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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校办园：松开绳索快步赶 
 

 索长清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张泽东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 
 

  农村校办园是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另一种变化形式，它将小学纳入办园主体之中，充分利用了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空置下来的校舍，以及小学布局调整后富余的转岗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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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农村校办园大力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可

能并不影响农村校办园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从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

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来看，农村校办园仍需要通过加强科学规划与管理、明晰和尊重幼儿

园与小学各自的独立价值等途径，实现优化发展。 
  加强科学规划与自主管理 
  农村校办园中的幼儿园与小学，有着共同的发展愿景，两者在学校整体的规划发展上存在统

一性，然而，农村校办园与小学在管理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农村校办园的管理比较复

杂，它不能完全脱离学校的管理，也不能直接照搬学校管理的方式方法。 
  对此，校办园的规划与管理，既要在发展大局上与学校做好协调统一，又要在自身发展中有

适度的自主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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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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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办园园长可以在取得校长理解和支持的同时，增强自主经营的意识与能力，力求按市场经

济的规律实施内部管理。只有赋予校办园这些自主运营和发展的权力，才能摆脱学校对幼儿园管

理“统得过死”的弊病，使校办园真正走上“自我管理、自我调控、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自

主发展道路，恢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尊重园、校各自的独立价值 
  幼儿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幼儿园教育的独

立价值。与小学教育阶段相比，幼儿园教育在教育任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独特

性。 
  从幼儿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从属于不同教育机构的发展历史中也可以发现，中小学教育依赖

于社会效能论，而幼儿园教育更多地依赖于发展理论。但是，农村校办园中“幼小一体化”的管

理，容易将幼儿园简单地定位为小学的预备阶段，幼儿园教育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入小学做准备。

而且，对幼儿园教育和性质采取这种模糊态度，容易将幼儿园教育作为其后各阶段教育的附庸，

使其处于从属地位，只注重幼儿教育的近期和短暂的效果，出现“小学化”倾向。 
  幼儿园教育强调保育与教育相结合，注重教育内容的综合性与启蒙性，尤其强调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这些特征都要求农村校办园在规划管理中，对幼儿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给予充分关注，

明确幼儿园教育自身特有的使命与任务，区分和规范幼儿园与小学不同的办学行为，在尊重幼儿

园教育与小学教育各自独立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破解师资之困学校不能失责 
  面对农村校办园师资状况令人堪忧的现状，农村学校作为主办方，可利用自身资源为幼儿园

提供师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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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渠道拓展师资来源，保证幼儿教师数量。学校应结合自身师资情况及幼儿园师资需

求，尽可能地为幼儿园调派师资，也可通过其他渠道拓展幼儿师资来源。比如：积极向上级部门

反映情况，为幼儿园申请师资援助；与当地师范院校开展互帮互助活动，为幼儿园引入优秀的实

习教师；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为幼儿园外聘合格的幼儿教师⋯⋯ 
  其次，委派与培训结合，提升幼儿教师质量。学校在委派师资时，应优先选派热爱幼儿教育

工作、有幼儿教育专长的年轻教师进入幼教岗位，并通过培训提升教师质量。学校应创造条件鼓

励、支持幼儿教师外出培训，并发挥其辐射作用。同时，还应帮助幼儿园有计划地开展园本培训，

通过日常学习提升教师的水平。 
  再其次，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幼儿教师发展。为调动幼儿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自主性，学校应

利用自身经验帮助幼儿园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实行奖优罚劣、优质优酬，同时在

评奖评优过程中，对幼儿教师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提升其工作满意度，从而促进幼儿教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