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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牛桂红$女$甘肃宕昌人$教育学硕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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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教育现状研究
!!!以甘肃省宕昌县为例

牛桂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甘肃成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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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农村贫困地区的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是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所面临的最大难点&目前$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

教育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留守幼儿群体保育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令人堪忧!农村幼儿园物理环境和卫生状

况不尽如人意$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教育教学'小学化(&为促进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与教育工作的发展$应

逐步完善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治理结构$加大对幼儿园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幼儿教师准入和职后培训制度&

关键词!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教育!甘肃省宕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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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

政策分析指出$早期教育是向终身学习的第一笔投

资$是为满足每个家庭更加广泛的经济及社会需要

的一项意义远大的政策援助&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

是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

#

,

&'儿童早期保

育和教育("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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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牛桂红%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教育现状研究

称
X̂ X̂

#指从儿童出生到就读小学一年级期间$以

各种正规)非正规或非正式的保教方式$为保障儿童

生存$促进儿童成长)发展和学习等提供的各种支持

"包括儿童健康)营养和卫生$以及认知)精神)社会)

身体和情感发展等#

+

!

,

&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是全

民教育六大目标之一$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重视&而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工

作是我国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所面临的最大难点$也

是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值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宕昌县幼儿保育和教育基本情况分析

宕"

:b*

#昌县隶属甘肃省陇南市$位于陇南市西

北部$全县辖
##

镇
#?

乡"一个藏族乡#

%%@

个行政

村&全县总人口
%#<E?

万人$农村人口
!S<E!

万人$

占总人口的
E"<BZ

&全县总土地面积
?EE<@B

万

亩$耕地面积
?%<##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S<@Z

$

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不足
#<B

亩&由于人多地少$人

地矛盾异常突出$再加上当地第二)三产业发展滞

后$劳务输出就成为当地的'铁杆庄稼()支柱产业&

!"#B

年$全县输转劳务工
#"<"S

万人次$创劳务收

入
#$<%!

亿元&劳务经济已然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

一大支柱产业&

%一&宕昌县幼儿保育现状

笔者选择了宕昌县哈达铺镇为主要研究区域$

以牛家村和大卦村两个自然村的幼儿为研究对象$

对他们的保育现状及存在问题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详

细的调查研究&

#<

哈达铺镇留守幼儿群体保育状况不容乐观

哈达铺镇位于宕昌县西北部$国道
!#!

线纵贯

全镇$距县城
%$

公里&全镇总面积
#?S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E@

万亩&全镇辖
!E

个行政村$

#!$

个

村民小组$总户数
BESB

户$总人口
%!#""

人$现有

!B!S

户贫困户$共计
#@"?"

人&

!"#B

年全镇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S?"

元$贫困人口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E?"

元&劳务收入和药材占到农民纯

收入的
$"Z

以上$打工经济依然是镇里居民的主要

经济支柱&

牛家村是位于哈达铺镇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全村有
%

个村民小组$

#E%

户$

SE"

人$总耕地面积

#""E

亩$人均耕地
#<#%

亩$农作物以中药材为主&

!"#@

年外出打工人员共有
#ES

人$其中学龄前儿童

的父母有
?!

人$占总体打工人员的
!#<!Z

&

@

岁以

下的幼儿
S?

人$其中留守幼儿
B%

人$占总体幼儿的

@%<#Z

&大卦村位于牛家村
!

公里外$全村有
#$B

户$总人口
@S?

人&

!"#@

年外出打工人员共有
#S?

人$其中学龄前儿童的父母有
%E

人$占总体打工人

员的
!#<!Z

&六岁以下的幼儿
@$

人$其中留守幼

儿
%S

人$占总体幼儿的
B@<$Z

&

调查中发现许多留守幼儿居住环境人员混杂$

治安管理较差$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农村留守幼儿

具有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但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

笔者在观察中发现许多农村留守幼儿经常饭前便后

不洗手$甚至直接用手抓饭菜)喝生水$大部分幼儿

有在家长陪同下或独自去流动摊贩上买各种零食吃

的经历&郴州市妇联的调查显示$

S@Z

的留守儿童

身体状况处于中等以下!

SEZ

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

烹调营养搭配不合理+

%

,

&

!"#!

年
B

月
%#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中国
">@

岁儿童营养发

展报告"

!"#!

#/指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问

题尤为突出$一是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

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
%>?

倍$农村贫困地区又是一

般农村的
!

倍!二是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状况亟待改

善%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约为非留守儿

童的
#<B

倍&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也表明$留守婴

儿得不到母乳喂养和科学人工喂养的情况较严重$

只有
SSZ

的留守幼儿能够打全各类预防性注射疫

苗$

##<EZ

的留守幼儿没有打全预防针&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和建花)蒋永萍)谭琳

!""E

年研究指出$全国农村留守幼儿在科学喂养)

亲子交流)预防接种和学前教育机会等生存与发展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

,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原因$农

村留守幼儿群体保育状况不容乐观&

!<

无奈的隔代教育

家长是幼儿的主要抚养者和教育者$家长在幼

儿的发展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美国费城儿童指导

中心指出%在情感方面$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六岁的时

光是最美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专

注地)全心全意地进入他们年幼的世界是非常关键

的$这样他们能够帮助幼儿尽可能地体会到一个安

全而快乐的世界+

B

,

&日本著名家庭社会学者望月2

嵩在.家庭关系学/一书中将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作用分别称为'母性原理(和'父性原理(&他认

为$'这两种原理$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协调运行$

只有这样$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

去&(

+

@

,可见$父母双方在孩子的成长中起到多么重

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农村的留守幼儿来说$与他们

成长中最主要的'有意义的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却屈

指可数$这也给留守幼儿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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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宕昌县的乡镇村庄内$大概有
E"Z

的家庭都存在

家中青壮年出外打工$孩子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等亲戚代为照看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现阶

段我国
BB>$"

岁人口未受过教育者高达
%E<$

Z

+

$

,

&由于农村留守幼儿的隔代监护人大多年龄偏

大)身体状况较差)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监护好

几个孩子&因此$祖父母在培养幼儿最基本的卫生

习惯和社会规范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更谈不上对幼

儿心理)精神)情感和社会发展的重视&

%<

令人堪忧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首先$宕昌县的农村贫困地区基本卫生服务基

础设施和条件都比较差&近几年$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与修缮$但许多农

村医疗卫生的房室设备还相当简陋&同时$乡镇卫

生院医疗设备缺乏$各乡镇卫生院除少数中心卫生

院自购救护车外$均无救护车$危急病人转运困难$

因无救护车抢救不及时而丧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其次$医疗卫生队伍素质差$服务能力弱&从学

历结构来看$乡镇卫生院一级基本上是中专生当家$

且业务水平高一些的医生往往会被县级医院调走$

使原来能够开展的工作陷于停顿&大部分农村医生

没有经过正规高等院校学习$业务素质不高$即使有

的经过了在职培训学习$但由于农村医疗条件缺乏$

硬件设备落后$专业水平也很难发挥出来&目前农

村医生看病还只是停留在看些诸如感冒)腹泻之类

的小病上&截止现在$许多卫生院至今没有儿科医

生$幼儿患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例如拥有近
%

万人口的哈达铺镇辖区内虽然有卫生院"所#

%

个$

拥有
?"

多名医护人员$但没有一位儿科医生&

%二&宕昌县幼儿教育现状

截止
!"#B

年年底$宕昌县实现了乡镇中心幼儿

园全覆盖$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完成为
$$<#?Z

&

经过一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农村地区

幼儿园"班#发展迅速$但质量普遍偏低$农村幼儿园

的环境条件和保教质量仍旧远远低于城市$甚至十

分恶劣$难以满足农村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S

,

&

为了深入了解当前农村贫困地区幼儿园质量的详实

状况$

!"#@

年
?

月$本研究对宕昌县阿坞乡)南河

乡)哈达铺镇)理川镇
?

个乡镇的
#@

个幼儿园进行

了调查&

#<

幼儿园物理环境和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纲要/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

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幼儿

园环境是指'幼儿本身以外的)影响幼儿发展或者受

幼儿发展所影响的幼儿园中的一切外部条件和事

件$(

+

E

,包括物理环境和心理社会环境两部分&其中

物理环境指幼儿园整体建筑环境"房舍)户外场地)

走廊)围墙等#和班级环境"墙面环境)窗面环境)区

域环境和生活类环境#&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农村

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活动室人均面积)班级的采

光)厕所设备与卫生等都普遍很差&从幼儿园的户

外活动场地面积来看$没有户外活动场地和户外活

动场地人均不足
?6

!的幼儿园有
E

个$占总数的

B"Z

以上&从室内活动室面积来看$活动室面积小

于
B"6

!和人均活动室面积不足
!6

!的占到绝大多

数&从采光条件来看$基本没有采光和基本不合格

的占到
@%Z

&从厕所的设置和基本设备来看$不合

适的占
$"Z

以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通风设施差)

盥洗设备过于简单)地面脏而且有刺鼻的气味)不适

合幼儿使用等&从卫生保健设施设备来看$多数幼

儿园的卫生保健设施设备相对比较完善$但也还有

少数园的卫生保健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如
??Z

的

园没有降温及取暖设备!

$BZ

的园没有隔离室"床#$

B@Z

的幼儿园未认真执行消毒隔离)晨检和全日观

察制度$有些幼儿园甚至没有有效的卫生保健合格

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可见$农村幼儿园的物理环

境和卫生保健水平与城市幼儿园之间依然存在很大

的差距&

!<

幼儿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中提出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

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最大的

瓶颈在于师资&农村学前教育教师数量不足是一个

全国性的问题&教育部
!""@

年统计$我国幼儿园的

师幼比平均为
#c%"<!

$其中农村幼儿园为
#c%@<

#

$

!""$

年$城市学前教育机构师生比为
#cE<!

$而

农村学前教育机构的师生比则高达
#c%!<B

+

#"

,

$严

重超出了国家规定的全日制幼儿园的规定
#c$>S

的师生比&宕昌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学前教

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学前教育存在幼师数量

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笔者通过

走访发现$大多数民办幼儿园以营利为目的$为了追

求经济利益$节约办园成本$从而减少保教人员的数

量$扩大班级数额$实行包班制$保育和教育全都由

一个人负责&同时$由于从事幼儿教育的教师文化

素质)专业素质都比较差$农村幼儿一方面因入园机

会缺失)家长素质不高造成启蒙教育滞后!另一方面

却因农村幼儿园办园不规范而接受不规范的启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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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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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牛桂红%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教育现状研究

教育+

##

,

&

%<

幼儿园教育教学$小学化%

幼儿教育'小学化(是指幼儿园将小学的办学理

念)管理模式)教育规范)教学方法及评价模式等渗

透或直接运用于幼儿教育实践中$并使之常规化)教

学化)状态化$进而普遍化)趋势化的教育现象+

#!

,

&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前农村幼儿教育小学化主要

体现在班级规模小学化)课程模式小学化)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小学化)一日活动安排小学化)组织形式

与教学要求小学化等等&法国学者卢梭说过%'大自

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

们打乱了这个秩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

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我们造就的

只是一些老态龙钟的儿童(&'国十条(指出%遵循幼

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个体差异$坚

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幼

儿健康成长&所以$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实际发展水

平$在孩子尚未成熟以前$要耐心地等待$不违背孩

子发展的自然规律$不违背孩子发展的内在'时间

表($'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二"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和教育

事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逐步完善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治理结构

首先$由于幼儿保育工作涉及卫生)财政)教育)

民政)妇联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既要有明确的分

工$也要防止相互扯皮&由于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赋予教育行政部门更多的人事

权和财权$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其他部门配合&笔

者在调查中也注意到农村贫困地区幼儿保育范围尚

不够清晰$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显得不够&

其次$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幼儿保育和教育

的投入$充分发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适时调

整教育经费的投资方向$适当向幼儿保育和教育倾

斜$确保农村幼儿保育和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增长&

在县)乡财政预算中$要对农村幼儿保育和教育经费

单独列项$做到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挤占

和挪用&同时$从
!"#@

年
%

月开始$甘肃省将成为

学前教育免费第一省$全省约
$"

万适龄儿童将享受

到免费的学前教育&因此$要紧紧抓住这一发展机

遇$让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实实在在地惠及农村

幼儿&

%二&大力新建或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加大对民

办园的规范管理

举办公办幼儿园是国家干预和主导幼儿教育市

场)平抑幼儿教育价格)维护公众利益以及维持幼儿

教育公平的基本措施&

+

#%

,因此$基于农村地区的实

际情况$当地政府应以新建乡镇中心园为重点$逐步

形成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符合国家基本办园条件的

乡镇中心幼儿园$以促进乡镇中心幼儿园发挥对其

它农村幼儿园管理)教研)培训的指导和辐射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

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

近年来$民办幼儿园数量上升非常快$已占据了学前

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是$大多数民办园存在办园条件差)师

资力量薄弱等问题&所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把

幼儿教育当作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列入议事日程$

把民办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到当地教育事业统

筹规划中$逐步落实'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

导)依法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对民办幼儿园$一是

要出台优惠政策$帮助其创造发展条件$如给予土地

使用上的支持$资金筹措上的帮助$减免有关税费

等$以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投身于民办幼儿教育&

随着甘肃省第一)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圆

满完成$'入园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但让每一个

幼儿'入好园(依旧是今后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

和难点&

%三&严格规范幼儿教师准入制度(提高职后培

训效果

农村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当地幼儿教育的质量&农村贫困地区幼儿园

普遍缺乏合格的师资队伍$成为当前农村学前教育

发展的一大障碍&首先$农村幼儿教师行业的准入

门槛较低$幼儿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其次$农村

幼儿园教师队伍流动频繁$教师流失率很高$直接造

成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对幼儿身心的健康发

展和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农村贫困地区的幼儿教师迫切需要专业化的引导和

有效的职后培训&近年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的出台$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了培养)准入)考核)评估

以及自我发展的总体依据$同时也为幼儿教师的自

我持续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要提高农村贫困地区

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除了从职业入口关下手之外$

针对在职教师$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搞好专业引领

和培训&首先$在培训机会上要适当向农村贫困地

区幼儿教师倾斜$不要让农村贫困地区成为幼儿教

师培训的盲区&其次$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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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以往的农村幼儿教师培训中$教师对培训的

认可度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培训内容上存在重

知识)轻实践能力)针对性不强)培训过于理论化等

问题+

#?

,

&所以$要切实有效地提升农村幼儿教师培

训质量$可以通过培养一批示范性幼儿园)幼儿园园

长和骨干教师$发挥其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引领作

用+

#B

,

$为提升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提供

有效的支持&

总之$农村贫困地区幼儿的保育和教育工作是

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提高农村幼儿保教工

作水平也是目前农村学前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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