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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的教育实践对其他根据地&及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保育院通

过开展思想教育*机制改革*保教队伍建设*因地制宜的课程实践等措施促进保教结合(新时期&要正确认识边区"保教合一#

教育实践的时代意义&全面把握落实"保教合一#教育实施的系统性&全面加强保教队伍的思想建设&进一步推进岗位合理分

工&逐步取消保育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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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毛泽东在评价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

时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

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

#

,作为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试验

区#&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项建

设对其他根据地&及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产生深远

影响(本文对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的

教育实践进行总结分析&以期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陕

甘宁边区发展儿童保育的工作情况&并对其现实意

义进行探究(

一"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历史沿革

#$%C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陕甘宁边区许

多的革命志士为了革命事业抛家弃子&到前线抗日(

为了使他们能安心抗战&培养新中国的后代&陕甘宁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成立边区政府托儿

所&开始了边区的保育事业(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国

家后代&

#$%A

年
%

月&由各方妇女界发起&在武汉成

立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陕甘宁边区妇女界及热心

保育事业人士&于
C

月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

边区分会(边区保育分会成立后积极筹备创设保育

院&以边区政府托儿所为基础&经改组*整顿*扩充后

于
#$%A

年
#"

月
!

日&正式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

儿童保育院(保育院行政由边区政府领导&业务由

边区保教分会领导(毛泽东为保育院题词"好好的

保育儿童#(

#$%A

年
##

月
#"

日&由于敌机轰炸&为了儿童

安全&保育院迁移至安塞小草峪(为了满足扩充儿

童的需要&由边区政府中央妇委捐款&在延安北门外

李家洼新建
&"

孔石窑和
%"

余孔土窑(新院落成

后&保育院于
#$H"

年
$

月迁入延安新址(

#$H#

年
A

月&女大托儿所*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大

批的知识分子妇女充实到保育队伍中&组织机构也

进行了大的调整&保育院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H&

年
G

月&在抗战总反攻前夕&边区政府成立了

"第二保育院#后&将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改称为陕

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

#$HG

年
##

月&胡宗南部队

进攻延安&边区环境紧张&保育院迁到瓦窑堡&分散

安置在几个村庄里(

#$HC

年
%

月&形势愈来愈紧

张&保育院经绥德向东迁移&后转移至河东山西临县

王家沟(延安收复后&于
#$HA

年
$

月迁回原址(

#$H$

年
##

月
#

日保育院迁至西安(

#$&"

年底&改

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

导(

#$&&

年
G

月迁至西安市建西街&同年
##

月改

名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由西安市教育局领导(

本文所指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自
#$%A

年

#"

月成立至
#$H$

年
##

月迁至西安前的保教工作

实践(

二"'保教合一(的实践探索

为了"好好的保育儿童#&本着"一切为孩子#的

办院宗旨&保育院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保教合一#的实践探索(保育院初期以解放

妇女和保育儿童为初衷&主要任务在保育(后来保

育院提出"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

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体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

性&增进儿童智识训练&手脑并用&使成为未来中国

健全的主人公#

+

!

,的教育方针&儿童保健与教育成为

保育工作的中心工作("保育工作的两个工作重点&

那就是儿童保健与儿童教育(因为我们保育儿童&

并不是养一群肥胖的不懂事的小山羊&而要训练为

手脑并用*聪明活泼的新中国的小主人(因此不仅

要求我们注意儿童健康的正常发育&也要求我们注

意其心理健康的正常发育&使儿童在智慧领域里得

到充分扩展之机会(#

+

%

,要实现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

目标&必须将教育与保育工作紧密结合(但是在实

际的工作中&保教脱节情况十分严重&保教人员对保

教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

选用标准不同&"教师不问生活&保姆不关心教育#&

在孩子的习惯养成上&保姆一套&教员一套&使孩子

无所适从&保育工作目标难以有效达成(

为了解决保教脱节的问题&保育院探索多种途

径促进保教结合(

第一&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工作人员对"保教合

一#意义的认识(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使工作人员明

确保育工作一项重要的革命事业&保育儿童就是培

养后备力量&以奠定新中国的基石&通过教育使工作

人员能安心工作&提高通过学习提升水平的动力(

"

#$HC

*

#$HA

年保育院提出4变全体保姆为教员&大

家都来教育孩子/的口号(经过试验&成绩很好(#

+

H

,

第二&建立健全机制&推进保教合一(保育院在

#$H%

年
$

月进行了机构调整&将保育和教育二科合

为保教科&保姆和教员在儿童的生活和教育上具体

分工*共同负责(保育员的主要任务是从儿童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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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保证儿童的健康(幼稚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从

教育中养成儿童生活的良好习惯&并发展其心智(

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保育员要保证儿童的健康&就必

须懂得如何矫正儿童的不良生活习惯&就需要幼稚

教师的帮助(幼稚教师要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就必须了解儿童不良习惯所在&需要保育员的

帮助(

#$H&

年春季&试行班主任负责制&每班设班

主任一人&领导教育干事和生活干事&对全班工作做

全盘的领导&并将领导幼稚教育的重点由科上转移

到班上(试行半年后&工作效率仍不高&因此恢复了

原来的班长制&撤销了生活干事和教育干事的职位(

在保教科的领导上&增添了一个教育干事&负责联系

上的工作&既负责教育工作&又负责保育工作&这样

执行的结果&有效克服了保教脱离的现象(

+

%

,与此同

时&保育院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细则&用制度保障保教

合一(设置合二为一的保教科后&保教科可以直接

领导*调配保育员和教员&将二者的工作有机协调起

来(同时&将保育员和幼稚教员的职责进行了划分&

形成二者的合作机制(如在幼稚教员职责中&要"协

助保育员维持秩序#"注意保育员教育儿童的方法&

随时指导他们对儿童教育适当的处理方法#!保育员

则要帮助教员维持秩序&引导儿童游戏等(

+

&

,教员和

保姆之间&实行"对象制#$即一个教员对五个保姆%&

教员同自己所对的保姆对孩子的生活教育*清洁卫

生及一切习惯的改正&共同负责(教员对其所对象

的保姆在文化上的帮助*政治上的提高*生活上的关

照&更是直接负责(

第三&加强保教人员队伍建设&保障保教合一(

首先&通过多种形式的培养&提高保教队伍业务素

质(保育院成立初期&全院职工组织了俱乐部&职工

一切教育工作通过俱乐部进行&由保育分会宣传科

领导(按工作同志的文化水准及工作时间&将全体

分为三组&每组提出不同的任务("甲组完全自己看

书&经常有系统的讨论研究各种问题(乙组由甲组

同志负责指导看浅近的书和讨论各种问题(丙组则

按时听课&由甲组或院外同志负责教授&每星期上三

个钟头的课(此外还有唱歌*时事报告等在内(课

程有国语*算术*常识*卫生及保育法等(#

+

G

,保育院

在
#$H%

年前后实行"八小时工作*三小时生产*两小

时学习#的制度&学习分高级*低级两组(保教科高

级组学习内容包括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保教常识

和幼稚教育&同时配合实际&开会讨论%!保教科低级

组主要学习文化业务课$采取文化与业务统一的学

习制%*技术课$学习教导孩子一般的技能如叠纸*编

物*算数等%和每周一次的时事报告$有时开时事讨

论会等%(为了鼓励学习&保育院组织一年两次的期

考&成绩优良的给予物质奖励(同时&把学习看成与

工作*生产同等重要的事情(通过学习&提高了工作

人员的文化业务和政治水平&消灭了文盲(

+

C

,

通过定期的班务会议*检查&开展相互批评的方

式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在教育过程中&讲究方式

方法(对保姆的培养提出"因保姆多是家庭妇女或

是农村出来的农妇&故多采用个别谈话方式&诱导其

思想&绝对禁止强迫与命令#(

+

A

,在教育过程中&结合

培训目标要求&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加强实践技能

的培训与指导(

除了在工作中的业务学习外&保育员的教育还

有其他方式'脱产的系统培训&一般为两三周!结合

工作需要&教与做交错进行&带有即学即用的性质&

如孩子患某种疾病&便在保育员护理孩子时授以必

要的技术&再如幼稚教师先将幼稚课程如唱*游戏或

单元课程或矫正儿童不良习惯的方法等教给保育

员&再由保育员教儿童!由卫生部门或保育委员会举

办保育训练班&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内容包括文化*

政治*卫生*儿童心理*保育常识和保育工作经验(

方法包括课堂教学与参观*实习等(

+

$

,保育院自

#$%A

年至
#$HG

年&前后八年时间共培养至少
&""

名以上的保育人才+

%

,

&为提高保教工作质量提供了

人力保障(

其次&通过提高保教人员的地位&提升其工作积

极性(通过提高保教人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逐

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提升保教人员

工作积极性(农村妇女在业务知识和能力提高到一

定程度时&可以提升为保育班长*幼稚教师或护理

员&或派出进修学习(考核优秀者可以评为模范工

作者(同时&提高保育员的思想认识&给予保育员听

政治报告及入党校学习的机会&参加模范工作者选

举和妇女座谈会等&提高其政治待遇(在物质待遇

方面&为保教人员提供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保育院

成立初期&人员津贴为&"院长三元&科长二元半&保

姆指导员三元半&保姆三元&杂务工作人员一元至二

元#

+

G

,与当时"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津贴
&

元&各

县县长每月津贴
!

元
&

角&每天粮食
#@!&

斤&菜钱

H

分#

+

#"

,相比&保教人员待遇是不低的&且保姆的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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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比一般工作人员优厚(及至延安各机关工作人员

取消津贴制度&保姆仍享受被服和伙食方面的福利&

在津贴方面&以工作年限长短规定&服务于保育院十

年以上的&最高标准为每年一石小米(这样&保姆的

生活还是比较可以的(

+

##

,另外&通过丰富生活&组织

娱乐活动等&极大地鼓舞了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使其

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第四&通过因地制宜的课程实践&实现教育与生

活的紧密结合(保育院坚持儿童教育主要是生活教

育的理念&注重在生活中培养儿童的优秀品质&提高

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根

据现实的条件对儿童进行教育&不论儿童生活在何

种环境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听到*见到的&全是教育

的内容!通过鼓励和表扬*培养模范儿童*自己管理

自己*比赛等形式&促进孩子的成长(

在具体课程内容和教育方法上&

#$%$

年前试行

"不采取课程限制的兴趣教育#(因为没有系统性&

计划性&

#$H"

年后尝试用课表进行教学&但是又出

现了约束儿童自由兴趣&抑制个性发展的倾向(于

是&采取了"课表
e

兴趣#的形式(

#$H!

年后&采用

了单元教学法&根据儿童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关

于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方面的内容&确定单元内容&

每个单元两周左右时间&与儿童生活紧密相关&便于

儿童联系与掌握(

实施"保教合一#后&"无论在孩子教育上&生活

习惯的改正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保姆和教员

之间的关系上&也有进一步的改善#"步调一致&关系

团结&尤其在一个会议上讨论问题&互相提供意见&

友谊的批评&改正了过去各行其事和各自为政的毛

病(#

+

$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所探索的儿童教育理

论与实践成为新中国学前教育的基石(

+

#!

,

"保育与

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得以在幼儿园教育中确立

下来(

三"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

教育实践的启示

保育院"保教合一#的教育实践探索是"陕甘宁

边区教育的两大特色&即浓郁的政治化色彩和普及

性的平民化色彩#和教育的哲学价值&即"教育的创

新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

#%

,在幼教领域的集中体

现(保育院的教育实践无论是从提出的背景&还是

落实措施&都是基于"好好的保育儿童#的宗旨&在培

养"抗战建国的小国民#的目标指引下&在日常的保

教实践过程中进行的积极探索&是保育院工作者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符合

延安时期保育工作实际需要&符合幼儿教育规律&具

有先进性(同时也是延安精神000以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为精髓的求实精神和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为标志的创业精神的体现&对新时期发展幼儿教育

工作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必须把"保教合一#当做一项系统工程加

以落实(新时期&无论是学前教育的有关法规&还是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明确规定幼儿园

必须坚持"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要真正

实现"保教结合#或"保教合一#&必须从思想观念*组

织机构*队伍建设*课程实施等多方面切实抓紧落

实(保育院的经验告诉我们&不重视思想建设&工作

人员就会疏于探索&无心努力!不重视组织机构建

设&就不能从机制上解决保教脱节的问题!不提高人

员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调动其积极性&保教合一

就是一厢情愿的空话!不注重课程建设&保教合一就

是虚空的设想("保教合一#的落实一定是一项系统

工程(

第二&要提高保教质量&必须加强保教队伍的思

想建设(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得以落

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强保教人员的思想建设&将

托幼机构的工作任务$即解放妇女&保护儿童%与边

区革命需要紧密结合&与培养"抗战建国的小公民#

目标紧密结合(保育儿童就是重要的革命事业&为

革命做贡献&从而达成思想高度一致&众志成城&不

断探索新方法*新机制&提高保教工作质量(新时

期&我国学前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成绩斐然&同时&

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温州幼师虐童事件*喂药

事件*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

事件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新时代&要实现"幼有所

育#"保教并重#&给孩子一个健康有意义的童年&除

了提高保教队伍的待遇和入职门槛外&一个重要的

措施就是要加强保教队伍思想建设(

第三&应避免过度分工&逐步取消保育员岗位(

保育员和教师分工合作的保教工作机制在延安时期

得以确立&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延续到现在(新时期

幼儿园教职工配置到底是"三教共保#还是"两教一

保#2 本文认为&设置保育员和教师两个岗位从事保

教工作&存在过度分工的问题&应该将"两教一保#作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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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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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贺燕丽&郭
!

茜&吕
!

芳'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保教合一#的教育实践与启示

为过渡政策&用"三教共保#逐步取代"两教一保#更

有利于"保教结合#&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新时期

将保育员和教师分而设之&本身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邓诚恩指出&即使"融合式#的保教关系&也会带来现

实困境&即观念*行为和制度上的重教轻保&保与教

实际工作的隐性分离&保与教实际工作的结合不

当(

+

#H

,从保育与教育的关系看&保教关系犹如硬币

的正反面&保中有教&教中有保&难以分割(从保育

院的实践看&虽然在机构设置上多次改进&但是总存

在保教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将一项紧

密结合&难以分割的工作进行更细致的分工&导致保

教不能很好形成合力&反而造成协调困难*人员浪

费*质量下降(因而&"共保#要比单独设立保育员实

施保育工作更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幼儿园教

育质量(赵南主张"保教并重#的原则应修正为"保

育优先&教育其次!保育为重&教育为辅#的原则+

#&

,

&

保育应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这就不是学历低的保育

员所能胜任的了&必须由接受过系统的学前教育专

业学习的人方能胜任(因此&本文主张应逐步取消

保育员岗位&用"三教共保#逐步取代"两教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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