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
第36卷 第1期

January 2020
Vol.36 No.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的价值、挑战及其突破路径

郭丽娟，严仲连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收稿日期：2019-09-07；修回日期：2019-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SH048）

作者简介：郭丽娟，女，安徽阜阳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严仲连，男，湖北汉川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课程理论。

Study on Value，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of "Kindergarten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in Rural Areas

GUO Li-juan，YAN Zhong-lian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Kindergarten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Nowadays，rural kindergarten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including the lack of policy support，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the backward ideological perceptions

and the low level of interaction ability. To dissolve this challenges， relevant policies should be improved，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superior resources of both sides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scientific synergy concepts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community; and we should learn excellent experiences and promote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and

communit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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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能力发展

摘 要：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是推动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当前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面临政策保障缺失、资源

基础薄弱、思想观念落后、互动能力不高等难题。为化解挑战，应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外部监督与评价机制；整合优势资源，促进

互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树立科学协同观念，推动双方互动能力提升；借鉴优秀经验，推进园社互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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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发展依赖于自

身、家庭、社会三大教育系统的协同支持［1］。社区是除

家庭、幼儿园外，儿童成长的又一重要场域［2］。幼儿园

与社区双向互动关系的建立与推进，在学前儿童的身

心发展、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社区建设中都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建立幼儿园与社区间的合作关系、增进

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国际学者的共识和一些

国家学前教育政策的关注点。当前，我国城市幼儿园-

社区互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受到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观

念的影响，幼儿园-社区互动的价值还未得到完全认

可，家庭-幼儿园-社区协同共育局面的构建仍面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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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挑战。化解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难题，推动二者合

作关系构建，已然成为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改革与深入

推进的必然发展趋势。

一、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具有重要价值

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场所，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

范围内，人们在共同的利益与需求、密切的交往的基础

上，而形成的具有强烈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具有

“一定地域”、“共同纽带”、“社会交往”以及“共同意识”

等根本特征［4］6 。我国农村社区的存在由来已久，传统

农村社区是建立在一定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地理单

位，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农村社区也

从自然或自发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转变为具有明显政治

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基层单位［5］，并承载着村庄治理、安

全维护、公共服务提供、情感维系等众多职能。农村幼

儿园-社区互动是指农村幼儿园与所处社区内的社区

成员、机构、组织之间建立的交流与合作关系［6］。二者

间的互动合作是家、园、社合力共育的关键环节，也是

现代幼儿园教育制度建立的重要条件［7］。

（一）共建教育合力，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和谐发展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二者间资源共通、共享、共

建，以达成教育合力，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学前儿童的

和谐发展。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说，园社互动的出发点

是为了儿童，其目的和重心也是为了儿童。作为幼儿

园扎根的地理单位，社区是幼儿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的场所和资源依托，其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为儿童

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财、物以及信息等支持。幼儿

园特色课程与园所文化的建构必须依存于地方文化土

壤，反映地方风土人情［8］，否则将会导致儿童生长、生

活的社区环境与幼儿园一日生活间的断层，造成儿童

日常生活经验获取与幼儿园教育经验积累间的割裂甚

至隔绝；而社区对幼儿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为

幼儿提供了更多接触自然、社会的机会，使幼儿能够在

自己熟悉的日常环境中获得更多亲身体验、动手操作

的经历，有利于促进幼儿在身体、知识、情感与社会性

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二）延伸教育功能，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幼儿园作为农村社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担负着

重要的教育功能，不仅教育儿童，也教育成人。幼儿园

是针对3-6岁儿童的专门教育场所，拥有专业的幼儿

教育和保育资源，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掌握正确

的育儿方法和手段提供了外部信息和情感支持；幼儿

园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对周围环境、风土人

情、民俗习惯的挖掘，促进了农村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幼儿园教育功能在社区的延伸与拓展，丰富了

农村社区教育活动的类型与形式，为村民提供了更多

学习先进教育文化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民

文化素质的提升，推动了社区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此外，幼儿园也表现出增强村民对村域规范的认同和

遵守、增加村民对村域的归属感、信任感，体现了农村

幼儿园滋养社会资本的功能［9］。这表明幼儿园在农村

社区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建设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是实现二者共生、共赢局

面的有效途径。19世纪20年代起，我国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晏阳初等人就指出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结

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今天幼儿园与社区互动的理

论和实践都有深远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和政府

愈发认识到幼儿园-社区互动蕴藏的丰富价值，并采取

各种措施积极推进社区-幼儿园互动局面的切实形

成。但由于种种外在条件缺失和内生性衍生问题，造

成我国农村社区-幼儿园互动在实践层面的推进仍面

临诸多挑战。

二、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面临的挑战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关系是家庭-幼儿园-社区

协同共育局面构建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我国农村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支点。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与幼

儿园合作关系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双方互动关系

的建立与推进受到政策保障缺失、资源基础薄弱、思想

观念落后、互动能力不高等现实挑战的制约。

（一）政策保障缺失

政策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下，国家权力机关、政

府制定的有关奋斗的目标和任务、遵循的行动准则、采

取的具体步骤与措施的权威性规定。一定的教育政策

既对园社合作起着规范、管理和监督作用，也为园社协

同共育提供具体依据和行动指南。我国现阶段有关园

社合作的政策在内容、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不足，导致

农村幼儿园与社区在互动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1. 有关农村园社合作政策的缺位与模糊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开始颁布各项政策，规范、

指引和监督学前教育的发展。但直到今天，我国尚未

出台专门针对幼儿园-社区合作的具体文件，社区、幼

儿园合作的相关规定散见在不同的教育政策当中，对

不同省市实践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一些有关园社

合作的政策，如1979年颁布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

要》、198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幼儿工作的意见》以及

1992年《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虽然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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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模式、幼儿园的服务对象与教育等部分内容上涉及

到农村社区与幼儿园间的合作，但并未涉及更多其它

方面的具体内容。1989年颁布的我国学前教育领域

唯一一部高位阶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幼儿园管理条

例》［10］，也仅从农村办园模式方面提出了二者间的合

作，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举办幼儿

园，并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和公民举办幼儿园或捐资助园”［11］，对

于农村社区、幼儿园互动的其它方面并未提及。1996

年《幼儿园工作规程》发布，将之前试行的第八章“幼儿

园与幼儿家庭”改为“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明确提出

了幼儿园与社区的协同合作。其中“幼儿园应密切同

社区的联系与合作，宣传幼儿教育的知识，支持社区开

展有益的文化教育活动，争取社区支持和参与幼儿园

建设”［12］，为农村园社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促进了二

者间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但这一规定仍具有模糊性，

就幼儿园与社区在哪些方面、以何种形式互动、如何评

价等方面尚未规定，导致农村社区与幼儿园合作关系

的发展受到政策不明晰的桎梏。

2. 东中西部有关农村园社合作政策的差异较大

从地方性法规规章来看，我国自20世纪末，一些

中东部省份和城市开始陆续颁布地方学前教育条例、

规章以规范与引导本区域学前教育事业，呈现出：中东

部地区有关园舍合作的政策出台早、西部地区出台晚

甚至缺位；发达城市更多关注园社合作而中东部城市

较少关注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不同地区

农村幼儿园与社区的互动实践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北京市于2001年颁布的《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相较

于其它城市，在学前教育举办、学前教育责任与学前教

育机构和从业人员方面更多的涉及了农村园社合作的

内容。如其中第十条提出“各级妇联组织和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以及社区内的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协助

当地人民政府为社区内未进入学前教育机构的儿童及

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从事家庭看护学龄前儿童

的从业人员提供学前教育的指导与服务”、第十二条提

出“鼓励学前教育机构配合社区宣传保育、教育知识，

支持社区开展学前教育活动”［13］，明确了农村幼儿园

与社区在互动中应担负的具体职责。其它地区颁布的

学前教育政策，如2004年《太原市学前教育管理条

例》、2010年《合肥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2010年《福

州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2013年施行的《青岛市学前

教育条例》，并没有明确涉及农村园舍合作的明确规

定。

（二）资源基础薄弱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是指双方以实现学前教

育、农村社区双重发展为目的，借助物质、人力、精神文

化资源等层面的交流、融合而进行的活动。在农村社

会经历剧烈变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

下，我国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面临着截然不同于城市

幼儿园-社区互动的挑战，受到多方资源不足的制约。

资源利用型互动是农村社区与幼儿园间互动最基本、

也是最常见的类型［7］，资源不足直接制约了双方合作

关系的水平与质量，成为我国农村幼儿园、社区合作关

系开展与建立的一大掣肘。

1. 农村社区尚待建设

作为新农村发展的一种方式，我国农村社区建设

从2001年起进入地方自发试点阶段［14］，到现在已经

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路程。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借助社区力量与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和

解决社区问题，逐渐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

过程［15］。2006年起，民政部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并在

全国各地推进成立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单位，推动农村

社区建设进入了发展的高潮阶段［16］。当前，农村社区

建设在政治、经济、环境、医疗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诸如自然生态破坏、基础设施落

后、传统文化凋零、乡村主体流失、公共服务不足等难

题，成为农村社区与幼儿园互动开展、合作关系巩固的

制约因素。广阔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便利的社区教育

设施、富含地方特色的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

习俗本应是农村社区相较于幼儿园的独特优势，但资

源优势缺失的现实窘境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社区在与幼

儿园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彰显和发

挥，从而限制了双方互动的开展。

2. 农村幼儿园存在资源局限

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始终面临资源不足的

局限。农村学前教育是我国学前教育的短板，也是我

国学前教育事业深化改革与发展必须关注的重点环

节。进入2010年后，学前教育作为构建社会公共服务

体系和改善民生需求的重点领域，成为我国教育改革

的关键着力点之一［17］。政府陆续颁布《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当前发

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推动了我国农村学前教

育在学前儿童入园率、幼儿园与幼儿教师队伍数量、学

前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18］。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

长期的历史欠账以及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体制影响，

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仍受到经费不足、幼儿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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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专业素质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育和保育质量

不高等影响和局限。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偏远、贫困地

区，幼儿园数量不足、生师比高、基本设备和卫生条件

差、户外体育活动器械与室内游戏材料缺乏的问题更

加突出［19］。丰富的资源保障是幼儿园建立与社区合

作关系的前提条件，资源的不足直接影响幼儿园开展

互动的信心，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双方互动的类型、模

式、质量与水平。

（三）思想观念落后

社区内的专业人员、村民、机构组织与幼儿园的

教职工是农村园社合作关系的主体，双方对互动是否

持有客观、科学、积极的认知与评价，是园舍合作关系

是否能够顺利开展、科学推进与持续发展的先行条

件。我国农村社区与幼儿园互动的进行受到以下思想

观念的局限。

1. 封闭思想造成双方不愿互动

对园社互动价值的高度认可是农村社区、幼儿园

相互合作的思想前提，但在农村幼儿园与社区的互动

问题上，却展现出双方主体互动意愿不高、不愿互动的

现象。虽然近几十年农村学前教育显著发展，但是学

前教育的价值被低估、园社合作重要性得不到认同等

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另一方面，我国许

多农村地区幼儿园也未能形成科学的园社合作观念，

一些园所出于安全考虑，避免儿童活动进入社区。根

据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对全国

13个省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针对农村社区与幼

儿园是否应该展开合作的问题上，有46.64%的农村社

区、43.22%的农村幼儿教师、18.85%的农村幼儿园园

长对该问题持否定看法，认为双方互动没有意义，没有

必要进行互动［20］。

2. 错误观念导致双方互动行为出现偏差

科学的互动观念是幼儿园、社区互动质量的有效

保证。当前，农村幼儿园与社区存在的错误观念，导致

双方实际互动行为出现偏差，表现在农村幼儿园与社

区互动呈现出多生存型、资源利用型、幼儿园为主、社

区为辅的局面。幼儿园与社区的互动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生存型互动是指幼儿园为了生

源而与社区进行的互动；资源利用型指互动通常是以

利用物、人、设备、信息为目的进行的活动，这也是一种

最低层次的互动形式；幼儿园为主、社区为辅型是指幼

儿园是互动的发起者，是教育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在互

动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社区只需要给予相应的配

合［21］。许多农村园并不重视与社区的互动，仅在每年

春秋开学之际，通过发放传单、减免部分学费、赠送礼

品等形式，来扩大生源，维持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在

互动过程中，许多幼儿园表现出偏向开发乡村社区的

自然、物质与人力资源，而忽视对社区精神文化资产价

值的体认。另外，幼儿园较社区更愿意主动发起互动，

在互动过程中常处于主导地位，忽视乡村社区专业人

员、家长的意愿和建议。

（四）互动能力不强

互动能力强弱是农村幼儿园-社区合作关系开展

的重要条件，社区人员能否有效利用幼儿园的资源、积

极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幼儿园园长、教师以

及其它职工能否利用社区资源，开展各种活动，将直接

影响双方互动的成效与质量。

当前农村园社互动过程中仍存在双方互动能力

不强、互动水平有待提高的普遍局面。一方面，相关教

育与培训的缺乏使幼儿教师未能掌握必备的互动知识

和技能，幼儿教师不知如何与社区开展合作。这不仅

影响了双方互动的质量，也直接削弱了幼儿教师发起

互动实践的意愿。从另一方来看，我国很多农村社区

尚未建立起专业人员队伍，缺乏具备与幼儿园协同合

作的人才，造成社区无法履行在与幼儿园互动过程中

的应有职责。

三、突破路径：化解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

面临的挑战

（一）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外部监督与评价机制

一定的政策是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开展的依据

和保障，通过政策手段促进幼儿园与社区合作已经成

为各国教育政策的现实关照。一些国家，如美国在21

世纪初，新修订的《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国家标准》强调

通过家庭、学校、社区三者之间的协同共育促进儿童的

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通过与社区合作促进教

育质量的提升，并设定了四种合作目标。美国还颁布了

《国家家长教师协会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国家标准评估指

南》，对《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国家标准》的每一维度进行

测量和评价，有效促进了该政策的贯彻落实［22］。美国

家园社合作政策的施行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幼儿

园、社区合作价值的日益重视，也对我国园社合作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针对当前园社合作政策的缺位、缺陷问题，完善

相关政策规定对我国农村园社合作的开展意义重大。

首先，我国应该出台针对幼儿园、社区合作的专门性指

导文件，对幼儿园-社区互动的性质、幼儿园与社区在

互动中应履行的义务与角色、各级教育部门在发展与

推动幼儿园-社区互动中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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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为农村幼儿园与社区互动提供支持。其次，建立

外部监督和评价机制也是促进园社合作有效落实的重

要保障［23］。应将幼儿园与社区互动纳入到幼儿园、幼

儿园园长与幼儿教师工作的考核与评价中，对各省市

地区农村社区与幼儿园的互动进行定期评价，提高相

关主体对园社合作的高度重视，从而促进园社合作政

策的真正贯彻、园社互动的实际开展。

（二）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互动全方位、多层次开

展

幼儿园是社区的一部分，幼儿园教育是社区生活

的特殊表现形式［24］。依托幼儿园-社区间的良性互

动，是推动农村学前教育改进的有效路径。我国农村

社区与幼儿园的发展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源短缺

的局限，相较于单纯依靠外部供血式的资源输入与帮

扶，统合农村社区、幼儿园现有的资源优势，促进二者

间资源的全方面开放与利用，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村幼

儿园-社区互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幼儿园与社区相生相伴，幼儿园的改进必须反映

其所扎根的乡村文化土壤，幼儿园的发展也促进了社

区的不断进步。从互动的层次上看，农村幼儿园-社区

互动不仅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开放，也要实现

精神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融合。幼儿园可以利用

社区中的自然景观、传统文化，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园

本课程，也可以邀请社区家长、专业人员加入幼儿园，

为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与管理提出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创意。社区可以借助幼儿园的设备、教师、器

材与教师，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促进社区文化事

业发展。从互动的形式来看，幼儿园与社区必须遵循

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一方面，幼儿园可以通过家长

委员会、幼儿园开放日、家长学校等形式，吸引家长参

与幼儿园活动，接纳家长以及其它社区成员的合理意

见和创意，从多方面角度考虑儿童的成长需要，真正实

现以教育合力促进儿童发展。另一方面，社区也可以

通过举办社区文化活动比赛、育儿知识讲座等，利用幼

儿园的专业知识为农村社区的建设做一份贡献。

（三）树立科学协同观念，推动双方互动能力提升

树立科学的园舍协同教育观念，是农村幼儿园-

社区互动的有效前提。科学协同观念的树立要求幼儿

园与社区清楚园社合作的价值、方法和途径，并依此指

导自己的互动实践。一方面，幼儿园可以通过开展讲

座、教研学习的方式促进教职工对社区与幼儿园合作

的正确认识，奠定教职工有关合作开展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依托一定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实现农村社

区、幼儿园间资源的双向开放，既有助于幼儿教师积累

新的互动经验、深化互动知识，也有助于增进乡村社区

成员对互动的理解与认可。

农村社区、幼儿园较强的互动能力是双方合作关

系成功维系的关键，社区、幼儿园不知道如何利用对方

的资源优势，弥补自身的缺陷，将会造成双方互动质量

的低下。社区互动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借助幼儿园

的专业教师队伍与专业经验，帮助社区成员掌握互动

的技能技巧，从而促进社区互动能理解的提高。幼儿

园互动能力的提升，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

对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与社区合作能力提升的培

训。在职培训是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定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丰富农村教师与社区

互动的知识，教师能够将自己在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

与技能立刻投入到自己的日常实践当中，并根据实践

反馈进行及时的挑战。其次，要注意通过园内教研、研

讨等学习活动的开展，促进幼儿教师间经验的交流、分

享。再次，要注重发挥农村幼儿园园长对幼儿教师的

领导作用。园长是幼儿园的管理者，担负着联系、沟通

社区的责任，园长对社区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幼儿园、幼

儿教师对与社区的态度。因此，增强园长对幼儿园-社

区互动的科学理解，增强园长与社区合作的领导力，对

构建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至关重要。

（四）借鉴优秀经验，推进园社互动有效开展

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受到了越

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层面的研

究都较为单薄，无法为二者互动提供有力经验支撑。

如何进一步明晰双方互动的有效模式、方法和途径，是

我国学者和幼儿教育实践者应该继续探索的方向。因

此，以他人之石来促进幼儿园-社区互动的有效开展，

是当前农村教育发展可以采取的一个办法。

借鉴有益的幼儿园与社区互动经验，不仅要关注

农村地区园社互动实践，也要关注城市地区；不仅要关

注早期教育阶段，也要从正式学校教育与社区互动的

经验中汲取营养；不仅要关注国内园社互动理论与实

践，也要密切关注国外园社互动理论与实践。例如，美

国学者乔伊斯·爱普斯坦（Joyce L.Epstein）早在20世

纪90年代就提出了系统的家长参与理论，指出养育、

沟通、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决策、与社区合作六种家长

参与学校教育的类型，为家庭-学校-社区合作关系的

研究与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农村幼儿园-社

区互动有重要的借鉴价值［26］。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

国、韩国、英国等国家以及我国上海市、合肥市、成都市

等地区都在学校与社区互动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

是值得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学习的地方。但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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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盲目的借鉴只会导致农村幼儿园与社区互

动脱离地方实际情况，不利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因此，相关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应警惕文化普适性的说

法，立足于农村教育实践，充分挖掘农村幼儿园、社区

的优势，营造和培育能够充分反映地方性、乡土性的园

社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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