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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园教师幸福感调查分析
———以河南安阳市幼儿园为例

胡燕红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安阳　４５６１５０）

摘　要：通过对幼儿教师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水平一般；她们最在意家庭的

温馨、身体的健康、精神生活的充实等；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因素有家长不理解、薪酬低等；感到幸福的主要因素有幼儿的天真、

无邪、家长、领导的支持和肯定等；并且在幼儿园地域、级别、规模和发展机会、工作压力和收入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

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合理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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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主观幸福感于１９５０年开始进入人们的

研究视线，其经历了不同群体的测量、幸福感产生的

内在机制的测量、幸福感的测量方法的研究和提高

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的研究等阶段，而我国从１９８０年

起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经历了从国外量表和理

论的引进、小范围的测试和如今飞速发展的阶段。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体现的是追求人民幸福的执

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政府可通过合

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减少、消除影

响人民群众满意度的不良因素，促进人民幸福感的

不断提升。在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背景

下，在“办好学前教育”这一政府理念的指引下，我们

把目光聚焦到了幼儿教师身上。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的幸福影响着孩子们的幸福，所以，研究幼

儿教师的幸福感是势在必行的。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学前教育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河南省安阳市６所幼儿园的

教师为研究对象，对这６所幼儿园教师的幸福感进

行了调查，发放问卷１４５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３６份，

有效率为９３．７％。被试基本信息如下：

１．幼儿园地域。１３６名幼儿教师中有９人

（６．６％）工作在农村，有１６人（１１．８％）工作在乡镇，

有３５人（２５．７％）工作在县城，有７６人（５５．９％）工

作在大城市。

２．幼儿园班级。１３６名幼儿教师所在园有１０

个以下班级的有５８人（４２．６％），有１０－１４个班级

的有４７人（３４．６％），有１５个及以上班级的有３１人

（２２．８％）。

３．幼儿园性质。在公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有

６０人（４４．１％），在民办幼儿园的有５２人（３８．２％），

在合作办幼儿园的有２４人（１７．６％）。

４．幼儿园级别。在省一类幼儿园的有３３人

（２４．３％），在市一类幼儿园的有４３人（３１．６％），在

一般幼儿园的有６０人（４４．１％）。

（二）研究方法

根据调查目的，采用自编问卷，此问卷涉及幼儿

园教师所在幼儿园的地域，级别，性质，规模以及幼

儿园教师对总体幸福感水平，幸福观、感到幸福和不

幸福的原因的认识，同时，也涉及到了幼儿园教师对

发展机会，工作压力及收入满意度的看法等１２个方

面的问题。采用匿名形式作答，随机对安阳市６所

幼儿园教师进行施测并回收问卷，问卷包括封闭式

和开放式试题相结合，封闭试题由单项选择和多项

选择组成。

调查结果通过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主

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有对单项选择题统计百分比情

况，对多项选择题统计各选项出现的次数。

二、幼儿教师幸福感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幼儿教师幸福感现状

１．幼儿教师的总体幸福感

调查显示：有１８．４％（２５人）的幼儿教师总能体

验到幸福感，有４７．１％（６４人）的经常能体验到，有

３４．６％（４７人）的偶尔能体验到，还没有人认为从来

没有体验到。这一调查表明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水平

一般，并且３４．６％的偶尔能感到幸福的教师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因为她们的情绪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

的幼儿教师。

２．幼儿教师对“幸福是什么”的认识

调查显示：在幼儿教师的幸福观中，排前四名的

是温馨的家庭（７８．５％）、健康的身体（７６．３％）、有充

实的精神生活 （７４．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６０．０％），而有足够的金钱（３１．１％）和自我欲望的

满足（２０．７％）都排在了最后两位。这一结果表明，

幼儿教师的幸福感并不来自于金钱的满足，而是来

自于家庭的温馨，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生活的关照。

３．幼儿教师对“感到不幸福的原因”的认识

调查显示，幼儿教师感到不幸福的因素有家长

的不理解（５８．４％），薪酬和付出不相配（４０．８％），工

作烦琐机械（２８．８％），工作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

（２０．８％）等。这一调查表明，幼儿教师面临的最大

困惑还是与家长的关系，然后就是工资比较低和对

工作稳定性的不可控。

４．幼儿教师对“感到幸福的原因”的认识

调查显示，幼儿教师感到幸福的因素有幼儿的

天真、无邪（６６．９％），家长的支持和肯定（５６．６％），

领导的支持和肯定（４７．１％），幼儿的关心（４４．９％），

工作本身的有趣味（４１．２％）和在工作中能得到发展

（３７．５％）。从这些原因当中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对

于自己的直接评价人（幼儿、家长、领导）还是很在

意的。

５．不同地域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情况

表１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地域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农村 １ １．２２ ５ ２．３３ ２ １．１８ ０ ０ ３＞１ ３１．２４９ ８ ０．０００

乡镇 １４ １７．０７ １６ ７．４４ ２ １．１８ ０ ０ ４〉１

县城 ２４ ２９．２７ ５７ ２６．５１ ２４ １４．２ ０ ０

市以上城市 ４３ ５２．４４ １３７ ６３．７２ １４１ ８３．４４ ０ ０

合计 ８２ １００ ２１５ １００ １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由表１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地域上（农村， 乡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存在显著差异（ｐ＜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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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并且县城以上的都要高于农村。这说明幼儿

园所在地域是影响幼儿教师幸福感的因素。幼儿园

所处的地域不同，意味着幼儿园周围的环境，所拥有

的教育资源，所获得的福利待遇，专业发展的机会，

面对的家长的素质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因素也是

会影响幼儿教师的幸福感的。

６．不同级别幼儿园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情况

由表２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幼儿园级别上（

省一类，市一类，一般）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并

且省一类高于市一类和一般幼儿园，市一类高于一

般幼儿园。幼儿园级别是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幼儿园

的核定标准，不同的幼儿园等级意味着不同的收费

标准；同时也是幼儿园办园条件和办园水平的标准，

像省一类和市一类这样的幼儿园，教师收入有保证，

员工福利比较好，工作压力不是很大，并且这样的幼

儿园面对的家长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这些都会影

响到幼儿教师的幸福感。

表２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地域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省一类 ７ １１．１１ ３７ １８．３２ ６４ ３９．７５ ０ ０ １＞２ １７．１１０ ４ ０．００２

市一类 １８ ２８．５７ ８０ ３９．６０ ７４ ４５．９６ ０ ０ ２＞３

一般 ３８ ６０．３２ ８５ ４２．０８ ２３ １４．２９ ０ ０ １＞３

合计 ６３ １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 １６１ １００ ０ ０

　　７．不同规模幼儿园幼儿教师的幸福感情况

由表３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幼儿园规模上

（１０个以下，１０－１４个，１５个以上）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且幼儿园具有１０－１４个班级的大于１０个

以下的，但１０个以下与１５个以上没有差异，１０－１４

个与１５个以上也没有差异。这说明幼儿园规模比

较大，证明幼儿园办得比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幼

儿园可能会比较重视员工的福利待遇，让员工享受

到幼儿园发展的成果，让员工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规模相对越大，一般制度会比较完善，会形成

一种乐观向上的工作环境，一个彼此欣赏、互相学

习，相互帮助的工作团队，一种任人唯贤、公平公正

的工作机制，这些都能让员工快乐地工作。再次，幼

儿园的发展必然要求员工的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

这样也会为幼儿园的员工提供发展平台，使其获得

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其人生的价值，但从事后

比较发现，幼儿园规模应当适中，不能过大，也不能

过小。

表３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地域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１０个以下 ２５ ３０．４９ ９８ ４６．８９ ５３ ３１．９３ ０ ０ ２＞１ １９．２８２ ４ ０．００１

１０－１４个 ３８ ４６．３４ ７０ ３３．４９ ９７ ５８．４３ ０ ０

１５个以上 １９ ２３．１７ ４１ １９．６２ １６ ９．６４ ０ ０

合计 ８２ １００ ２０９ １００ １６６ １００ ０ ０

　　８．发展机会与幼儿教师幸福感的关系

表４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发展机会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常常能获得 １６ １９．５１ ２２ １０．８９ １９ １１．２４ ０ ０ ２＞３ １５．７７４ ８ ０．０４６

有时能获得 ２５ ３０．４９ １２７ ６２．８７ ７１ ４２．０１ ０ ０

偶尔能获得 ３５ ４２．６８ ４９ ２４．２６ ６８ ４０．２４ ０ ０

从来没获得 ６ ７．３２ ４ １．９８ １１ ６．５１ ０ ０

合计 ８２ １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 １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由表４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发展机会上（常

常能获得，有时，偶尔，从来没有）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且在有时能获得发展机会和偶尔能获得之

间存在差异，其他几个维度不显著。作为幼儿园教

师，她们需要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能力、专业情

感三个方面提升自己。实践也表明，有作为的教师

都希望自己能获得个人的专业发展，从而赢得社会

的尊重，所以能够获得发展机会就会让教师感觉很

幸福。幼儿园不仅是幼儿生活成长的地方，也是教

师发展、教师生命价值实现的场所，幼儿园承担着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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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与教师共同发展的社会责任，所以作为幼儿园的

管理者，应为幼儿教师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但也要

适量，不能过多，也不能一次也没有，尽量从各个方

面满足教师发展的需求。

９．工作压力与幼儿教师幸福感的关系

表５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工作压力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比较大 ２ ４．２６ １２ ７．２７ ３４ ２５．７６ ０ ０ １＜２ ３１．０２２ ４ ０．０００

有点大 ７ １４．８９ ８１ ４９．０９ ６１ ４６．２１ ０ ０ ２＜３

刚好 ３８ ８０．８５ ７２ ４３．６４ ３７ ２８．０３ ０ ０ １＜３

有点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７ １００ １６５ １００ １３２ １００ ０ ０

　　由表５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工作压力上（比

较大，有点大，刚好，有点少）存在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且感到压力刚好的教师幸福感比压力有点大和

比较大的要高一点。工作压力是指在工作环境中使

教师个体受到威胁的压力源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和消

除，长期、持续地作用于教师而使教师产生一系列生

理和心理反应的过程。卢长娥的研究对３０２名幼儿

教师进行了调查，其中大部分教师能感受到工作压

力，其中有重度或极重压力的有７５人（２４．９％）。
［１］

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赖芳的研究表明

幸福感和工作压力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２］

１０．收入满意度与幼儿教师幸福感的关系

表６　幼儿教师幸福感在收入满意度上的差异

总能体验到 经常能体验到 偶尔能体验到 从未体验到

ｎ ％ ｎ ％ ｎ ％ ｎ ％

事后

比较
#

２ ｄｆ ｐ

非常满意 ０ ０ ３ １．８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２７．８９９ ４ ０．０００

比较满意 ３９ ８２．９８ １０９ ６６．０６ ２７ ２１．０９ ０ ０ ２＞３

不满意 ８ １７．０２ ５３ ３２．１２ １０１ ７８．９１ ０ ０

合计 ４７ １００ １６５ １００ １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由表６可知，幼儿教师幸福感在收入满意度上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都高于不满意的，

但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没有差异。幸福是人类

永恒的追求，研究表明适度的财富会让人感到幸福。

何为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但总得来说，幸

福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总体感知，因此，决定人们是

否幸福的关键除了一定的经济水平外，还有人们是

怎么看待自己的收入的，而收入满意度就是人们对

其收入是否满足的一种主观感受。周春平的研究表

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随着收入满意度的增加而

递增。［３］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与周围人相

比，如果自己优于别人则会感到幸福。所以，人们对

收入的满意度不仅与其绝对收入水平有关，而且还

跟与其他人比较时自己所处的位置有关。

三、提高幼儿教师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一）从国家层面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所在幼儿园的级别、地

域和规模都会影响幼儿教师的幸福感，通过分析我

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背后折射的正是幼儿教育不

公平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最大的公平，幼儿教

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起点，所以，社会各界尤其是国

家都必须重视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首先，应加大

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这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种

投入应多向农村地区倾斜，多建立一些公立幼儿园。

其次，应该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多给一些编

制，当然同时要提高幼儿教师的准入门槛。最后，应

该重视教师的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使每所幼儿园

的教师都能达到教师教育标准对幼儿教师的要求。

伊斯特林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了，但人的幸福

水平不一定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

论”，［３］这也是人的一种适应性的表现。当人们的收

入刚提高的时候，可能会满足一段时间，但过一段时

间，人们又会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即对目前的收入

产生了适应性。而主观幸福感跟满足感是有密切关

系的，因此，主观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的绝对

高低，而取决于个体怎么看待收入，即个体对收入是

否满意。收入满意度高，主观幸福感强；收入满意度

低，主观幸福感弱。同时，周春平的研究也表明收入

满意度与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有关，而且后

者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比前者要大，［４］所以，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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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经济的增长，不断提高幼儿教师

的收入水平，另外，政府更应通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政策，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提高幼儿教师的收入满

意度，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二）从幼儿园层面

家庭的温馨在调查中以７８．５％的比例高居榜

首，成为影响幼儿教师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零点集团

在２００５年做过一项调查，表明女性会因为家庭幸福

而感到幸福，这一点在男性身上体现不明显。家庭

对于女性来说是幸福的来源，但俗话说，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家庭问题需要

处理，所以，在以女性教师为主的幼儿园里，管理者

更要关心教师的生活，通过谈话，走访等多种方式了

解女员工的生活状况，针对不同教师的不同需求，给

予合理地帮助，让她们能够专心地工作，快乐地工

作。这样的话，教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尽心尽力

为幼儿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整个幼儿园的工

作水平就会提高，幼儿园也会快速健康地发展。

调查结果表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生活的

充实是影响幼儿教师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精神生活

的丰富其实也包含自我价值的实现，苏霍姆林斯基

认为教师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是其从教的前提和取

得教育成效的基础。所以，丰富幼儿教师的精神生

活是势在必行的，幼儿园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

出努力：第一，给幼儿教师创造阅读的条件。高尔基

说过：“我读的书愈多，就愈亲近世界，愈明了生活的

意义，愈觉得生活的重要。”所以应该让阅读成为教

师生命的一部分，不断阅读，不断与外界进行对话，

这样教师的精神生活也会充实起来。第二，带领幼

儿教师做研究。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说过：“有研究

兴趣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

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作为一

名幼儿教师，应该不断地研究幼儿的心理，才能真正

成为教育工作的能手，也会让自己的心灵更加丰盈。

第三，帮助幼儿教师发展兴趣爱好，兴趣爱好可以丰

富幼儿教师的心灵，为生活添加滋味，使人们保持精

神上的健康。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作为幼儿教师这也应

该是她们毕生的追求。对于幼儿园来说，这里应该

成为幼儿教师发展的一个平台，根据每个人的特长

为她们提供合理的机会，让幼儿教师不断发展。对

于刚入职的新教师，她们的教学经验不足，在教育理

念和方法上还有待提高，幼儿园可以通过“老带新”、

入职培训、制定人生职业规划等方式帮助年轻教师

发展；对于青年教师，她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教学经

验，教育理念和方法基本成熟，她们可以通过骨干教

师培训、课题研究、学历提升等方式来不断提升自

己；对于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一定的课题研究能力

的专家型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对外访学、学历提升、

向幼教专家学习等方式来进一步提高自己。这样的

话，幼儿教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会干得有滋有

味，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幼儿园的不断发展。

幼儿园要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压力理念，著名

的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贝弗里奇说：“压力不一定是

坏事，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对待它。”有压力才有动

力，就像物理学的压力一样，正常的压力水平是系统

维持运转的必要条件。首先，幼儿园作为一个系统，

她的生存需要压力，她的发展依靠压力，所以，有压

力不可怕，关键要引导幼儿教师正确对待压力。其

次，要教会幼儿教师学会管理压力。著名的耶克斯

－多德森定律指出工作效率与压力呈倒Ｕ型关系，

在适度的压力下，人们可以保持最高的工作效率，而

过高的工作压力，会让人产生不适感，从而降低工作

效率。这说明幼儿教师应该正确面对压力，合理地

管理压力，让压力保持在最适度的状态，从而发挥最

大的工作效率。最后，幼儿园要学会关怀幼儿教师。

研究表明，在职业生涯中，个体受尊重和关爱的程度

越高，承受工作压力的能力就越强，感受到的工作压

力就越小。所以，幼儿园管理人员应该多关心幼儿

教师，并让全幼儿园的教职工形成互相关心的工作

关系，这样大家就能很好地借助幼儿园的支持系统

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永远保持积极高效的工作

状态。

（三）从家长和社会层面

幼儿园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幼儿的身心和谐发

展，但要想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幼儿园必须能够得

到家长的配合。因为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和家庭

是其生活的两个重要的场所，如果幼儿在这两种环

境中受到的教育是不一致的，就会减弱和抵消各自

的教育影响，甚至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幼儿园必

须重视和家长的配合。家长如果能够信任教师，能

够配合教师，甚至主动参与幼儿园的工作，那幼儿园

的教育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幼儿教师从家长的肯

定中也会收获幸福。所以，幼儿教师可以通过沟通、

互助，了解幼儿家庭教育环境，通过组织家长开放

日，亲子运动会，家长会等让家长了解幼儿在园的表

现，通过家园联系簿，入园和离园时的交流，让家长

能及时了解幼儿的表现，通过“家长老师”活动，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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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参与到幼儿的教育活动中，体会幼儿教师工作的

性质，通过家长沙龙、家长座谈会等不断地普及一些

正确的育儿观念，以更好地引导和指导家长。通过

我们的不懈努力，幼儿园的育儿工作一定会得到家

长的理解的。

以前，我们的幼儿教师称为“保姆”、慢慢地变为

“阿姨”，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正规的称呼 “幼儿

园教师”，从这一系列的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

对幼儿教师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幼儿教育这项事

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我们也依然会发现，有

一部分人对学前教育的理解是存在一定的误区的，

认为从事幼儿教师的工作是卑微的，是没有前途的，

尤其是男幼儿教师，所以，在幼儿园很少见到男幼儿

教师，但从对孩子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男幼儿教师是

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应该呼吁，这个社会，这个社

会中各阶层的群体能够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我

们的学前教育，用心欣赏一下我们的幼儿教师，从而

能够真正地认识到幼儿教师是重要的，而且是比小

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甚至大学教师更重要

的，因为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次，多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齐聚巴黎，在会上，记者问其中的一位科学

家：“您在哪所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知

识？”这位科学家出人意料的回答让人感到惊异：“幼

儿园。”他解释说：“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

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要道歉，要

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

这些。”

［参考文献］

［１］　卢长娥．幼儿教师工作压力与应付方式、社会支持的

关系［Ｊ］．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８（２）：３３．

［２］　赖芳．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３（３２）：６９．

［３］　傅红春，王锦．两种幸福悖论：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

［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７９．

［４］　周春平．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功能关系［Ｊ］．

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６）：６８６．

［责任编辑　沈正军］

（上接第９５页）

面健康和谐发展。当地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应鼓励并引导幼儿园选择具有本民族特色，同时

又贴近幼儿生活、容易被幼儿理解和接受的民族文

化资源构建园本课程体系，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引

入到保教活动之中，在教育内容与方式上体现本民

族的特点，支持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创设富有本民族

特色的教育环境，带领幼儿感受传统民族节日与风

情，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教

育活动，并在言传身教中培养幼儿具备本民族的传

统美德。［６］

四、结语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个人来说，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基

石；对于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关系着家庭和谐与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在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国家重点资助中西部学

前教育的发展，标志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获得许多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实施新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时应正视存在的问题，科学规划，落实各项政

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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