分呈

现偏态分布；因此，园长对这６大模块的需求都比

较高。《幼 儿 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把 园 长 视 为 幼 儿

园的领导者 和 管 理 者，分 别 从 价 值 领 导、保 教 领

导和组 织 领 导 提 出 了 对 幼 儿 园 园 长 的 要 求；因

此，笔者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价值领导的培训需求及分析

《幼儿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中 的 规 划 幼 儿 园 发

展和营造育人文化体现了园长的价值领导责任，
其平均需求度见表２。

表２　价值领导平均需求度

平均数 标准差

深入了解国家学前教育政策 ４．４６　 ０．０６４

凝练办园思想与制定发展规划 ４．８３　 ０．０３９

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趋势 ４．６０　 ０．０５９

幼儿园文化建设的知识与方法 ４．８２　 ０．０４０

通识性文史哲等知识与理念 ４．１３　 ０．０６２

　　可以看出，园长们需求较高的项目是幼儿园

办园思想 的 凝 练 与 规 划 发 展 以 及 幼 儿 园 文 化 建

设的策略 与 方 法。这 或 许 与 地 方 和 国 家 对 幼 儿

园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而且，笔者调查的

园长大多 数 为 全 国 骨 干 幼 儿 园 园 长 高 级 研 修 班

的学员以及各省国培示范性项目的园长，他们对

高层次发 展 有 更 为 强 烈 的 需 求。访 谈 中 有 园 长

表达，“虽然每年政府要求我们制定发展规划，但

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纸上”；“我幼儿园的办园思想

已经很陈旧 了，很 想 重 新 提 炼 一 下，但 是 不 知 道

怎么办”。而优质幼儿园的园长对园所特色建设

有较高需求，“幼儿园文化内涵与品牌特色建设，
我很感兴 趣”。在 幼 儿 园 文 化 建 设 方 面，园 长 们

也有较高的需求，有园长说，“幼儿园发展到一定

程度，必须要走文化立园之路，但怎么弄，也不是

太清楚，我 们 现 在 主 要 还 是 以 制 度 约 束 教 职 员

工，希望了 解 一 点 文 化 建 设 的 知 识”。访 谈 调 查

亦显示，来自农村的幼儿园园长对规划发展和文

化建设则较 为 陌 生，有 园 长 说，“知 道 了《专 业 标

准》，才知道还要制定幼儿园发展规划，从来没有

制定过。”
（二）保教领导方面的培训需求及分析

《幼儿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中 领 导 保 育 教 育 和

引领教师发展两大模块属于保教领导，凸显了幼

儿园教育的特殊性，其平均需求度见表３。

表３　保教领导平均需求度

平均数 标准差

儿童心理学基本理论 ４．３１　 ０．０６６

学前教育的前沿理论 ４．３１　 ０．０６０

幼儿游戏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４．５８　 ０．０５７

园本教研的方法 ４．５５　 ０．０５４

对《指南》的深入了解 ４．５３　 ０．０５７

幼儿园课程领导力 ４．６８　 ０．０４８

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知识与方法 ４．５６　 ０．０６４

幼儿教师权利义务 ３．９６　 ０．０７４

幼儿教师专业标准 ４．３３　 ０．０６０

教师发展途径激励与评价 ４．６２　 ０．０５６

幼儿园教师师风师德建设 ４．５６　 ０．０６１

　　在保教领导方面，园长们对理论的需求并不

强烈，对能够凸显幼儿园教育特色的内容有着较

高的培训需求，对游戏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和幼儿

园课程建 设 领 导 力 两 项 的 需 求 度 得 分 最 高。访

谈结果也印证了问卷结果。例如，在访谈中有园

长提到，“幼儿园教育以游戏为主，但我们幼儿园

游戏活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是希望在游戏

方面能够 提 高 一 些”；还 有 园 长 提 到，“我 们 幼 儿

园的课程特 别 散，没 有 结 构 化，希 望 通 过 培 训 看

看怎么提炼一下我们幼儿园的课程特色”。这说

明园长对 凸 显 幼 儿 园 教 育 特 征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有

着较高的需求度。
在引领教师发展方面，园长们对教师发展的

途径、激励与评价和师风师德建设的需求最为强

烈。在访谈 中 也 有 许 多 园 长 表 达 出 对 教 师 队 伍

建设的强烈关注，例如有园长讲，“我刚调到这所

幼儿园，我希望通过开展幼儿阅读活动来带一带

我的教师队伍建设，看看怎么通过这个提高教师

队伍质量”；也 有 园 长 提 到，“我 有 一 次 走 班 的 时

候看到我幼 儿 园 的 老 师 在 吼 孩 子，我 非 常 难 过，
就跟这个老师谈谈，发现幼儿园教师工作太辛苦

了，他们太需 要 宣 泄 负 面 情 绪 了，希 望 这 次 培 训

能够帮我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园长们这种

需求回应 了 当 前 幼 儿 园 教 育 的 现 实 情 况。我 国

学前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全国许多地区的幼儿园

都是借助两轮“学前教育三年计划”建立起来的，
师资力量参 差 不 齐，教 师 编 制 短 缺，教 师 的 流 动

性较强，相应地园长们对这些内容的需求度就会

较高。
（三）组织领导方面的培训需求及分析

《幼儿园 园 长 专 业 标 准》中 的 优 化 内 部 管 理

和调试外部环境体现了园长的组织领导，平均需

求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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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组织领导平均需求度

平均数 标准差

依法办园 ４．６３　 ０．０５１
幼儿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 ４．８５　 ０．０３４
幼儿园安全应急机制建设 ４．８０　 ０．０４０

幼儿园法律纠纷与公共关系 ４．４１　 ０．０６０
幼儿园财物管理、安全管理 ４．６６　 ０．０４７

幼小衔接 ４．４９　 ０．０５８
幼儿园与社区合作 ４．６２　 ０．０５２

家园合作 ４．７３　 ０．０５１

　　在组织领导方面，园长们对个人的人格魅力

提升与幼 儿 园 安 全 管 理 应 急 机 制 建 设 的 需 求 最

为强烈，分别达到４．８５分和４．８０分。访谈时有

园长说，“我 觉 得 个 人 领 导 风 格 很 重 要，作 为 园

长，必须有领导艺术”；还有园长说，“我特别想知

道一些依法办园的知识，尤其是与幼儿园安全管

理有关 的，周 围 有 一 些 园 长 在 这 方 面 吃 了 不 少

亏，到底国 家 法 律 和 政 策 是 怎 么 规 定 的”。在 调

试外部环境 方 面，家 园 合 作 的 得 分 最 高，园 长 们

希望能够 通 过 培 训 提 升 自 己 的 管 理 水 平。访 谈

中也有园长谈到“想借鉴一下其他幼儿园如何做

家园合作，现 在 的 家 长 教 育 理 念 很 差”。除 此 之

外，园长们也 表 达 了 对 幼 小 衔 接 方 面 的 需 求，他

们谈到“希望了解一下幼小衔接，现在都不让‘小

学化’，但 小 学 老 师 有 要 求 啊，如 果 幼 儿 园 不 满

足，孩子到了大班就走了”。
（四）培训方式的需求及分析

笔者还对培训方式进行调查，各种培训方式

需求度平均得分见表５。
表５　培训方式平均需求度

平均数 标准差

专家讲座 ４．５７　 ０．０６２

影子学习 ４．６２　 ０．０５４

专家指导下的幼儿园改进 ４．６４　 ０．０６０

同伴学习 ４．２５　 ０．０７７

个别指导 ４．５２　 ０．０５４

　　可以看出，园长们最喜欢还是专家指导下的

改进与影 子 学 习。在 访 谈 中 园 长 表 示，“相 比 专

家讲座，我更喜欢看幼儿园”。“我就会看到别人

的经验，想 到，啊，我 也 是 这 么 做 的，别 人 比 我 好

的，我就会结 合 我 们 园 的 实 际 情 况，怎 么 做 能 更

好。”在 访 谈 中，笔 者 发 现，园 长 们 把 同 伴 学 习 看

成是培训过程中非正式的学习方式，他们更多地

把同伴学习当成是培训中私下的、基于友谊的学

习方式，有园长说，“每次培训都能认识好多新朋

友，他们能教 我 很 多 办 法，这 是 培 训 的 最 大 期 望

和收获。”

三、深度分析：“知识人”与“能力人”的冲突

通过访谈，笔 者 发 现，这 些 园 长 们 认 为 他 们

参加过的大多数培训的知识取向都非常明确，而

他们自己更需要能力取向的培训，培训需求方面

存在着“知识人”与“能力人”的冲突。《幼儿园园

长专业 标 准》中 专 业 知 识 与 方 法 的 培 训 最 为 容

易，但知识与方法能够转化为幼儿园园长办园的

理念与能 力 则 是 更 为 重 要 的 问 题，“学 知 识 的 目

的 不 是 为 了 知 识 本 身，而 是 以 知 识 解 决 问

题。”［１］１０在园长 们 看 来，“知 识 人”的 培 训 取 向 可

以概括为培训过程中以知识为本位，侧重向园长

传递知识与信息，而他们对于能力取向有着自己

的理解；“能力人”的培训取向则是通过深入不同

类型幼儿园实际拓展实践视野，进行观察、比较、
模仿、创新的学习。也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落差

使得园长们的培训需求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可操作能力取向：“我想知道怎么做”
园长们对 于 培 训 过 程 中 各 种 知 识 与 理 念 的

学习存 在 着 共 同 的 要 求，即 操 作 性。园 长 们 表

示，各级各类 专 家 的 各 种 讲 座 都 能 开 阔 视 野，但

最希望获 得 的 不 仅“是 什 么 和 为 什 么”，更 有“怎

么做”，而 且 关 于“怎 么 做”的 内 容 应 该 具 有 明 确

的可操作 的 步 骤。这 种 需 求 类 似 于 病 人 要 求 医

生开药方，园长把参加培训当成是给自己的幼儿

园发展问题开药方。这种比拟实际上并不恰当，
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病人吃了药，病好了，这其

中的原因 是 药 物 帮 助 患 者 恢 复 了 自 身 的 免 疫 力

从而获得健 康，而 不 是 吃 了 药 就 好 了，只 不 过 普

通人总感 觉 是 药 物 治 好 了 病。对 园 长 和 培 训 者

来说，也是一 样 的，就 算 把 培 训 过 程 中 别 人 的 建

议当作药方，也需要通过自己的内化转换成适合

自己幼儿园的发展措施才能真正起作用，然而相

当一部分 园 长 认 识 不 到 这 一 层。从 园 长 的 表 达

中，还可以看出，园长更愿意获得程序性知识，例

如有园长讲，“我知道什么好的师风师德，我也知

道现在师风师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 做，我 想 知 道 具 体 的 可 操 作 性 的 做 法。”可

见，相比陈述 性 知 识，他 们 对 程 序 性 的 知 识 有 更

高的需求。
（二）三 种 培 训 心 态：“看 看 别 人 是 怎 么 做

的”
结合访谈，笔 者 发 现，园 长 们 的 培 训 心 态 大

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拿 来 主 义，移 植 模 仿。这 些 园 长 最 喜

欢观摩优秀 园 所，看 到 好 的 制 度、环 境 创 设 的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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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就拍照存贮下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幼儿园进行

复制，实 现 幼 儿 园 制 度 建 设 至 少 是 文 本 上 的 健

全，在环境创设上的复制则直接地解决了自身环

境创设面 临 的 困 境。这 些 园 长 在 访 谈 中 的 说 法

是，“虽然专家讲座也很开阔视野，但是还希望能

够看到拿来 就 能 用 的 东 西，因 此，喜 欢 观 摩 与 我

幼儿园水平差不多的幼儿园，太好的幼儿园学不

来。”还有 园 长 表 示，“对 我 幼 儿 园 来 说，用 现 成

的，稍作修改 最 好 了，因 为 我 幼 儿 园 老 师 的 能 力

和水平有限，我把这些资料带回去，他们一改造，
稍作修改 就 行 了”，拿 来 主 义 型 的 学 习 心 态 由 此

可见。
第二，模 仿 改 造，服 务 自 己。这 类 园 长 与 上

面所述的园长相似，但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完全地

复制其他园 所，而 是 进 行 模 仿，这 些 园 长 意 识 到

优秀园所 的 经 验 必 须 与 自 己 幼 儿 园 的 实 际 情 况

相对接，因此他们往往把优秀园所的经验进行详

细的记录，然 后 结 合 自 身 幼 儿 园 实 际，设 计 恰 当

的制度方式，“这个制度很好，我回去以后跟我们

的老师讲一 下，稍 作 调 整，就 可 以 被 我 们 所 用”。
“他们的民 族 文 化 做 得 好 好 啊，我 们 也 是 少 数 民

族地区，回 去 看 看 怎 么 凸 显 我 们 的 民 族 特 色”。
访谈中，经常 听 到 这 样 的 话，这 类 园 长 已 经 具 备

了立足本园的意识。
第三，清 晰 思 路，本 土 创 生。这 类 园 长 具 备

清晰的本土意识，往往是优秀园长持有的培训心

态。这种类 型 的 园 长 不 盲 目 也 不 盲 从 于 任 何 优

秀幼儿园的 实 践，而 是 基 于 学 习 与 借 鉴 的 心 态，
结合自己 的 幼 儿 园 实 际 办 出 具 有 自 身 特 色 的 幼

儿园，他们不仅往往关注那些优秀园所有哪些特

色，更加关注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在看到其他园

所的经验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例如某

幼儿园园 长 评 价 某 个 幼 儿 园 的 环 境 创 设 时 候 这

样讲，“这个虽然比较新颖，但真正成为幼儿园课

程的一部分还有一定距离，不是说你变了、新了，
你的课程就变革了。”可以说，这种基于本土的创

生型的学习心态是最理想和恰当的。
园长培训三种类型的心态是正常的，没有层

次高低之分。首先，拿来主义的移植也是一种重

要的学习方式。例如，在 硬 件 设 备 上。有 许 多 玩

教具是由市场提供的，参加培训开阔了园长们的

视野，值得移植的设备至少是被其他园长们实践

过被证明是恰当的，因此这种移植恰恰可以解决

幼儿园面临的相关问题。其次，模仿学习是人类

学习的重 要 方 式。模 仿 心 理 的 产 生 至 少 有 两 个

原因：第一，自 己 的 幼 儿 园 也 面 临 大 致 相 当 的 问

题，通过模仿可以解决；第二，与之相对照发现了

自身幼儿园的弱势，通过模仿能够提升自己的办

园质量。最 后，通 过 培 训 清 晰 自 己 的 办 园 思 路，
实现本土创生当然是最为理想和恰当的样态，但

显然只 有 优 秀 园 长 能 够 达 到，但 同 时 也 应 该 看

到，优秀园长也会有移植和模仿的学习心态。笔

者认为，只要 园 长 本 着 解 决 幼 儿 园 发 展 问 题、提

高幼儿 园 办 园 质 量，那 么 培 训 心 态 就 不 是 错 误

的；因此，培 训 者 在 课 程 设 计 中 要 理 解 和 尊 重 园

长们的这些培训心态。

四、培训建议：以“能力人”为培训的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必须对园长的培训心态做出恰当

的回应，以“能 力 人”作 为 培 训 工 作 的 价 值 取 向。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和分析，笔者提出如下的培训

建议。
（一）根据园 长 的 培 训 需 求 提 供 课 程，拓 展

园长视野

幼儿园园 长 们 的 培 训 需 求 需 要 培 训 实 施 机

构进行 客 观 的 评 价，而 不 是 简 单 地 实 现 按 需 培

训，在一定程 度 上，高 端 的 培 训 机 构 还 需 要 引 领

园长的培训 需 求；因 此，恰 当 的 做 法 是 通 过 训 前

调研，了解园 长 的 培 训 需 求，有 针 对 性 地 设 计 培

训课程，既满 足 园 长 的 培 训 需 求，又 通 过 培 训 引

领园长的 发 展 需 求。鉴 于 我 国 幼 儿 园 教 育 实 践

的基本情况以及笔者的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幼儿

园园长的培训课程需要在如下方面有所着重。
第一，强化规划幼儿园发展的意识与办园思

想的引领。国 家 为 学 校 教 育 提 供 了 明 确 的 课 程

标准，但对幼儿园只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

重要文件，相 比 学 校 教 育 的 整 齐 划 一 性，幼 儿 园

教育弹性更大，就更需要园长对幼儿园的整体发

展有明确的规划意识和正确的办园方向。
第二，凸显具有显著幼儿园教育特征的培训

内容。幼儿 园 教 育 与 学 校 教 育 不 同；因 此，能 够

表明幼 儿 园 教 育 特 殊 性 的 内 容 应 该 得 到 强 化。
例如幼儿园安全问题，幼儿在法律上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因 此 要 求 幼 儿 园 尽 到 教 育、管 理 和

保护的职责，与之有关的内容当纳入到培训内容

中。当然，环 境 创 设、游 戏 理 论 与 实 践 等 属 于 幼

儿园教育专有内容的知识也需要相应纳入。
第三，回应幼儿园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

题。幼儿园 发 展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问 题 直 接 影 响 幼

儿园教育质量，因此培训内容应当首先回应这些

问题，有 则 改 之、无 则 加 勉。例 如 幼 儿 园 教 育 小

学化、安全管理等都需要在培训中根据园长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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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情况加以回应。
（二）引领园长 的 培 训 需 求，帮 助 园 长 厘 清

培训的意义与价值

培训需求与需求的满足永远存在着落差，培

训不仅要满足园长的培训需求，更要引导园长认

识到培训 的 真 正 意 义 与 价 值。培 训 并 不 能 解 决

园长在办园 过 程 中 的 所 有 问 题，主 要 原 因 有 二：
第一培训者并不是园长，无法解决园长面临的问

题；第二，即使培训者是园长，也可能由于不在场

而无法提供有效的建议。因此，培训只能是帮助

园长清 晰 办 园 思 路，明 确 幼 儿 园 发 展 面 临 的 问

题，而最 终 的 问 题 解 决 只 能 是 依 靠 自 身。因 此，
需要引领园长们认识到，培训者是帮助者和启发

者的角色，培 训 可 以 帮 助 清 晰 思 路，可 以 启 发 思

维，最终的问题是需要基于本土依靠本土力量才

能找到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每 个 参 训 的 园 长 头 脑

中都有关于幼儿园发展的思路，只是还处在不清

晰的模糊状 态，通 过 培 训 过 程 中 的 专 家 引 领、实

践教学、头脑 风 暴 等 活 动，就 会 把 潜 藏 在 头 脑 中

的思路给清晰化。因此，培训过程中的知识扮演

着帮助园长清晰思维的角色，而不是提供解决问

题的药方。
（三）强化个别 指 导 与 同 伴 学 习，实 现 园 长

能力提升

尽管园长 们 的“开 药 方”式 的 培 训 心 态 并 不

合理，其三种 类 型 的 培 训 心 态 亦 非 完 全 恰 当，但

培训机构要理性看待园长们的培训心态，不能指

责，应做出有效回应。恰当的回应方式就是通过

个别指导 与 同 伴 学 习 帮 助 园 长 改 变 不 良 的 培 训

心态，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帮 助 他 们 获 得 想 要 的“药

方”。培训者 扮 演 的 是 苏 格 拉 底 的 角 色，即 帮 助

园长清晰思 路，每 一 位 园 长 面 临 的 问 题 都 不 同，
而最终能 够 解 决 问 题 是 需 要 园 长 自 身 思 路 的 清

晰。笔者在指导园长的时候发现，园长们由于自

身学习经历 的 限 制，往 往 缺 乏 一 个 清 晰 的 思 维，
而个别指导能够让他们清晰自己的思维，不断明

晰办园思路和办园思想。此外，存在于同伴之间

的资源是培训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最为有效的学

习的资源，虽 然 教 育 实 践 千 差 万 别，但 同 属 于 幼

儿园教育，同在国家教育政策约束与中华民族文

化背景下，总 有 一 些 值 得 借 鉴 的 资 源 值 得 学 习，
在一定程 度 上 可 以 获 得 解 决 自 己 幼 儿 园 问 题 的

有价值的“药方”。
变革时代，只 有 展 开 有 针 对 性 的 培 训，才 能

有效提升园长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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