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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吉林省２４所农村校办园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农村校办幼儿园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师资质量差、

管理自主权缺乏、标准化建设不达标。为了促进农村 校 办 园 的 健 康 发 展，最 大 限 度 发 挥 其 正 向 功 能，农 村 校 办 园 需 要 明 确 园

长与校长的责权关系，加强自主管理；多渠道拓展师资来源，提升教师质量；注重资源优化统筹，加强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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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１０年，《国务 院 关 于 当 前 发 展 学 前 教 育 的 若

干意见》中提出，“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

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优先改建成幼儿园。”自此

我国农村学校开始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闲置资

源大力兴办幼儿园，农村校办幼儿园现已逐渐发展

成为我国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吉林省

学前教育三 年 行 动 计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指 出，截

至２０１０年，吉林 省 幼 儿 园（含 小 学 附 设）共 有５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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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中公办园２９３１所（含教育部门办２８５５所），小
学附设幼儿园 占８１．１％，农 村 校 办 园 占 很 大 比 例。
当下，农村校办幼儿园在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就学需

求、提高幼儿入园率、合理利用教育资源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农村校办幼儿园大力发展的

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师资质量

差、管理自主权缺乏、标准化建设不达标等，这不仅

损害了幼儿的利益而且也阻碍了农村学前教育事业

的发展。本研究拟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了解农村校办幼儿园生存状况，探讨农

村校办园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我国学前

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改进建议。

二、研究方法

选取吉 林 省１６个 乡 镇 的２４所 农 村 校 办 幼 儿

园，对２４位园长进行问卷调查，并选取其中８位具

有代表性 的 园 长 进 行 深 入 访 谈。通 过 对 文 献 的 搜

集、整理、分析以及结合当前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现状，我们把本次调研的内容聚焦到了解农村校办

幼儿园基础设施状况、师资状况、管理状况、教育教

学状况、制约农村校办幼儿园发展的因素及其所需

的帮助等方面。为了解农村校办幼儿园生存现状，
笔者自行编制了半封闭式问卷———《农村校办幼儿

园发展情况调查问卷》，以通过园长的回答了解农村

校办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共分为五部分分别为：园长

基本信息、幼儿园基本信息、幼儿园管理情况、教师

与教学情况及幼儿园面临的问题。在调研过程中共

发放２４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２４份。同时针对农

村校办幼儿园园长设计了访谈提纲，通过与８位园

长进行个别深入访谈，以全面深入了解农村校办幼

儿园的管理运行、面临的具体问题、问题的成因、所

需帮助等情况，从而生动、具体呈现农村校办幼儿园

生存状况。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校办幼儿园管理问题

《幼儿园工作规程》第三十六条规定，幼儿园园

长负责幼儿园的全面工作，主要职责第四条和第六

条规定，园长“负责聘任、调配工作人员。指导、检查

和评估 教 师 以 及 其 他 工 作 人 员 的 工 作，并 给 予 奖

惩”，“组织管理园舍、设备和经费”。校办幼儿园园

长与独立园园长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幼儿园的

管理者，理应享有幼儿园园长的权力。但事实上，政
策规定和 现 实 之 间 存 在 着 较 大 差 距，所 调 查 的２４
所幼儿园其管理体制均是校长负责制，园长只负责

幼儿园的安全、卫生保健、教育教学等具体工作，在

经费管理与使用、教师调配与考核这两方面农村校

办幼儿园园长严重缺乏管理自主权。

１．经费管理、使用受限

据统计分析，在调查的２４所农村校办幼儿园中

仅有４％的幼 儿 园 认 为 其 经 费 非 常 充 足、１７％的 幼

儿园认为其经费基本充足，而４６％的幼儿园认为其

经费不太充足，并且３３％的幼儿园认为其经费非常

不充足。可见农村校办幼儿园的经费非常短缺。而

对于“幼儿园经费来源渠道”这一问题，这２４所农村

校办幼儿园中，４％幼 儿 园 表 示 其 经 费 仅 来 源 于 财

政拨款、４％的 幼 儿 园 表 示 其 经 费 仅 来 源 于 学 校 拨

款、４６％幼儿园表示其经费仅来源于所收取的幼儿

学费、而另外４６％的幼儿园则表示其经费则来源于

多种渠道，这其中又有７３％的幼儿园表示其经费有

部分来源于所收取的幼儿学费。同时在参与调查的

幼儿园中，仅 有１２％的 幼 儿 园 自 主 管 理 幼 儿 学 费、

８８％的幼儿 园 都 将 收 取 幼 儿 学 费 要 全 部 上 交 学 校

（见表１）。就如访谈中一位园长所说：“我们幼儿园

收完钱核对之后，马上交到学校财务，不允许保留。”
由于幼儿园所收取的学费要全部上交到学校由学校

掌管，因此在经费管理方面农村校办幼儿园基本没

有自主权。
表１　农村校办幼儿园经费情况

类别 数量（所） 百分比

经费

状况

非常充足 １　 ４％
比较充足 ０ ０
基本充足 ４　 １７％
不太充足 １１　 ４６％

非常不充足 ８　 ３３％

经费

来源

仅财政拨款 １　 ４％
仅学校拨款 １　 ４％

仅收取的幼儿学费 １１　 ４６％
多种渠道 １１　 ４６％

经费

管理

全部交予中小学 ２１　 ８８％
按比例部分交予中小学 ０ ０
完全由幼儿园自主管理 ３　 １２％

在访谈的８位园长中有７位园长认为，将幼儿

学费上交到学校再由学校对幼儿园进行拨款的经费

管理方式使得幼儿园经费使用十分受限，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园长无力购买设施设备。园长

如想添置一些硬件设施，需要向校长请示，但这类要

求几乎会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园长无法承担幼儿教

师的培训经费。校办幼儿园教师多数为转岗教师，
需要进一步培训才能胜任幼儿园教师工作。教师培

训经费一部分由所在幼儿园承担，由于园长经费使

用权受限，使得幼儿园教师培训机会很少。就如一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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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园长在访谈中所说：“有一次我想买台录像机用于

记录幼儿在一些活动中的表现，但都向学校申请三

年了，学校还没批准。其实现在外界为幼儿教师提

供的培训机会挺多的，但幼儿园没钱呀，怎么让老师

出来培训？向学校申请资金也十分困难所以好多机

会都浪费了。”在经费使用方面，农村校办幼儿园的

支出明显受到限制。

２．教师调配、考核缺乏发言权

在教师调配方面，访谈的８位园长中有６位认

为其所在学校过于“专制”，表现在学校在向幼儿园

调派教师时很少征求幼儿园的意见，单方面管理教

师调配工作，致使幼儿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教

师调配毫 无 发 言 权。就 如 访 谈 中 的 一 位 园 长 所 说

“学校派谁来幼儿园，我们无权过问，来谁就是谁只

能接受不能反抗。”在教师考核方面，访谈的８位园

长中有５位表示，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的考核由学

校全权管理，幼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一起参评，幼儿

园教师的考 核 普 遍 按 照 中 小 学 教 师 考 核 的 标 准 进

行，园长作为管理者虽然对幼儿园教师的情况最了

解，但无权干预此事极其缺少发言权，致使农村校办

幼儿园教 师 评 优 评 奖 机 会 很 少。正 如 一 位 园 长 所

说：“我虽是园长，但幼儿园的事情还是校长说了算，
我虽然参与幼儿教师考核，但人微言轻呀！”农村校

办幼儿园园长虽然是幼儿园的管理者，但在教师调

配与考核方面却无法行使应有权利。
（二）农村校办幼儿园师资问题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作为幼儿园中重 要 的 人

力资源，教师在幼儿园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当下农村校办幼儿园师资却面临着数量短缺、年
龄偏高、质量较差、发展受限等种种问题，不仅影响

了农村校办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而且严重阻碍其

可持续发展。

１．教师数量短缺

据统计分析这２４所农村校办幼儿园平均师生

比为１：１２，远超出国家所规定的１：７—１：９的标准，
其中最严重 的 一 所 幼 儿 园 师 生 比 竟 达１：３７。我 国

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数量明显不足，而在回答“您所

在幼儿园教师主要来源”这一问题时，６４％的幼儿园

选择了“全部由学校直接委派”、２０％的幼儿园选择

了“全部由学校自主招聘”、８％的幼儿园选择了“全

部由幼儿园自主招聘”、４％的幼儿园选择了“全部由

教育局公开招聘”、４％的幼儿园选择了“多种形式扩

大师资队伍”（见 图１）。由 此 可 见 农 村 校 办 幼 儿 园

教师主要来源于学校直接委派及自主招聘，学校控

制着农村校办幼儿园的教师数量。
农村学校自身有一定师资储备，为何致使农村

校办幼儿园师资如此短缺？从对园长的访谈中我们

可以窥知一二，“我们就是后妈养的孩子，校长在安

排教师时首先会照顾小学的需求，其次才会考虑我

们。”“学校也不容易，自身教师本就缺乏，能分给我

们的就更少了。”由于学校不重视幼儿园发展及其自

身能力不足致使农村校办幼儿园师资如此短缺。

图１　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来源

２．教师年龄偏大、质量较差

据统计分析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年龄情况（见

表２），４０周 岁 以 上 的 占５２％，３０—４０周 岁 之 间 的

占２６％，２０—３０周岁之间的占２１％，２０周岁以下

的占１％。由此可见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年龄主要

集中在４０周岁以上，其年龄普遍偏高。在访谈中一

位园长对于其园教师年龄情况这样说：“我们就是学

校的‘养老院’，学校把年龄较高、素质偏差，不能承

担中小学教学任务的教师都安排进幼儿园。他们能

正常上班就不错了，哪还能要求别的呢？”。在对教

师学历、专业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当前农村校办幼

儿园教师学历普遍偏高，但专业素养却不尽如人意。
这２４所幼儿园的２３２位教师中２３％的教师拥有本

科及 以 上 学 历、４８％的 教 师 拥 有 大 专／高 职 学 历、

２３％的教 师 拥 有 高 中／中 专／中 师 学 历、仅６％的 教

师拥 有 初 中 及 以 下 学 历。但 是 这 些 教 师 中 仅 有

２５％的教师为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见表２）。
表２　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基本情况

类别 数量（所） 百分比

年龄

４０周岁以上 １２１　 ５２％
３０—４０周岁 ６０　 ２６％
２０—３０周岁 ４９　 ２１％
２０周岁以下 ２　 １％

学历

本科及以上 ５４　 ２３％
大专／高职 １１１　 ４８％

高中／中专／中师 ５４　 ２３％
初中及以下 １３　 ６％

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 ５８　 ２５％

非学前教育专业 １７４　 ７５％

一位园长告诉我们：“我们园教师大多数都是非

专业人士，对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教育教学技能、
技巧都不甚了解及自身艺术修养又相对较差一些课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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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伦不类。”学校委派大量年龄偏大、教学质量

较差的教师下到幼儿园工作，致使农村校办幼儿园

的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３．师资发展受限

参加培训是促进在职教师发展的主要途径，对

于“您所在幼儿园教师培训机会与所在中小学教师

相比情况如何”这 一 问 题，６８％的 幼 儿 园 认 为 幼 儿

教师培训的机会要低于中小学，２８％的幼儿园认为

两者机会均等，仅４％的 幼 儿 园 认 为 幼 儿 教 师 培 训

的机会要高于中小学。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培训机

会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教师质量的提升。同时访谈的

８位园长普遍认为幼儿教师培训机会不多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当前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数量短

缺，其外出培训可能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故
学校较少安排幼儿教师外出培训。另一方面农村校

办幼儿园经费紧张，幼儿教师外出培训的费用难以

解决，教师也就鲜少外出参加培训。
在访谈的８位园长中有６位园长反映存在学校

剥夺幼儿园师资的情况，学校先将在幼儿园工作业

绩突出的教师调回中小学工作，然后下拨不胜任中

小学工作的教师到幼儿园补位，更有一些学校在调

走幼儿园优秀教师后甚至不再下派教师。一位园长

曾介绍说：“在建园初期，教育局为我们安排了两名

专业的幼儿教师，这两名教师在幼儿园仅仅工作了

半年，由于业绩优秀被调到小学部工作，我们也无可

奈何。”如此周而复始下去，农村校办幼儿园真就成

为中小学“不合格”教师的收容所，幼儿园又将如何

发展？

（三）农村校办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问题

《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第二章第七条和

第十条要求，“幼 儿 园 应 有 活 动 室、盥 洗 室、儿 童 厕

所、保健室和 生 活 办 公 用 房，幼 儿 园 的 厨 房 单 独 设

置”、“城乡小学校办幼儿园应有独立院落”。其第五

章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严格执行晨检及

全日观察制度”、“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保
证流水洗手”。虽然该规定对幼儿园标准化建设的

各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据调查了解农村校办幼

儿园在 园 舍 设 施、卫 生 保 健 方 面 离 标 准 还 有 一 定

距离。

１．园舍状况有待提升

据统计分析，这２４所农村校 办 幼 儿 园 中，５４％
的幼儿园园舍来源于学校原有教室；３８％来源于新

建园舍；８％来源于厂房、居民或其他用房改建（见表

３）。农村校办幼儿园的园舍主要由学校原有教室改

建，其大多数并未与中小学分开形成独立的院落，同
时学校下拨教室又直接影响幼儿园园舍充足情况。

在这２４所 幼 儿 园 中，７９％的 幼 儿 园 有 独 立 厕 所、

６３％的幼儿 园 有 活 动 室、５８％的 幼 儿 园 有 保 健 室、

３３％的幼 儿 园 有 食 堂（见 表３）。这 些 数 据 虽 然 尚

可，但从与８位园长的访谈中却又呈现了另一番光

景，他们普遍反映虽然幼儿园在名义上有教室、活动

室、起居室、食堂保健室，但多为一室多用，如一些幼

儿园教室与活动室为同间屋子。同时园长们还表示

当下幼儿园普遍没有单独食堂一般与中小学共用，
幼儿每天的饮食内容、时间与中小学一致，这样极不

利于幼儿的成长发育。在谈及幼儿园园舍状况时一

位园长这样说，“我们园共分为大中小三个班，学校

就为我 们 划 分 了 三 间 教 室，除 了 上 课 哪 有 其 他 空

间？”。虽然农村校办幼儿园园舍设施较以往已有明

显改善，但学校为幼儿园所提供的场地尚不充足，幼
儿园园舍状况有待提升。

表３　农村校办幼儿园园舍情况

类别 数量（所） 百分比

房舍

来源

学校原有教室 １３　 ５４％
新建校舍 ９　 ３８％
厂 房、居 民 或 其 他

用房改建
２　 ８％

房舍安排

有独立厕所 １９　 ７９％
有活动室 １５　 ６３％
有保健室 １４　 ５８％
有食堂 ８　 ３３％

２．卫生、保健状况令人堪忧

在访谈的８位园长中有５位表示当前农村校办

幼儿园卫生状况堪忧，主要表现为多数农村校办幼

儿园未建盥洗室，幼儿洗手往往在一个盛满水的塑

料盆中解决而且盆中的水并不能及时更换。更有甚

者由于农村校办幼儿园教师数量短缺，教师们往往

无暇顾及幼儿饭前便后洗手问题，致使许多幼儿养

成了不良的生活卫生习惯。同时部分学校尚未为幼

儿园购买杀菌消毒设备，幼儿园无法定期对园舍、场
地、玩具、图书、毛巾等进行消毒。

在调查的２４所农村校办幼儿园中有６０％的幼

儿园表示有保健室，而访谈的８位园长中除２位表

示其园无保健室外，其余６位均表示其园保健室是

与学校共用，但保健室尚未起到应有功效。这些园

长表示农村校办幼儿园中晨检及全日观察制度普遍

未落实，一些幼儿园由于没有保健室并且保教人员

数量少致使这项工作无法开展；而一些幼儿园即使

有保健室但由于与学校共用，保健医由于工作任务

重也无法 按 规 定 开 展 这 项 工 作。就 如 一 位 园 长 所

说：“我们园虽有保健室但是与小学共用的，保健医

一学期也就到幼儿园来看个两三次，学校就睁一只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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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闭一只眼，我们的晨检、全日观察表格都是教师自

己随意填写的以备上边来检查。”农村校办幼儿园连

最日常的晨检、全日观察工作尚未做到位，更何况其

他复杂的卫生保健工作？农村校办幼儿园的卫生保

健工作令人堪忧！

四、促 进 农 村 校 办 幼 儿 园 发 展 的 改 进

建议

农村校办幼儿园是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另一种变

化形式，它将中小学纳入办园主体之中，在满足广大

农村适龄儿童受教育需求的同时又充分利用农村中

小学布局调整后闲置教育资源，实现了学校教育资

源的合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村幼儿园发

展的渠道，比较符合当前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具有

一定的推广价值。但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有许多问

题制约着农村校办幼儿园的发展，为最大限度发挥

其功能，农村校办园仍需要通过明确园长与校长的

责权关系，加强自主管理；多渠道拓展师资来源，提

升教师质量等途径；注重资源的优化统筹，加强标准

化建设。
（一）明晰责权关系，加强自主管理

当前幼儿园的财务和人事统一由中小学校长负

责管理，园长只负责幼儿园内部的具体事务，没有园

所经营的自主权与决策权，缺乏相对独立自主的发

展空间。目 前 颁 布 的 有 关 农 村 幼 儿 园 的 政 策 文 件

中，并没有规定校办园园长的权力，也没有明确园长

与校长的责权关系，这也是导致校办园园长缺乏管

理自主权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实现校办园园长自

主权的回归，完善制度规定是前提，建议相关部门在

制定政策文件时，明确校办园校长和园长的责权内

容以及园长和校长的责权关系等，使园长在行使权

力时有章可循。作为校办园法人代表的校长，应解

放思想，着眼 于 幼 儿 园 的 长 远 发 展，在 统 一 的 格 局

内，对学校与幼儿园配备两套班子、两套人马，两者

各有一套管理方案和考核细则。在校办幼儿园管理

过程中，应在经费由学校统一调配的同时，将自主办

园的权力下放到幼儿园，实行校长领导下的园长负

责制，让校办园真正拥有自主管理、自主聘任、自主

考核的权力。教育管理部门加大对校长管理幼儿园

工作业绩考核的权重，并且给予业务的规范、要求、
指导和帮助，强化督导工作，充分激发和调动校长做

好校办园工作的积极性。
（二）多渠道拓展师资来源，提升教师质量

当前农村校办幼儿园师资状况令人堪忧，农村

学校作为主 办 方 应 竭 尽 所 能 为 幼 儿 园 提 供 师 资 保

障。在委派教师时，学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调派

热爱幼教事业、专业素养较高的年轻教师下到幼儿

园工作，尽可能满足幼儿园需求。如学校无法为幼

儿园调派充足的师资，还可以通过向上级教育主管

部门寻求帮助、外聘教师、引入实习生等多种方式拓

展师资来源。学校在保证幼儿园教师的数量的同时

应注重幼儿教师的发展，学校可利用自身有益经验

帮助幼儿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在学校评奖

评优过程中给予幼儿教师一定的政策倾斜，从而调

动幼儿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学校尽可能创造条

件鼓励、支持幼儿教师外出培训，而且学校还可以发

掘、统筹、优化组合自身人、财、物、信息等现有资源

有计划的开展园本培训，通过内外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不断提升教师的质量。
（三）注重资源的优化统筹，加强标准化建设

农村学校作为幼儿园的主办方应全力推进幼儿

园标准化建设，在尽自己所能加大投入的同时，也应

注重资源的利用及优化统筹。针对农村校办幼儿园

空间不足的问题，学校可充分利用布局调整后的闲

置的房屋与土地尽可能拓展幼儿园空间，同时为避

免幼儿园与学校相互影响，确保幼儿安全学校应有

意识的采取一定措施将学校与幼儿园分开，如安置

栅栏、错开上 下 学 时 间 等，使 幼 儿 园 形 成 独 立 的 院

落。在卫生保健方面学校要加强对幼儿园的管理，
根据幼儿园实际情况制定一系规章制度，为保证其

落到实处可 将 各 项 卫 生 保 健 工 作 细 化 做 到 责 任 到

人，安排人员不定期对幼儿园进行检查以监督其执

行并定期组织安全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
以保证幼儿在园内活动的安全性。还要注重对幼儿

教师、保育员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学习，实行以老

带新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其业务知识，提高服务质

量，使全园同心协力把卫生保健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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