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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UTR program has trained many excellent teachers.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is study, A university has built and implemented a new model of

“ G-U-K”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minority areas. The project has accumulated experi⁃
enc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G-U-K ”with integration into
the kindergarten mode, excellent kindergarten teachers’development community with integration into the kinder⁃
garten, and mechanism of teachers’train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kindergarten based on personal demands,
which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ellent-kindergarten-teacher-plan in normal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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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前教育专业认证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摘 要：美国UTR计划的成功实践培养了诸多优秀教师，作为本研究重要历史逻辑起点，A大学在此基础上，构建并实施了少数民族

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G-U-K”融园培养新模式。5年教育实践所构建起来的“G-U-K”融园管理体制、融园式卓越幼儿园教师成长

共同体、“校内+校外”个性项目化师资培育机制，将为少数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实施卓越幼儿园教师计划提供有益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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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教育部全面启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1］。

2018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

见》提出了：“通过实施卓越教师培养，在师范院校办学

特色上发挥排头兵作用。”［2］四川学前教育事业与全国

其他省份一起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优质学前资源依然匮乏。大力培养适应少数民族地区

学前教育需要的卓越幼儿园教师，成为四川少数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A大学从少数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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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前教育发展实际需求出发，梳理美国UTR计划成

功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机理，主动承担少数民族地区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训计划。2015年，A大学提出的“基

于融园模式的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实

践”，获批四川省首批三个立项的卓越幼儿园教师教育

培养计划项目之一。在过去5年的实践探索过程中，

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G（Govern-

ment）-U（University）-K（Kindergarten）”融园培养模

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实施卓越幼儿园教师计

划提供有益参考借鉴。

一、逻辑起点：美国UTR计划与“G-U-K”

融园培养模式的内在耦合性

（一）美国UTR计划的概述与特征解析

为改善美国城市学区普遍存在的教师流动与流

失严重的窘境，奥巴马政府大力扶植并推行了Ur-

ban Teacher Residency（译为美国城市教师驻校计

划。以下简称美国UTR计划），是一项旨在为师资紧

缺城区学校输送师资的一体化教师培养计划。其理论

肇始至今的十余年间经过实践深耕，被盛赞为“美国城

市教师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并在全美推广普及［3］。作

为一种学士后的教师教育培养计划，主要面向有志从

事教师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及其他行业人员，以当地一

所或多所学业处于弱势地位的学校为基地，通过政府、

中小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协同合作关系，聘请资深

指导教师一对一为学员实施全程跟踪式教学和指导，

培训合格者取得驻校实习合格资质。伴随着芝加哥、

波士顿和丹佛等地区依托学区逐步实施驻校教师计

划、联邦政府后期拨款的强势跟进等因素助推政府计

划（government）、高等教育机构（university）和中小学

校（school）合法化关系的建构与深化［4］。其标志是

2004年领导全美的城市教师驻校联盟的建立。

驻校临床实践、职前职后一体化成长指导、核心

共同体建立是其取得实践成功的主要特征。首先，立

足驻校临床实践情境，突出具身体验和自组织建构。

教师驻校临床实践深深印刻着医学院医师培养的实践

模式，是跨学科视野的人才培养新尝试。更是破除传

统师范教育，在“大学化”和“中小学化”找到了中间平

衡状态的结果。强调学习者在真实的驻校实践活动中

参与具身体验，将先在的理论与实践情境在现实遭遇

中实现自组织形态的建构。其次，形塑“学区——大学

——学校”的核心共同体，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效

应。学区、大学和学校等多重主体共同构建了开放的

教师培养核心共同体，特别凸显学区、中小学校（幼儿

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教师培养的价值意蕴。具体而

言，包含协同学习、师徒共进、多向管理三个二级共同

体。协同学习二级共同体是驻校实习教师、大中小学

校（幼儿园）指导教师为完成学习任务，并在具体教育

实践场域中“教学相长”式的协同学习和成长过程。师

徒共进二级共同体是驻校教师培养的重要实现方式，

突显专业引领和科学指导学习者的专业提升，也反身

强调指导者在指导过程中共进学习。多向管理二级共

同体，则立足驻校教师培养过程中招生、录取、教学、评

价、入职各方面的多向化管理，并依托各自职责与权利

实现科学管理。例如，波士顿学区因实施驻校教师培

训计划而优化该学区公立学校教师的招聘、筛选办法

便是有力证据［5］。最后，提倡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

成长体系。美国UTR计划形成的两个月集中理论培

训、一年的职前驻校实习和三年的职后发展支持，三个

培养阶段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一体化的教师成长体

系。第一阶段利用两个月时间系统完成专业硕士学位

理论课程学习，为第二阶段的驻校实习提供理论支

持。第二阶段须在一所公立薄弱学校中进行，由专业

指导教师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指导。第三阶段是

在学员获得驻校合格资质后，按照入学前双方签署的

合同规定，经考核合格进入拟服务学区的公立学校，从

事不少于合同约定最短期限的教育教学工作，美国

UTR计划依然持续提供支持而不会中断。

（二）卓越幼儿园教师的能力发展路径与驻校临

床实践的耦合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

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课程标

准》）是卓越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圭臬”［6］241-245 。秉

持能力为重、实践取向的能力发展价值诉求；“突出保

教实践能力”“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求学

习者具备环境创设和利用、一日生活组织、游戏活动引

导、教育活动实施、激励和评价儿童、与儿童沟通交流、

进行教学反思的一系列教学能力，并相应设置为期18

周的教育见习和实习等教育实践型课程。一方面，“实

践取向”的卓越幼儿园教师能力发展内蕴驻校临床实

践的价值追求。教师角色的合历史性、理论性和实践

性，要求其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

教育实践能有效培育反思性实践能力［7］。其路径指

导是：通过集中式、顶岗式、支教式等一系列结构性课

程开展反思性实践，这无疑与驻校临床实践具有一致

的价值诉求并提供路径指引。另一方面，卓越幼儿园

教师能力发展的专业性诉求强调临床实践过程的作

用。卓越幼儿园教师能力发展客观要求从业者成为专

王亚：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G-U-K”融园培养模式与实践探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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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故而内蕴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师

徒共进式的驻校临床实践对卓越幼儿园教师能力提升

具有重要作用。

（三）卓越幼儿园教师“G-U-K”融园培养模式与

驻校多元协同共同体的耦合

驻校多元协同共同体依托协同学习、师徒共进、多

向管理三个二级共同体为基础，由“学区—大学—学校”

形塑核心共同体，强调学区、大学和学校等多重主体的

全方位参与。以芝加哥地区教师驻校计划为例，项目由

芝加哥学区相关部门（G）指导，学区所在路易斯大学

（U）作为合作大学，芝加哥地区公立学校（S）作为驻校计

划合作学校，申请者在获得学士学位并通过伊利诺伊州

技能测试（G）合格后，学员依次进入路易斯大学（U）和

芝加哥地区公立学校（S）驻校学习，修完规定理论、实践

课程可以获得路易斯大学（U）提供的教学文硕士、城市

教育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州教育部门（G）提供的教师资

格证；学区相关部门（G）提供的实习金、美国教育服务

奖、贷款和学费豁免等系列经济支持政策［8］。

少数民族地区的卓越幼儿园教师“G-U-K”融园

培养模式，旨在依托当地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协同大

学、幼儿园/学前教育机构形成多方力量协同的卓越幼

儿园教师培养综合体。首先，激发地方教育行政职能

部门在新时代民族教育发展进程中主动作为，结合地

方实际和资源优势，服务地方学前教育，承担民族地区

稳定团结、地方人才振兴的使命。其次，充分发挥现代

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

职责，应用转型作为新时代高校改革的重要时代话语，

开放办学场域是激发高校办学活力的有力抓手，高校

可充分整合人才、资源和平台优势，改变和活化传统

“闭门育才”体制机制束缚。贴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和

教师培养供给侧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高校人

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最后，掌握幼儿园/学前教育机

构在师资培养中的主动话语，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需

求侧，改变过去“只管用、不知培”的“边缘化”地位，真

正走向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中心位置，有效破除人

才培养的“双盲悖论”。可以说，地方政府、大学和幼儿

园/学前教育机构共同参与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能有

效破除传统幼儿园教师培养的封闭老路，为更加开放、

创新、协同、共享的幼儿园教师教育提供全新样态。

（四）卓越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与驻校职

前职后一体化教师成长范式的耦合

卓越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内在要求其成

为终身学习者，即“在持续学习和不断完善自身素质的

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相应的人才培养课程“应实现

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的一体化”［9］。建构主义教师角

色观认为，在知识经济化和泛在学习成为当今社会发展

的主流时代话语背景下，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传授

者”“促进者”“合作者”，也是“学习者”“探究者”［10］36-37。

客观要求教师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学习、丰富并提升

自己，消解传统逻辑对教师一时学习便可以一劳永逸

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转向终身学习的发展境遇。作为

终身学习的重要路径——构建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全

程的职业素养永续提升的一体化成长体系。

美国基于驻校的职前职后一体化教师成长范式，

给予卓越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启示是：它所秉

持的全新教育理念，并由此成功实践的驻校职前职后

一体化培养计划，有益于充实和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卓

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模式和行为；其所坚持的“理论中

实践”的发展理念，有益于重新建构和发展教师职业生

涯，促进基于终身学习的教师发展。

二、实践创生：“G-U-K”融园培养模式与

实践探索

（一）形成“G-U-K”三位一体教师培养管理体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

（95%入园率指标），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80%入园

率指标），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70%入园

率指标）。”［11］在阿坝州教育局《阿坝州推进“一村一幼”

学前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阿坝州加强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指

导下［12］，以建设阿坝州区域教育中心为目标，整合地

区教育发展优势资源，汶川县教育局、A大学与域内幼

儿园积极加强合作和深度沟通，逐步形成了“汶川县教

育局——A大学——域内幼儿园”三位一体的卓越幼

儿园教师培养管理体制。具体来说，首先，完善顶层政

策制度。先后构建了由《汶川县人民政府、A大学县校

合作框架协议》《汶川县创建“南北学区”教育联盟总体

方案》《汶川县南部学区教育联盟协同管理实施办法》

《汶川县南部学区教育联盟中小学校(园)质量工程建设

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组成的顶层管理制度框架。其

次，构建汶川南部学区教育联盟为载体的制度轴心。

整合汶川县教育局、A大学和域内幼儿园的优势资源，

在“优质帮扶、均衡发展、合作交流、整体推进”的战略

思路指导下，形成以A大学为龙头，“托管”水磨片区学

校的汶川南部学区教育联盟制度轴心。再次，确立了

“1+1+n”的管理运行机制。第一个“1”代表一所大学

——A大学，第二个“1”代表一个行政区域——水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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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最后的“n”指向多个行政区域辐射范围内的

映秀镇、三江镇等汶川域内的南部学区。以“1+1+n”

为运行机制，实行地方范围内各自特色教育模式，实现

各要素相互渗透和良性发展。最后，形成了基于融园

培养模式的人才培养制度。A大学制定了《卓越幼儿

园教师培养计划实施方案》，自2015级开始组建并实

施“卓越幼儿教师实验班”，确定了“培养能胜任少数民

族地区和盆周山区学前教育所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并依托汶川南部教育联盟实施“双导

师制”、“园校互动、全程实践”过程化的教学模式。该

人才培养项目成为四川省首批卓越幼儿园教师教育培

养计划三个试点项目之一。

（二）建立融园式卓越幼儿园教师成长共同体

基于美国UTR计划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究的启

示，A大学逐渐形成了融园式学习、融园式双导师、融

园式管理三部分组成的融园式卓越幼儿园教师成长共

同体。首先，融园式学习共同体是卓越幼儿园教师成

长共同体的重要核心。以汶川县南部学区教育联盟为

重要依托实现汶川县教育局所辖幼儿园教师“走进来”、

A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师生“走出去”相结合的学习共同

体。一线幼儿园教师带着丰富教育教学经验同高校师

生开展讲座、沙龙、培训项目等形式的融园式学习。具

体实施有：幼教名师讲堂、阿坝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

幼”辅导员培训提升项目、幼儿园园长培训等融园式学

习项目。以幼教名师讲堂为例，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9

讲，主题涉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幼儿教师》《儿童的学

习》《如何培养幼儿的阅读习惯》《谈幼儿园保育工作的

重要性》《幼儿园生活活动的组织》《幼儿园教师对幼儿

的评价艺术》《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展》《如何认识和推

动家园共育》《早操的创编》等，师生之间围绕特定主题

展开讨论，实现高校师生与一线幼儿园教师共同交流、

共同成长。其次，融园式双导师共同体是卓越幼儿园教

师成长共同体的指导核心。建立外聘教师专家资源库，

聘请汶川县学区教育联盟单位的优秀园长、骨干教师担

任校外指导教师。与校内的专业教师、班主任一同指导

学生。逐步在五大领域课程，推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共

上一学期课程；每学期固定一周开展“集中性教学实践

周”，学生到融园基地见习观摩，设置基地导师参与指

导的教学要求；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对校外教师指

导学生教育见习、实习的学时数和学分的要求，并将校

内校外双导师的意见，作为实践学分认定的重要依据

等一系列举措。最后，融园式管理共同体是卓越幼儿

园教师成长共同体的保障核心。在“三位一体”卓越幼

儿园教师培养管理体制核心框架下，针对学生融园过

程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期间的教学

和安全实施方案，建立了汶川县教育局、域内幼儿园、

A大学组成的互联互动管理协同机制，建立专门QQ

群、微信群，及时上传和分享重要讯息，实现管理信息

和系统共建共享，并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

（三）建立健全“校内+校外”的个性项目化师资培

育创新保障机制

整合汶川县南部学区教育联盟的平台优势，形成

了校外针对一线幼儿园教师的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

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校内依托儿童发展研究团

队、教师教育研究所的高水平研究团队项目建设的师

资培育新机制。

一方面，自2018年启动并实施深度贫困县‘一村

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完善校外个性项目化

师资培育创新机制。在管理制度上，不断修订并形成

了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幼教师资培训教学和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学校、阿坝州教育局、送培县的三方协

作机制，通过调研、沟通协调会广泛听取意见，形成符

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幼教师资培训教学制度方案

《课程安排》《跟岗学习实施方案》《考核办法》。在教学

模式上，形成了“理论学习+跟岗实习”、“在线模拟+线

下学习”等教育教学模式。将“理论学习+跟岗实习”教

学模式贯穿培养全过程，促进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的

有机结合。学院充分发展自身资源优势，创造性的提

出“在线模拟+线下学习”的普通话提升教学模式，学员

普通话水平提升效果明显。在资源管理上，形成了由

教师、学生资料组建的教学资源库。定期收集整理授

课教师的教案、PPT等资料和参培学员保教环节教案、

试讲等资料，形成教学资源库。

另一方面，校内依托儿童发展研究团队、教师教

育研究所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的师资培育新机制。

具体包括：外出培训提升机制和教师改项目激励机

制。外出培训提升机制方面，实施学院选拔和自主申

请相结合的方式，差额推送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和学术

交流，培训经费采取学院全额资助或教师经费自助相

结合的灵活方式，鼓励培训归来教师举办讲座传递新

知。例如，2019年，校内相关专业教师参加国内各地

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12人次，赴兄弟院校、学前教育

机构交流考察29人次；赴汶川县第二幼儿园、若尔盖

县机关幼儿园、红原县邛溪镇双语幼儿园等专项调研

6人次；对外培训355人次。科研项目激励机制方面。

立足教育教学改革一线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由教

务处发布校内师生的科研项目、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划拨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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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立足教育教学一线、立足自身专业发展开展科学

研究。同时，鼓励学生将毕业论文、设计与教改项目结

合，与导师的研究结合，促进所学专业知识与实际教育

问题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例如，2019年，

团队教师共发表教改相关论文43篇，其中SCI、CSSCI、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0篇，2篇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检

索收录。申报厅州级课题11项，校级课题7项。教师

立项校级质量工程项目39项。其中，教材建设6项，教

学改革项目11项，课程建设12项，青年教师入职培育

计划5项，专业核心课程5项。学生立项科研、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66项。其中，校级学生科研重点项目8项，

校级学生科研一般项目22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6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6项，校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24项。

三、反思生成：“G-U-K”融园培养的经验

总结与反思

A大学实施的卓越幼儿园教师“G-U-K”融园培养

模式，是在认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教师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四川省经济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和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

的积极创新和实践。项目实施五年多来，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例如，截至2019年6月，A大学首届学前卓

越班毕业生就业率为95%，在幼儿园、学前教育机构等

单位对口高质量就就业的比例为82%，5名同学赴福

建师大、西华师大、青海民大、温州大学等院校继续攻

读学前教育相关专业硕士学位。随着项目的纵深推

进，也发现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

有必要进行经验总结和反思。

（一）进一步明确需求侧导向的少数民族地区卓

越幼儿园教师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卓越教师计划是世界各国教师教育由传统

的数量追求到内涵式发展演进的国际趋势，也符合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诉求。A大学卓越幼儿园教师

人才培养目标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但根

本目的还应回归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需求侧的真实

需求——是否能培养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是否能有效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儿童身

心健康发展、快乐成长？当前，“下不去、留不住、教不

好”是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痛点和薄弱环

节。笔者之前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54位乡村教

师的流动和流失进行田野调查，得知54.73%的教师表

示“一直有”或“偶尔有”调离现在学校或离开教师职业

的意愿［13］，“所在学校工作负担大”“现在学校的发展空

间受限”“职称评定方式”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因而，

需要从人才培养的需求侧——一线幼儿园（学前教育

机构）的真实诉求来思考高校的人才培养。上述问题深

刻印证当前人才培养目标与一线幼儿园（学前教育机

构）的真实需求之间的断裂。因此，须进一步明确需求

侧导向的全科型、实践取向的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

教师人才培养目标。具体来说，要认真开展前期实地调

研，扎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时空格局特殊，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不均，对口专业教师结构性不足，教师

专业素养无法匹配地区教育发展实际等现实状况［14］。

进一步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特殊困难，立

足学前教育人才培养客观规律，兼顾专业知识技能习得

和职业生涯发展需求。既注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宽厚

的文化素养培育，又关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入一线

幼儿园（学前教育机构）的职业能力内化。

（二）深化和完善“G-U-K”融园合作共赢长效机制

依托汶川县教育局、A大学、域内幼儿园构建的

“G-U-K”融园培养合作共赢长效机制，有效助推少数

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但也存在着不同主体

间职责和权利不明确、各方优势资源发挥力度不足、信

息共享不全面、用人需求和人才培养结构性不良等问

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G-U-K”融园合作

共赢长效机制。首先，地方教育行政职能部门要更加

明确自身在促进本地区幼儿园教师队伍科学规范建设

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职责，主动整合资源和加快师资

队伍建设。另外，还应立足幼儿园、幼儿教师数据年度

变化趋势，科学研判教师数量需求和结构优化，与高校

共享地区幼儿园数量和结构需求的信息数据，实现地

区幼儿园教师用人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

其次，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收集和整合地区幼儿

园的用人需求信息，及时反馈给人才培养二级单位，根

据地方人才动态化需求，定期组织相关专家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整合内部教师资源，实现高

校在校内人才培养、校外培训、教育研究和服务地方的

一体化进程。最后，域内幼儿园要主动加强与地方高

校、地方教育行政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主动表达自身

发展的真实诉求，全程参与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指导

过程，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高校的优质人才和硬件资

源，促进本园教师专业发展。

（三）树立“互联网+教师教育”理念，助推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

树立“互联网+教师教育”理念，推进智慧学习、泛

在学习、混合学习、人工职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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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教学改革全方位深度整合［15］。首先，“泛在学习

式”的卓越幼儿园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课程标

准》为指导，打破课程的学科化藩篱，疏浚基础课、专业

课、教师教育课程的通道，采用在线教学和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形式。其次，突显“实践导向”的开放化课程内

容改革。依托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突

出学生体验式参与导向的开放化课程内容改革。开放

融入民族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教学实例等课

程内容。灵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放融入学科发展的

前沿动态和最新成果。再次，助推“以生为本”的教学法

改革。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教学方法，发挥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突出探究、合作的问

题解决型教学方法改革，大力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

学等模式倒逼教学方法改革，促进学生学习力、行动力

和创造力提升。最后，探索构建第三方培养质量评价机

制。高校应对标专业认证标准，扎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

需求和学校发展实际，依托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制定符合

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指标体系，创造性

地引入人才需求方——地方政府、一线幼儿园（学前教

育机构）协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实行卓越幼儿

园教师培养质量的年度报告制度［16］。同时，根据地方

人才需求，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和课程设置。

（四）加强和完善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保障制度

A大学实施“G-U-K”融园培养的少数民族地区卓

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5年以来，也存在着管理部门

工作效率有待提升、地方政策支持不到位、经费保障相

对不足等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和完善卓

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保障制度。第一，成立卓越幼儿

园培训计划专业管委会。虽然汶川南部学区教育联盟

有专业管委会，但需要负责学区内所有中小学（幼儿

园）的协调管理工作，落实工作缺乏专业性和实效性。

因此，应该认真解读教育部、省厅、地方政府的相关政

策和指导性文件，下设专门的卓越幼儿园培训计划管

理部门，全面负责学区内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的

指导、管理、咨询等工作。第二，加强政策保障力度。

地区政府、高校和幼儿园在吃透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结

合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状况，主动积极向上

级主管部门寻求政策支持。放眼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优

惠政策、乡村振兴政策、脱贫攻坚政策，主动寻求各级

政府政策的支持。第三，加大专项支持经费投入和保

障力度。高校内部应增加对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年

度经费预算和拨款倾斜力度。各级政府要联合所在层

级财政部门加大专项配套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力度。鼓

励域内优质幼儿园，科学规划和统筹办园经费，列出专

门支持项目的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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