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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教师的教育权是其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法律保障"幼儿教师教育权保障将促进幼儿$幼儿教师以及我国幼

教事业的发展%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主要从幼儿教师教育权的价值入手"分析幼儿教师教育权失范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学期教育立法$明确幼儿教师法律身份及地位$拓宽并完善幼儿教师教育权法律救济途径$提升幼儿教师法律素

养这四点规范幼儿教师教育权的路径构建"以期对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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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幼儿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

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也显得日益重要"幼儿教师的教

育权是促进幼儿教育顺利开展的强有力的保障"那

么到底什么是幼儿教师的教育权呢1 幼儿教师教育

权的规范对幼儿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1

幼儿教师教育权的实际现状如何$存在的问题以及

如何构建规范的幼儿教师教育权等都是本文将要探

究的问题%

一"幼儿教师教育权的概念界定

)教师法*指出#+教师的职责就是进行教育教

学"他们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

-

#

.幼儿

园教师作为教师的一种"其教育权是指幼儿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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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及其他专业性活动中

所享有的一切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教师法*

对教师的基本权利作了专门的要求和概述"然而教

师的教育权与教师的基本权利不可同日而语"他们

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根据幼儿教育的对象在其

年龄和身心发展方面的特殊性"幼儿教师的教育权

可概括为教育教学权$指导幼儿权$评价幼儿权$管

理幼儿权等%

二"幼儿教师教育权规范的重要价值

幼儿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幼儿

教师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与的教育权"幼儿教师教育

权的规范不仅是对幼儿教师自身更是对幼儿以及我

国幼教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现从以

下三方面对其价值进行详细论述%

#一$有利于幼儿教师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幼

儿教师专业化发展

首先"幼儿教师的教育权是幼儿教师进行幼儿

教育的基本法律保障和依据"只有在这个权利的条

件下幼儿教师才能对幼儿开展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活

动"才能成为一名合法的专职人员"否则幼儿教师将

无权对幼儿进行教育教学$指导和评价%此外"幼儿

教师拥有了教育权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才

能"才能够根据五大领域选择适宜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的教学内容和适合幼儿的教学方法%最后"正是

因为幼儿教师有了教育权"才能根据幼儿年龄特点

和其身心发展规律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进行

创新"通过不断的改善和提升"最终将有利于促进其

自身专业化的发展%

#二$有利于保障幼儿的受教育权*促进幼儿身

心全面和谐发展

幼儿教师的教育权和幼儿的受教育权息息相

关"幼儿教师的教育权是以幼儿的受教育权为基础%

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的主导"只有当幼儿教师的教

育权规范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幼儿的受教育权才能

得以保证"否则一切皆是纸上谈兵%因此"幼儿教师

的教育权和幼儿的受教育权是互为依存"二者缺一

不可%

-

!

.如此一来"幼儿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管

是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内容还是在教学方式方法的

选择上将会从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发展规律以及

幼儿的接收能力方面出发%此外"幼儿教师就会尊

重幼儿$爱护幼儿$避免虐待$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三$有利于提升幼儿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幼教

事业的发展

幼儿教师是我国幼儿教育的主体力量"是实施

保教结合的重要执行人员"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与幼儿教师规范的教育权息息相关%幼儿教师的教

育权的是否规范会对幼儿教师的生活$精神以及心

理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教师的教

学情绪和态度"从而不利于幼儿教育的健康$正常的

发展-

&

.

%但是当幼儿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教育权得

到保障时"幼儿教师能够增强自身的自信心"就会热

爱幼儿教育"不断的钻研和探索"将自身的专业能淋

漓尽致的发挥在幼教事业上"致力于幼儿教育事业

的发展上%

三"幼儿教师教育权失范及案例

幼儿教师的教育权包括教育教学权$指导幼儿

权$评价幼儿权$管理幼儿权等"规范的幼儿教师教

育权既可以促进幼儿教师自身专业的成长又能促进

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幼儿教

师教育权的行使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一$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及其失范案例

#@

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权的内涵

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与教育教学权不可同日而

语"其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幼儿教师教育权最基

本的权力-

#

.

"指幼儿教师拥有开发课程"对幼儿园的

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进行改革$创新的权利%幼儿

教师的教育教学权有两个层次#首先"幼儿教师有权

依照幼儿发展的总目标来确定教学的内容$进度"并

可以开发新游戏!其次"幼儿教师有权对教育教学的

形式$方法和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虽

然幼儿教师具有这两方面的权力"但由于利用不当"

导致了教育教学权的失范%

!@

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权失范案例

在户外游戏活动中"刘老师为了使活动变得新

奇有趣"就开展了临时编排的+叠罗汉,游戏活动%

在玩游戏之前"刘老师并没有告诉幼儿游戏规则"就

只是把小朋友们分成了三个组"每个组选一个身高

最高"体型最大的幼儿担任最底下的罗汉"让其余的

小朋友一个一个叠上去%刚开始幼儿们玩得不亦乐

乎"但后来由于秩序混乱"所有的小朋友都压在了一

个身形较胖的幼儿身上"结果可想而知%幼儿教师

虽有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幼儿身心发展的规

律以及安全"但不能随意大胆的开展新奇的游戏活

动"否则将会导致损害幼儿身心发展以及出现及其

严重的教学安全事故%

#二$幼儿教师的指导权及其失范案例

#@

幼儿教师指导权的内涵

对于幼儿教育"幼儿教师是具有专业素质和专

业技能的主导力量"其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来对幼儿进行教育和指导%幼儿教师的指导权是指

幼儿教师有权制定班级常规和抓住教育契机对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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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幼儿园教师教育权失范及规范路径构建

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的权力-

%

.

%幼儿教师的指导

权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开展活动的过程

中"幼儿教师有权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状

况和个体发展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幼儿的游戏

活动$绘画活动以及规则意识方面等给予指导%第

二是幼儿教师根据自己制定或者与幼儿共同商讨制

定的规则"当幼儿违反规则时"有权对幼儿进行适当

的批评指导%

!@

幼儿教师指导权失范的案例

在室内绘画活动中"孙老师引导小朋友们画画

时"

=

小朋友用完一只油画棒后"想把它放回盒子

里%油画棒还没放进盒子里"旁边的琪琪伸手去拿

他刚要放的那只"

=

小朋友嘴里说不要动"琪琪没

有说话"手继续去拿
=

小朋友手压着的油画棒%这

时孙老师看见了就认为是琪琪要抢油画棒"不遵守

规则"便将琪琪叫上讲台"狠狠的批判了琪琪"并让

他坐+羞辱凳,"使得全班小朋友都羞辱$嘲笑琪琪%

事后了解才知道琪琪是想帮
=

小朋友把油画棒放

回盒子里"不料却被孙老师误解%孙老师这种行为

是不正确的"是其指导权的失范"她没有弄清前因后

果就开始对幼儿进行指导"就开始批评$惩罚幼儿%

#三$幼儿教师评价权及其失范案例

#@

幼儿教师评价权的内涵

幼儿教师的评价权是指幼儿教师可以根据幼儿

在园表现对其进行客观$公平公正的评定的权力-

%

.

%

幼儿教师的评价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幼儿

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规则掌握$语言发展$动作行为的

发展情况等对幼儿进行客观$公正$独立的评价%第

二是在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中"幼儿教师有权根据

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和幼儿德$智$体$美各方面的表

现对幼儿的学习及生活做出评价"根据幼儿的特殊

性"应给予更多积极$肯定的评价%

!@

幼儿教师评价权失范案例

在每周的+本周之星,评选活动中"

]

小朋友每

次都会被李老师选中"不管
]

小朋友如何调皮捣

蛋"李老师对其都赞不绝口"特别是当其父母的面%

了解得知
]

小朋友的爸爸是当地教育局的局长"家

庭条件富裕"所以李老师每次都会特别关照
]

小朋

友%当
]

小朋友犯错时"李老师都会对其加以包容

和谅解"还让
]

小朋友当班上的小小管理员%而对

于班上的其他小朋友"只要稍有错误李老师就会对

其进行批评教育"还会给他们贴上不同的 +标签,%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李老师评价权的失范"对于官二

代或富二代"李老师就会对孩子的评价很好"对于家

庭条件一般的孩子"就会给孩子贴标签"这样的行为

会使幼儿更加的自卑和胆小"甚至对幼儿造成不同

程度的心理伤害%

四"幼儿教师教育权失范的原因

幼儿教师教育权的失范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

的"而是由众多原因导致的%

#一$无专门保障幼儿教师教育权的法律法规

!"##

年"我国迎来了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全

国各地大力兴办幼儿园和培养幼儿教师"学前教育

也因此深受人们的重视%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专

门为学前教育立法"并没有专门保障幼儿教师教育

权的法律法规"也不明确规定幼儿教师拥有哪些教

育权等%目前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也只能够从)教师

法*里规定的教师的基本权利中归纳出来%但是幼

儿教育的对象是
&BI

岁的幼儿"其拥有年龄和身心

发展方面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不

能与其他阶段教师的教育权同出一辙"如中小学教

师拥有惩罚权"若运用到幼儿的身上"那势必会造成

虐童事件%国家应该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出台专

门的针对幼儿教师教育权的法律法规%所以"幼儿

教师教育权的失范"国家学前教育立法不完善难辞

其咎%

#二$幼儿教师法律身份不明确和法律地位低下

我国幼儿教育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其发展在文

革时遭到了重创"进入低谷时期%虽然)教师法*规

定幼儿教师要拥有幼儿园教师资格的专业人员才能

担任"但是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

的评价很低并根深蒂固"民众认为幼儿教育就是玩"

幼儿教师是保姆"只管照顾孩子的吃$喝$玩$乐%更

有甚者认为"幼儿教师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任何专业

素养%近年来幼儿教师的学历水平不断提高"但是

唯一不变的是幼儿教师的法律身份和法律地位依然

低下%由于职业的歧视和法律地位低下"很多幼儿

教师心理不平衡"在面对幼儿时就没有用自己的专

业水准去对待"导致一系列的虐童事件发生%

#三$幼儿教师教育权法律救济渠道单一且不

完善

+没有救助就没有权利,"这句历史悠久的英国

格言表明了法律援助对保护幼儿教师教育权的重要

意义%

-

G

.若幼儿教师有了教育权却没有法律救济渠

道的话"那么教育权的保障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

际%)教师法*里提出当教师的权力受到侵犯时"可

以提起申诉"但是申诉的途径$方法和程序不明且显

得笼统不具操作性%因此"当幼儿教师权力受到侵

犯时他们也求救无门"只能够忍气吞声"无法保障自

己的合法权益%

#四$幼儿教师法律素养有待提升

)教师法*规定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在对幼

儿教师进行招考甚至是教师资格证考试时"更多的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只是对幼儿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行考

查"这仅仅是对幼儿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的职业

要求而已%大部分幼儿教师虽然具备了作为幼教专

业人员的条件"但是她们并不了解我国的教育法规"

甚至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幼儿园工作规程*$

)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文件"他们不清楚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因此"当他们的权利被侵犯时"也不能用法

律去保护自己%这说明幼儿教师的法律素养较低"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法律的个体"有属于自己的

法律身份"以及所拥有的义务和权力%

五"规范幼儿教师教育权的路径构建

幼儿教师的教育权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以及

幼儿教师进行更好的教育教学有着重要作用"幼儿

教师教育权的失范证明了幼儿教师教育权还不规

范%要规范幼儿教师的教育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一$完善-学前教育.立法*使幼儿教师的权力

-有法可依.

学前教育的对象具有特殊性"相应的学前教育

的内容$方式方法$从教人员的选择以及幼儿教师教

育权等都应具有特殊性%因此"国家应该专门为学

前教育立法"充分保障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使他们真

正成为教育的主导者"真正成为教育的合法实施者%

只有为学前教育单独立法"才能够更加具体$完善的

保障幼儿教师的教育权以及幼儿的受教育权"才能

够更加具体详细的将学前教育的各方面通过法律的

形式制定"才能使幼儿教师合法$合理$积极的履行

其职责%学前教育立法应具体包括#&

#

'关于幼儿教

师是否有权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开展游戏活动!&

!

'

关于幼儿教师使用的教玩具和教学方法"是否可以

采用新颖的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等!&

&

'关于评

价幼儿"幼儿教师是否可以凭借其教育权根据幼儿

的表现评价幼儿!&

%

'关于管理幼儿"幼儿教师在教

育活动中面对不遵守规则的幼儿"教师是否该对其

进行批评指导等%

#二$明确幼儿教师的法律身份及地位

幼儿教师相对于其他阶段的教师而言"其身份

地位较卑微"因此这常常成为幼儿教师职业自尊心

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幼儿教育虽未被纳入义务教

育的范畴"但是"它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全民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幼儿

教师是具备幼儿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的核心

人员"是推动我国幼儿教育朝国际化$科学化$专业

化道路发展的中流砥柱%明确幼儿教师的法律身份

以及法律地位"有利于改变传统的民众观念"增强幼

儿教师的职业自信心和自尊心"获得幼儿家长的支

持"做好家园合作%要真正的使中国学前教育的发

展跨上一个新台阶"那就必须明确幼儿教师的法律

身份和法律地位"让幼儿教师明确自己的权力及

义务%

#三$拓宽并完善幼儿教师教育权的救济渠道

法律救助渠道不畅$形式单一是幼儿教师教育

权不能得到保证的一个重要因素-

I

.

%)教师法*提出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教师其正当利益且判决

不公的"教师可以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由此可知"这一渠道单一且狭窄"应拓宽救济的渠

道%如当幼儿教师的权力受到侵犯时"其可以向当

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述"若申诉还不能解决问题"

幼儿教师还可以进一步提起行政复议"若对于行政

复议的处理还不满意"幼儿教师还可以提起行政讼

诉%此外"对于提起申诉的案件类型$方式方法$程

序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应该逐渐的完善"使其具体可

操作化"切实发挥其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四$强化幼儿教师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幼儿教师首先是一个专业人员"其次也是一个

具有法律意识的人"幼儿教师必须知法$懂法$用法%

首先"为了提升幼儿教师的法律素养应在招聘时应

对幼儿教师法律权力和义务以及学前教育相关法规

进行考核"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法律身份%其次"每个

幼儿园应该配备一名法律顾问"这样就可以给幼儿

教师进行法律指导"促进他们知法$守法$用法%幼

儿教师的法律素养的提升"有利于他们清楚自身的

教育权力"能够自主的组织教学活动$创新教学理

念%同时他们也应明白他们的教育权是有一定限制

的"并不是无条件扩大的"他们的教育权是建立在幼

儿受教育权的基础上"因此他们首先必须保障幼儿

的受教育权"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等"真正做到知

法$懂法$用法%因此"在幼儿教师招考时对其法律

知识的考核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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