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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管理

江苏省第一期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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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翠平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盐城
!

!!&""!

#

摘
!

要!以江苏省教育部门公布的学前教育发展数据为依据$对江苏省第一期,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成效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截止
!"#E

年全省幼儿园总量)省优质园数量大幅增加$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明显提高$学前教育投入大幅增长$教

师数量迅速增加$,入园难-问题得以缓解&但是仍存在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高质量)普惠性幼

儿园数量较少等问题&对第二期五年,行动计划-内容的分析表明$其总体目标着力于推进学前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公平发展$

有利于解决,入园贵-,入好园难-的问题&要使第二期五年,行动计划-目标真正实现$各级政府要在充分落实政策和措施的

同时$不断创新机制$通过机制引导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推进$从而真正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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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我国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

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

求各省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江苏省制订了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

!"##B

!"#E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计划未来五年新建

幼儿园
#E&E

所$改扩建幼儿园
#JC"

所$新创建省级

优质幼儿园
#J!"

所$新增幼儿园土地面积
#!

万亩$

新增园舍建筑面积
%C"

万平方米*

#

+

&江苏省第一期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已经收官$第二期学前教育五

年行动计划"

!"#CB!"!"

年#正在实施&笔者拟在

分析第一期行动计划实施成效的基础上$初步了解

全省第二期行动计划在
!"#C

年的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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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牛翠平%江苏省第一期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分析
'

一"研究方法

本文对江苏省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的情

况进行资料搜集$通过查阅江苏教育年鉴和搜索官

网统计信息$整理汇总出
!""J

3

!"#E

年江苏省学前

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并用
41N4-

表完成搜集数据

的统计分析&

二"第一期%行动计划&的实施成效

#一$幼儿园数量大幅增加(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明显提高

表
#

!

!""J

'

!"#E

年江苏省学前教育基本情况表"

年份
幼儿

园数
增加数

在园幼

儿"万#

增加

数"万#

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

!""J &##" B#%# #J%@!! #E@E$ JE

!"#" %J&& B#CC !"E@A# #!@&J JC

!"## &!EA %#% !#A@&J ##@A$ JC

!"#! &%J! #%E !!"@&E !@JC JC

!"#% &A!! %%" !%#@$# ##@%C JA@!

!"#& E"A! %E" !%&@#% !@%! JA@E

!"#E CAEJ #C$A !E"@A% #C@C JA@C

!!

根据教育部实施.规划纲要/,分三步走-的策

略$即第一期,行动计划-的重点是扩大学前教育资

源$让广大的学龄前儿童,有园上-

*

!

+

&江苏省在实

施第一期,行动计划-期间$全省各地加大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的力度$重点建设普惠性幼儿园$解决,入

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从表
#

可见$,行动计划-实施

后幼儿园数量和在园幼儿数量明显增加$

!"#E

年幼

儿园数为
CAEJ

所$比
!"##

年增加了
!E"!

所$实现

了五年,行动计划-制定时的目标$即,新建幼儿园

#E&E

所$改扩建幼儿园
#JC"

所-&从
!""J

年到

!"#E

年的数据来看$,行动计划-实施前的两年

"

!""J

年和
!"#"

年#幼儿园数量是负增长$而
!"##

年开始$全省幼儿园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另外$

!"#E

年江苏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经达到
JA@Ce

$

而全国的毛入园率为
AEe

*

%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C

个百分点&

#二$省优质园数量增加(学前教育质量得以

提升

除了加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江苏省提出每个

乡镇至少办好一所达省优标准的公办中心幼儿园&

从图
#

可见$省优质园数量从
!""J

年的
#E!%

所增

加到
!"#E

年的
%E"&

所&在省优质园达标建设的同

时$学前教育的质量相应得到了大幅提升&

#三$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幼儿园办学

条件显著改善

从图
!

图
%

可见$,行动计划-实施以后$江苏省

幼儿园"包括农村幼儿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

公用经费支出逐年增加&

图
#

!

!""J

'

!"#E

年江苏省省优质园数变化表

图
!

!

!"#"

'

!"#&

年江苏省幼儿园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图

图
%

!

!"#"

'

!"#&

年江苏省幼儿园

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图

图
&

!

!""J

'

!"#&

年全省幼儿园年末

固定资产情况图

从图
&

图
E

中可以看到幼儿园固定资产和校舍

面积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且从
!""J

年到
!"#&

年幼

儿园固定资产和校舍面积的增幅均达到
$"e

以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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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J

'

!"#&

年全省幼儿园年末校舍面积情况图

#四$幼儿教师数量迅速增加(教师学历合格率

达
#""e

全省各地在,行动计划-期间不断增加幼儿教师

的招聘数量以满足学前教育大力发展的需求&从图

C

可见$,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省幼儿教师数量从

!""J

年的
A#C#"

增加到
!"#E

年的
#!J#A&

$增幅达

到
&&@EAe

&

!"##

年江苏省专任幼儿教师学历合格

率已经达到
JJ@ACe

$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达

到
$J@!Ae

*

&

+

$截至
!"#E

年$专任幼儿教师学历合

格率已达
#""e

&

图
C

!

!""J

'

!"#E

年全省幼儿园专任教师人数图

三"存在问题分析

#一$学前教育资源分布存在不均衡性

学前教育资源在城乡和苏南苏北分布存在不均

衡性&从城市)县镇)农村三地的幼儿园数量变化

"图
A

#来看$

!""J

年到
!"#"

年间$三地幼儿园数量

相差不大$但是五年行动计划实施后$从
!"#"

年到

!"#&

年间$三地幼儿园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图

A

可见$城市幼儿园数量增幅最大$达到
E"@#Je

$其

次是县镇$达到
!%@AJe

$而农村幼儿园的数量出现

了递减$递减幅度达到
&A@JEe

&这与江苏城市化

发展中农村人口锐减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优质

学前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有一定关系&

苏南苏北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在学前教

育经费投入)优质园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

存在不均衡&苏南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充足$以

!"#&

年生均公用教育经费投入为例$从图
$

可见$

图
A

!

!""J

'

!"#&

年三地幼儿园数变化图

图
$

!

!"#&

年幼儿园生均公共

财政预算教育事业支出费

南通)苏州)镇江)无锡等苏南地区的经费支出明显

高于徐州)淮安)宿迁等苏北地区&当然$经费支出

的多少与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关

系$如常州虽然是苏南地区但对幼儿园的生均公用

经费支出却低于处于苏北的宿迁)盐城等地&

#二$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相对滞后性

表
!

!

!"#&

年江苏省各地市师幼比情况表

地区 在园幼儿数 教师数 师幼比

南京
#$A&"& #!CAE #i#&@A$

无锡
#E$$%" J$C" #i#C@##

扬州
JC"J! EA!# #i#C@$"

常州
##A%&$ CJA& #i#C@$%

镇江
CCJ!C %JC& #i#C@$$

泰州
#"&CE& EC"C #i#$@CA

苏州
!A%ACJ #%&%C #i!"@%A

宿迁
!"E##& J$A& #i!"@AA

淮安
#CA!%$ C##& #i!"@$$

盐城
!!A#CA #"E"A #i!#@C!

连云港
#J"JJ" $%E& #i!!@$C

徐州
%J!!#% #EAA# #i!&@$A

,五年行动计划-期间$江苏省幼儿教师数量从

!""J

年的
A#C#"

增加到
!"#E

年的
#!J#A&

$增幅达

到
&&@EAe

&但是单纯的数量增加不一定能够反映

出师资配备是否合理$必须结合师幼比状况进行分

析&从表
!

来看$全省各地的师幼比除南京以外$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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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

以上$超出教育部.幼儿园教师配置标准/

的规定$即小班
#i#"

3

#!@E

$中班
#i#!@EB#E

$大

班
#i#EB#A@E

*

E

+

&苏南地区师幼比基本在
#i!"

以下$苏北地区的师幼比均在
#i!"

以上$这说明苏

南苏北在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均衡性&全省

各地的师幼比状况反映出幼儿教师的实际数量无法

满足幼儿园数量的急速增长$公办园的,两教一保-

配置标准也只是数字上的达标$农村地区和部分民

办园教师数量少$师幼比高$尚存在一教包办现象&

除此之外$编制少)队伍杂)教师流动性大)专业

发展水平不高也是师资队伍建设中尚存在的问题&

由于新建)改扩建幼儿园数量增加$各地幼儿教师需

求缺口大$但幼儿教师的培养又有一个过程$因此$

非学前教育专业人员)小学转岗教师进入幼儿教师

队伍$这部分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加之

幼儿教师编制少$存在同工不同酬问题$导致教师队

伍流动性大$也严重影响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编制是影响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普

遍存在教师编制少的问题&江苏省在五年,行动计

划-期间不断增加幼儿教师的编制配置$并出台了相

关标准$提出,省公办幼儿园事业编制按师生比

#i#C

的比例核定$主要用于配备管理人员和骨干教

师-

*

C

+

&因此$师幼比较低的公办园教师编制相对有

保障$而师幼比较高的公办园教师编制不足$民办园

教师完全没有编制$使其专业发展受到影响&

#三$高质量"普惠性幼儿园数量较少

第一期,行动计划-实施后,入园难)入园贵-的

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然存在入好园难$

入民办园太贵的问题&公办幼儿园数量有限$大部

分优质公办园都需要找指标才能入园$名额紧张&

而民办幼儿园存在两极分化$差的幼儿园班额大)师

资队伍不合格$优质幼儿园打着特色幼儿园的旗号$

收费平均一学期一万多$普通工薪家庭难以承受&

因此$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好园进不去)差园不想

进)民办园太昂贵的现象$扩大了学前教育不公平问

题&虽然省优质园数量从
!"##

年的
!!%A

所增加到

了
!"#E

年的
%E"&

所$但增幅不大$甚至出现了

#Z!#e

负增长$普惠性民办园和优质园数量总体上

无法满足家长需求&

四"第二期%行动计划&的内容分析

#一$指导思想关注学前教育的内涵建设和公平

发展

江苏省第二期,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从注

重扩大资源转向扩大资源与内涵建设并举$从注重

解决群众急需向解决群众急需和追求入园方便公平

并举$从注重重点建设转向重点建设与全面建设并

举$从注重项目推进转向项目推进与机制构建并

举&-

*

A

+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江苏政府在第二期行动

计划期间着力于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以及解决学前教

育资源不公平问题的总体思路&

#二$主要措施着力于提供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

服务

第二期,行动计划-的主要措施包括六个方面%

加快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

设$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健全幼儿园监管体系&

*

A

+

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措施有

利于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体现了江苏学前

教育发展的公益普惠性原则&后面四点措施从不同

方面入手保障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最终实现第二期

,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到
!"!"

年全省优质幼儿

园比例达到
J"e

$全省基本建立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服务区制度$

J"e

以上幼儿在公办幼

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学$所有幼儿园均按标

准配齐配足保教人员$并符合岗位任职要求等-

*

A

+

&

五"小结与讨论

第一期,行动计划-实施后全省各地学前教育资

源迅速扩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幅增长$教师数量迅速

增加$,入园难-问题初步缓解&第二期,行动计划-

的总体目标着力于推进学前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公平

发展$有利于解决,入园贵-,入好园难-的问题&从

!"#C

年全省学前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全省各地

开始落实第二期,行动计划-$重点加强农村幼儿园

建设和省优质园创建!全面落实幼儿园法人登记制

度$全面开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

!"#C

年

上半年$各地认定公布一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并制

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各市)县选择部

分区域试行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服务区

制度!各市)县制定
!"#CB!"!"

年幼儿教师队伍建

设专项规划并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省级开展乡村幼

儿园教师助力培养$

!"#C

年对
#!""

名非学前教育

专业毕业的乡村幼儿园教师开展为期
#

年的持续性

培训*

$

+

&可见$普惠性优质幼儿园的建设$学前教育

质量的全面提高有望在第二期,行动计划-期间解

决&在第二期,行动计划-实施期间$各级政府要在

充分落实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不断创新机制$通过机

制引导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推进&省级政府要加

大对经济欠发达县)市的财政扶持力度$切实推动学

前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

)注
!

释*

"!

文中表
#B!

$图
#B$

中的主要数据来源于
!"#"

年3

!"#E

年的.江苏教育年鉴/"江苏省教育厅汇编$江苏凤

凰教育出版社出版#$部分数据搜集于江苏教育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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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的权利

为我让我的孩子在街上玩而批评我$说,让孩子到街

上玩很危险6-街上并没有很多车$但在那儿游戏似

乎抄到了那些人("

/027,7)*,

$

M

4*:(+,-N(77)+2G

N,;2(+!""J

#&-

英国"例如
X*,+U4--!""%

#和美国"

b,*;!""!

$

X0)O,N(..!""A

$

=*(:;!""A

#的游戏和游戏提供史是

把儿童游戏看做解决像青少年犯罪)健康不佳)社会

化或儿童安全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的故事&成人中

心的游乐场设计已经倾向于建立在对儿童和游戏的

错误的)工具性的理解之上$如
=*(:;

"

!""A

%

#%

#所说%

缺少的根本要素是要找出克服流行的)误导人

的看法$克服那种认为儿童自由的)自发的游戏是无

聊的和无足轻重的的看法$和克服那种认为成人结

构化的)相对干净的)不鼓励人的)标准化的干预能

满足儿童内在的户外游戏需要的看法&

英国许多针对儿童的公共政策采用的是对游戏

的工具性理解"

_4:;4*,+O])::4--!""$

#$而游戏工

作者自己的信条"

K-,

<

U(*RK*2+N2

M

-4:/N*);2+

<

H*()

M

!""E

#强调游戏内在的和自我组织的性质&如英国越

来越多的文献表明的$游戏工作者在理解成人在游戏

空间的作用时有时会遇到困难"

b)

D

04:!""#

$

Y*(U+!""%

$

Y*(U+,+OQ,

<

-(*!""$

#&然而$在协调

成人限制或指引游戏的倾向和协调不支持游戏环境

中提供补偿性空间的需要的作用是重要的&

七"小结

本文勾勒出了游戏的益处以及缺少游戏的后

果&通过本文$我们开始理解游戏是怎样与儿童的

整体权利在根本上连结在一起的&游戏不是在考虑

完其他权利以后的额外的奢侈品!它是支撑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四原则"非歧视)生存和发展)儿童

最大利益和参与#的关键的和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H2-:

"

!""A

%

%A!

#指出%

从儿童的观点看$游戏权不是局限在第
%#

条内

一小部分的额外的权利&它充分地反映了此时此地

作为儿童的权利&在整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

没有一条不推迟它对未来理由的设置而强调在当下

作为儿童的权利&所以尽管在强调游戏权的重要$

人们是在支持作为儿童的权利&

游戏在通过适应系统333快乐)情绪调节)压力

反应系统)对同伴和地方的依恋)学习和创造中具有

关键作用&这些益处来源于游戏的不确定性)自发

性和非理性$也来源于儿童的控制感&成人应该确

保儿童生活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支持他们的游戏!否

则$他们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可能会受伤害&这并不

意味着提供特殊服务$尽管在需要时要这么做&但

是确实意味着要避免将游戏视为无聊$为儿童担心

或担心儿童而限制游戏的诱惑$或避免为了更加工

具性的目的而控制或喜欢游戏的诱惑&原则是通过

支持游戏发生的条件而支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第
%#

条&

$备注)本文参考文献省略!可以登陆国际游戏

协会官网以下链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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