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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education model,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of government, college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has unique valu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China, this paper re-prudentially considers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college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and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practice path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three: establishing studio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college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to

concentrate multiple symbiotic units; organizing “counterpart support to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deepen the

mode of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uilding a network resource contribution platform to achieve exchange

and mutual sharing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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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政校园协同创新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育人模式对于促进民办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我国民

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实际，重新审慎了当前政校园合作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政校园协同创新的三维实践路径：构建政校

园协同工作室，凝集多元共生单元；组建“对口支教”活动，深化协同合作模式；搭建网络资源贡献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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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学前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化拓展，学前教育逐

渐由量的普及向质的提升发生转变，提升学前教育的

质量成了各利益相关主题的同质性诉求。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学前教

育”。民办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实现形式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此也备受关注，《国务院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

办民办并举，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可见民办幼儿园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

《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共有16.04万所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

办园质量的提升，关键是培养一支“理实一体”、“一专

多能”、“质量过硬”的幼儿教师队伍。中共中央、国务

院于2018年11月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大力加强幼儿园队伍建设，健

全教师培育制度”。

2014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

都多次提到高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幼儿园）“三位一

体”协同培养新机制。政校园协同创新模式作为一种

新型的育人模式对于促进民办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

独特的价值意蕴，事实证明政校园协同创新模式不仅

可以弥补高校教师在实践方面的短版，还能促进一线

幼儿教师理论知识的积淀，检验政府是否充分履行了

其教育责任的主体。然而，目前的政校园协同创新模

式发育还不成熟，运作机制还不健全，需要重新审视当

前的政校园协同合作模式，探索新的践行路径，推动民

办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着力点：民办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

困境

民办园在国家政策指引和经济的扶持下发生了

巨大改变，办园条件、师资的数量及专业素养都有显著

提升，逐步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纳。值得警醒的是，民

办园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颇多问题亟待

解决，就教师专业发展而言，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基础薄

弱［1］，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传统

窠臼拘囿了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为此，幼儿教师专

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政校园作用于幼儿教师的专业

发展寻觅到了良好的着力点。

（一）民办园教师专业发展基础薄弱

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薄弱成为制约其

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民办园的从教人员

的年龄、教龄偏低，学历层次低，专业背景匹配度不

高。学历是衡量一个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幼儿教师在教育理念、师幼互动、课堂活

动组织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有明显的优势。然而，

据2017公布的《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幼儿园

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低至18%，仍然以专

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为主题，与贾亚丹、李建群

及吴昊东等研究者的结论不谋而合［2-4］。此外，民办园

的众多幼儿教师并不是学前教育专业出身，而是源自

于其他专业，郭忠玲［5］在对河南省民办幼儿园教师专

业发展与生存状态调查时发现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幼

儿教师占比仅有0.08%，大多数幼儿教师并未接受过

专业的熏陶与训练，造就了专业发展缓慢的困境。最

后，当前在民办园的从教人员主要以80和90后为主，

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和教龄偏低的现况，新入职的幼

儿园教师因为教学经验不足，对幼儿及其教育的理论

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对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还有

待完善，在从教过程中忽视教学反思［6］。

（二）民办园教师专业发展内涵不足

专业资格缺失、职业认同不足、专业知识异化及

专业技能缺乏是当前民办园教师专业的真实写照。具

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是从事学前教育的最基本的条

件，《幼儿教师资格证管理条例》明确提出:“中国公民

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但是，在对武汉市民

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显示41.0%的幼儿教师未

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在职业认同方面，多数幼儿教

师之所以在民办园从事教育工作并不是因为对幼儿教

育的热爱和对自身职业理想的追求，而是迫于现实的

压力，将民办园的工作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7］。就专

业知识而言，部分幼儿教师秉持着理论知识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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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比学习理论知识更有价值，

同时，民办幼儿教师还存在对幼儿身心发展、幼儿的教

育机制和国家政策解读不够等专业知识方面的瓶颈。

在专业能力层面，民办园教师普遍存在组织活动能力

弱、观察能力弱、教学能力弱、自我反省能力弱、环境创

设能力弱、家园沟通能力弱和游戏活动能力弱等七弱

并存的窘态。

（三）民办园教师专业发展保障缺失

民办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也极

大约束了民办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国家层面，早在

2002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中第30条就明确规

定:“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事实上，地方政府并没有

深入贯彻这项政策，在对江苏省常州市民办幼儿教师

专业能力进行调查时发现约有38%的教师只缴纳社会

保险的三险或四险，假期加班能全额得到合法报酬的

占比仅有25%，甚至13%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报仇［8］，物

质保障的缺失致使民办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疲软。《民办

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

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等方面依法享有

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的权利”。然而，各地方政府制定

培训计划时均未把民办园教师纳入到培训计划范围之

内，教育部2011颁布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幼儿教师

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就是最好的印证［9］，最终酿造

了民办幼儿教师很少有机会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

培训不争的事实。此外，民办幼儿园教师往往被排挤在

教师编制、工资晋级、职称评定、评优评奖的机会之外，

专业发展需求的物质保障缺乏。从民办园视角出发，民

办园与公办园根本性的差别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大多专

注于增加硬件设施吸引幼儿，对园内教师的专业发展重

视度不高，且未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专业发展制度，纵使

制定了也多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三、立足点：政校园协同创新模式的实况

审视

政校园协同的实践路径需要立足于政校园合作

的当前实际。政校园之所以能够协同合作主要依赖于

三个主体在目标和利益相关上具有一致性，资源方面

具有互补性，透过三位一体的合作能够实现“共赢”和

“共存”，共生出1+1+1>3的效用。事实上，我国当前政

校园协同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存在“应然”和

“实然”之差，归咎其原因主要由于协作关系不对等、合

作形式单一化、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多方面的因素

交织而成。

（一）协作关系不对等

政府、高校及幼儿园的关系近年来显得渐行渐

远，三者缺乏稳定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只是在某些

特殊时期建立应急性的合作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政

校园协同合作的初衷相背离，其中最本质的根源在于

协同合作的三方合作的关系不对等。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的教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以专家自诩，在未对

民办幼儿园的办园实际进行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对

幼儿园的课程、教学进行指导和培训。反观民办园的

幼儿教师由于自身的学历层次不高、年龄及教龄低，教

学经验不足，对高校教师存在盲目膜拜的怪象，因此在

政校园的协同合作中通常以比较被动的身份来参与合

作，只能被动地跟随和接受，导致民办幼儿教师在思考

上缺乏独立性。政府在政校园的合作中起着重要的指

挥棒和黏合作用，现实中政府却充当着三者合作的监

督者、鞭策者和评判者的角色，并未真正融入到政校园

的协同合作机制中。政校园合作的起点的不对等必将

衍生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孕育出结果的不对等，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让高校学前专业教师走出理论的象牙塔，

教学科研更接地气，但是难以促进民办幼儿教师的专

业发展，对高校的课程设置，教科研的开展仍然处于盲

目的状态，无法满足其从专业实践到专业理论提升的

需要，导致理实脱节。

（二）合作形式单一化

政校园协同合作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深度也束

缚了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上升空间。当前，政

校园合作主要通过“高校老师走下去”和“幼儿教师引

进来”双向并举的方式实现。高校老师通过走进幼儿

园进行理论专题讲座，参加民办幼儿园的听课评课等

活动，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法深入的去了解和发现问题，

也没法切实的帮助民办幼儿园教师解决其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困惑。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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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对于高校学前专业教师所倡导的理念普遍认

为是“空中楼阁”，难以运用与实践教学当中，对于民办

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另一种方式则

是幼儿教师引进来，具体就是指某些高校特邀民办园

园长和骨干教师担任高校的某一课程的教学，在合作

的深度上，特聘的一线教师仅限于上课教学，没有具体

深入到高校教师的教研活动中，无法把握高校教育改

革的走势，也不能保证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相互补

充。此外，在合作内容方面存在“以点带面”的问题，当

前园校合作的内容主要围绕学生的见习实习，或者某

一学前教育的教研问题，又或者以某科研项目作为合

作切入点，仅仅停滞在某些常态化的领域内。不能保

障高校与幼儿园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双向融通。

（三）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

政府在推进民办幼儿园的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微观层面分析主要有政策制定和规划责任、引领

责任、财政投入责任、师资队伍建设责任、督导评估责

任及保障教育公平责任［10］。具体到民办教师的专业

发展这一层面，主要是政策制定和规划责任、财政投入

责任、教育公平责任三个维度。政府在履行这三个维

度上的政策制定和规划责任、财政投入责任落实的相

对较好。为了保障民办幼儿教师各方面的合法权利，

奠定专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少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

关文件给予制度上的保障，例如新疆的《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和上海闵行区的《闵行区民办

幼儿园财务管理制度》都对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福

利和权利进行了说明或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

制定和规划责任的落实存在区域上面的不均衡，部分

区域在这方面仍待提升，为此与前文保障机制的不健

全部分的论述并不自相矛盾。在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上，个别地方政府落实比较到位，例

如重庆江北区政府设立“幼儿园教职工培训经费补

助”，由区教委制定全区幼儿园教职工年度培训计划，

将合格的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纳入免费培训培训经费纳

入全区教师培训经费中统筹安排［11］，但多数地区的民

办幼儿园教师的培训机会少之又少。教育公平责任的

落实方面与其他两个责任的落实比较而言显得相对薄

弱，目前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政府对不同办园体制幼

儿园的差别性对待，即厚公办薄民办的通病，冯婉桢在

民办园园长对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调查发

现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处理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的关系

的公平性满意度偏低［12］。

四、落脚点：政校园协同创新的三维实践

路径

（一）场域维：构建政校园协同工作室，凝集多元共

生单元

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民办幼儿园围绕幼儿这一

教育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微观的共生单元，

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依相生。政校园协同工作

室是由民办幼儿园教师、高校教师和地方政府人员共

同参与一个场域或过程，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围

绕学前教育某一或某些议题，共同思考、平等对话、沟通

交流，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相互凝聚达成共识［13］。政

校园协同工作室的构建可以整合各单元的人力资源和

物力资料、实现信息、资料的多元共享，发挥资源的集

群效应，满足共生单元的凝聚，发挥共生单元的整体力

量。政府作为政校园协同工作室的主体之一，在政校

园协同工作室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发布相应的政策鼓

励高校与民办园加强合作，构建政校园协同工作室，为

政校园协同工作室的构建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其次，政

府应该根据协同工作室的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财政

补贴，促进协同工作室的催生；最后，政府需要本着自

己属于协同工作室的成员的角色认同，全程参与协同

工作室的各项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了解和发现学前教

育存在的难题，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彰显其教育的责

任主体。高校和民办园教师则应积极融入政校园协同

工作室，高校抛出当前在学前专业教师培养的疑惑，供

政府、民办园共同协商，保障培养的幼儿教师能够“接

地气”。民办园教师则可以提出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专业教师的需求进行分析，为政

府的决策出谋划策。最终，通过政府、高校、民办园三

个利益主体的成员形成合力，政府为民办园教师的专

业发展提供平台、信息、财政支撑，高校通过在协同工

作室的参与过程中，培养适合民办园的幼儿教师，也可

以加强对民办园教师的理论指导。

（二）形式维：组建“对口支教”活动，深化协同合作

模式

传统的政校园合作模式未能有效促进民办幼儿

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是由于单一的合作形式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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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因此迫切需要探究新型、有效和的合作路径。

“对口支教”活动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与传统的专

题讲座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能够激发民办幼儿教

师专业发展的外生和内生动力。“对口支教”活动的实

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公办园对民办园的“对口支教”；高

校对民办园的“对口支教”。所谓公办园对民办园的

“对口支教”是指利用公办园的有利优势对民办园实施

“帮、扶、带”，公办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可以分批次到民

办园支教，进行“一对一”的指导，促进民办园教师的教

学水平的提高。而高校对民办园的“对口支教”则是要

求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分批次到民办园支教，进

行“手把手”的理论指导，带动民办园教师理论水准的

提升，提高其科研理论水平。幼儿园教师教育理念的

真正内化和教育策略的习得都必须以参与式培训和在

实践现场中获得的切身体验为前提［14］。因此，民办园

的优秀骨干教师也可以到公办幼儿园、高校进行跟岗

学习，通过跟岗学习能够让民办幼儿园教师浸润到优

质幼儿园和高校的教育教学中，亲身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其专业成长。当然，政府在整个

“对口支教”中，应当扮演者引领者、落实者的角色，首

先政府应该为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高等学校的

对口支教活动牵线搭桥，促成合作；此外，为了保障公

办幼儿园教师和高校教师能够“下的去”民办幼儿园，

政府则可以初步考虑把“对口支教”活动作为衡量教师

职称评定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虚拟维：搭建网络资源贡献平台，实现资源互

通互享

“互联网+教师教育”的命题话语下，网络研修已经

成为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而网络信

息资料平台是其参与网络研修的前提条件。中共中

央、中国国务院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明确提出：“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

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网络资源贡献平台的搭建一

方面可以提升民办幼儿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民办幼儿

教师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教学目标，需要对网络信息

知识进行甄别、选取恰当的信息工具；另一方面，网络

信息资源平台民办幼儿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所需要的

各种资源和教育契机，开阔了民办幼儿教师的眼界，更

新了其教育观念，教育教学形式更加新颖；最后，网络

信息资源平台的建立可以利用民办幼儿园教师的碎片

化时间，解决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工—学”矛盾，提供了

适应的学习平台。建立网络资源信息库，应将幼儿园

的网络信息资源、高校的网络信息资源及政府的网络

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共同促进幼儿园网络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具体而言，政府应该通购买第三方服务，购买

幼儿园网络信息资源的平台，解决网络人力资源的问

题。高校与民办幼儿园则可以把优秀的教学案例或者

研究成果上传到信息资源平台，供民办幼儿园的教师

使用，实现资源的互通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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