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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怒江州学前教育在办园规模、幼儿园毛入园率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师资数量短缺、教师队伍专业

素养偏低、教学小学化严重、在园活动保育环节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制约着乡村幼儿园保教质量的提升，进而会影响教育脱贫

整体功效的发挥。提升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学前教育质量，既要在物质层面继续完善办园条件，更要着力于尽快在师

资层面建立优质教师补充机制，比如试行“少数民族学前免费师范生计划”，同时需要加快补充配齐较为优质的临时保教人员，

加大在职幼儿园教师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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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Nujiang prefecture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scale of kindergarten
and the gross enrollment rate of kindergarten. However,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the low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se⁃
rious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and the imperfect kindergarten activities have restricte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kindergarten's
quality of care and education, which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overall effect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improve preschool
education quality in the rural severely impoverish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not only the conditions of kindergarten need to be im⁃
proved, but also a teachers supplement mechanism of high quality needs to be set up as soon as possible, such as“free teacher
students plan in ethnic min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supplement of high-quality temporary
teachers and increase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in-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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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未

来工作要“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政策、

资金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的

发展目标。减少贫困的手段是多样的，其中教育

是消除贫困的利器之一。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

委《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

中指出实施三期行动计划“是推进教育脱贫，从

人生早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大举措”，基本原则之一是“重点支持贫

困地区、困难群体和薄弱环节”。2018年《深度贫

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

中重申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尤其是强调在少数

民族“三区三州”深度贫苦地区建构完善的学前

教育服务网络。

一一、发展学前教育促进脱贫的实证研究

依据

（一）教育贫困是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脱贫的提出是基于贫困内涵的历史演

变和解决贫困发生根基的现实需求。贫困可以

概念化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主观贫困、多维贫

困四种类型[1],也可以通过测量方式划分为金钱

贫困、社会排斥、能力贫困三种类型[2]。民族志研

究中还有一种非物质性贫困概念界定，比如包含

歧视、剥削、恐惧等[3]。贫困内涵的演变重要节点

是贫困的测量由原先的一维走向多维，教育与健

康、居住环境并列为多维贫困的重要测量指

标[4]。除了经济收入的贫乏，“能力缺乏、文化落

后、制度限制、权力剥夺、环境脆弱等都被认为是

贫困的表现”[5]，贫困的覆盖面不断延展，维度多

元化。当前多维贫困已占据学术研究主流，其意

义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多维贫困的测量指标

是丰富的，计算方式是复杂的。如何测量教育贫

困是一个难题，经济脱贫的标准有个经济收入底

线，教育脱贫则不太好界定，有研究中指出小学

毕业是教育脱贫的阈值[6]。虽然多维贫困的计算

方式有差异，如何测量教育贫困也存在争议，但

是教育贫困，尤其是学生接受教育程度是多维贫

困测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是共识。

（二）教育脱贫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

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已

有研究显示教育是减少贫困的重要路径。比如

教育可以提升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进而增加就

业机会，再比如对母亲的教育每增加一年就可以

降低5岁以下儿童9%的死亡率[7]。亦有研究探讨

贫困、教育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希望通过增加

教育、减少贫困降低恐怖主义袭击[8]。正因为教

育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成为脱贫的手段

是研究的重点。西方研究中教育对脱贫的贡献

有两个有力的证据支持：一是舒尔茨人力资本理

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基石，而人力资本是

由教育来实现；二是经济学家明瑟研究了平均多

接受一年教育对个人收入提高的影响[9]。近几年

我国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教育对脱

贫的成效。比如林相森等人研究结果显示“教育

水平的提高会改变个人的知识技能与学习能力，

进而显著影响阶层上升的机会，这条作用路径在

阻隔贫困代际传递方面的贡献最大，且随时间推

移而增强”[10]。

（三）儿童教育贫困是教育贫困的重要组成

部分

消除儿童贫困是减少人类贫困的重要组成

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关键环节[11]。儿童贫困

具有特殊性，因为儿童的稚嫩，以致于儿童更容

易受到伤害。Schweiger指出了儿童贫困与儿童

脆弱性之间的四点关系：一是贫困儿童正因为是

儿童所以需要保护，比方说儿童的非独立性决定

了其对成人或机构的依赖；二是在儿童的生活世

界贫困是一个脆弱的环境，贫困对儿童是身心等

多方面的广泛影响；三是儿童贫困脆弱性具有涟

漪效应，比如儿童贫困连带的是高犯罪率居住环

境、问题家庭等；四是贫困具有时间维度，贫困对

儿童产生的影响既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12]。儿

童的脆弱性，使得贫困中的儿童更为脆弱。

就儿童贫困而言，目前学术界已开发出“多

维儿童贫困指数(MCPI)”量表，其主要体现的是

儿童获得物品和服务的实际机会，这些物品和服

务对儿童充分发展和能否行使《儿童权利公约》

所赋予的权利至关重要，其中的教育维度包含两

个指标，两个指标分别是测量15岁之前以及15

至18岁两个阶段的儿童辍学百分比[13]。Li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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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从生态学与发展视角测量儿童贫困，涉及到

教育方面的指标除了有受教育年限，还有儿童自

我管理能力、语言表达与理解、社会技能、科学、

艺术等指标，相对于“多维儿童贫困指数(MCPI)”

量表更为详细[14]。依据贫困对象的主体划分，儿

童是贫困人群中特殊的群体，人生的早年就已处

于贫困状态。就贫困的内涵而言，儿童贫困与成

人贫困的测量指标中都包含着教育贫困，儿童的

教育贫困主要指向的是受教育权、教育质量以及

儿童发展水平等。儿童教育贫困是教育贫困的

重要组成部分。

（四）发展学前教育有助于教育脱贫目标的

实现

学前教育是教育基础中的基础，加强学前教

育有利于教育脱贫整体目标的实现。很多研究

结果已经证实学前教育对儿童智力等发展的短

期价值，以及促进儿童后期高年级阶段学业成绩

提升、避免留级、提高考入大学比例，以及减少犯

罪等方面的教育、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价

值[15-19]。国外已经有较多著名的长期追踪研究来

检验学前教育的长期效应[20]，学前教育的长期效

应也被称为“沉睡者”效应，比如护士之家探访计

划等项目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早期教育能显著

降低儿童长大后的犯罪率和反社会行为[21]。再

比如 Belsky等人研究证实高质量的保教经历能

预测儿童小学阶段较高的语言词汇成绩[22]。已

有的幼儿教育长期效应研究结果中，在中国幼教

界流传最广的研究结果是佩里方案幼儿教育投

资回报率1：17这个数据信息[23]。根据Heckman

的研究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前教育、学校教

育、继续教育工作训练三个阶段，人力资本的投

资回报率是逐渐降低的，即学前教育阶段的人力

资本投入收益最大[24]。我国最近几年也有一些

实证研究得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研究结果。比

如，涂荣珍等人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不仅对学生

的成绩有影响，同时它也能显著地降低个人留级

的概率，在教育过程中持续的发挥作用”[25]。

基于儿童福利以及学前教育投资收益的重

要性，尤其是其对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效果的

考虑[26]，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是很多国家的共识，

尤其是加强对弱势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教育是

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反贫困战略[27]。1965年，美

国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中小学教育法案”，教师出

身的约翰逊总统深刻理解教育对贫困家庭的重

要性，随后实施了著名的针对学前阶段幼儿的

“开端计划（head start）”，视教育为脱贫的林荫

大道[28]。以及美国后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等法案的实施，对弱势儿童

补救教育都是国家反贫困之战的体现[29]。加强

对学前教育的投资，促进学前教育保教质量的提

升，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重视。

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学前教育发展现

状田野考察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成立于

1954年，位于云南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西边

与缅甸接壤。其是典型的“直过民族”，全州29个

乡镇有26个属于“直过区”。全州4个县市都是

深度贫困县，截止到2019年9月还有206个贫困

村，14.2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33.2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是云南省平均

水平的6倍多①。本次调研时间是2019年11月，

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主要使用的是观察

法、访谈法。调研具体走访了怒江州州府扶贫办

公室、怒江州教育局、福贡县教育局，实地调研的

幼儿园有泸水市区幼儿园2所（编码S1、S2）、福贡

县城区幼儿园1所（编码X1）、镇中心幼儿园2所

（编码Z1、Z2）、村幼儿园14所（编码C1-C14，号码

按照走访的先后顺序编排），共计19所幼儿园，走

访以村幼儿园为主。另外走访了几所中小学以

及当地唯一的一所职业院校。当前怒江州学前

教育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点突出现象与问题。

（一）怒江州幼儿入园率稳步提高，，与全国平

均水平仍有差距

1.“一村一幼”项目持续推进，为入园率提高

奠定基础

当前怒江州学前教育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

体现在“一村一幼”项目的持续推进。在山区乡

村走访时发现，多数幼儿园是新建幼儿园，还有

大量正在建设中的幼儿园或者刚建好尚未投入

使用的幼儿园，甚至在偏远的高海拔村落也不乏

正在建设中的幼儿园。2018 年全州幼儿园从

2012年的25所扩充到290所，其中包含6所民办

幼儿园。幼儿园在数量上得到快速的发展，得益

时 松，苏 德，张盛蓉：教育脱贫视阈下边境乡村学前教育发展的田野研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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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村一幼”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为提高

幼儿入园率奠定物质基础。2018年在园幼儿从

2012年的8495人增加到15043人，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从25.95%提到到66.06%①。

2.学前免费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家长对学前

教育的支持

自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怒江州全面实施十

四年免费教育。具体的学前教育政策如下：一是

学前二年教育免费政策，从2016年秋季开始，对

学前二年在园幼儿按照每生每年2200元的标准

免除保教费；二是学前二年建档立卡户儿童生活

补助政策，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学前二年

建档立卡户在园儿童按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

给予生活补助；三是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资助政策，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学前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进行资助，资助面为在园儿童

总数的10%，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元②。学前

二年教育免费政策的落实，提高了广大乡村地区

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对提高怒江州幼儿入园

率的大有裨益。

3.纵向发展取得较大进步，横向比较入园率

有待提升

在纵向发展上，就怒江州自身学前教育发展

速度而言，怒江州在原先非常薄弱的教育基础

上，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其学前教育在数量与

规模上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尤其在幼儿入园率

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横向发展比较上，

怒江州幼儿入园率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差距。

2016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77.4%，而

怒江州现在还没有达到2016年时的全国平均水

平。怒江州与同是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其

他州相比，其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也相对滞后，比

如凉山彝族自治州2016年底全州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已达到了83.4%[30]。

（二）怒江州教师队伍问题，，是制约学前教育

质量发展的短板

1.幼儿园教师数量不足，乡村地区“一师一

园”现象普遍

怒江州幼儿园普遍存在教师数量短缺问

题。例如，S1幼儿园是市里规模很大的新建园，

据副园长反映全园将近八百个幼儿，按照当前的

师幼比配备标准，还需要再补充19位老师。乡村

幼儿园教师缺额更严重，乡村地区“一师一园”现

象普遍，即一个教师负责整个幼儿园。幼儿园就

一位老师，没有保育员、门卫、厨师等，一人包干

了所有工作。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走访C9幼

儿园时，大门紧锁，敲门无人应答，最后是孩子帮

忙给我们开门。因为C9幼儿园就一位教师，园里

的所有事务都需要这位教师去做，忙前忙后。此

外，幼儿园普遍存在大班额现象，一个班三四十

位幼儿现象很常见。Z1中心幼儿园小班36人、中

班41人、大班40人，班额皆超过国家标准。

2.乡村地区幼儿园教师多为志愿者，队伍稳

定性有待提升

乡村地区幼儿园教师普遍比较年轻，多数是

志愿者。志愿者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志愿者，实为

当地政府聘用的临时代课教师。这些志愿者并

无编制，有三险（意外险、医疗险、失业保险），一

个月工资仅两千多元。志愿者公开选聘，有面

试、体检、考核环节，学历普遍不高，中专、大专学

历居多，也有高中学历的。尽管怒江州在2019年

招募学前志愿者631人，但是此补充数量与学前

教育规模快速扩展对幼儿园教师的需求量相比，

只是杯水车薪。除了志愿者，在更为偏远一些未

通水泥路的乡村幼儿园，还有一些临时代课教

师，一个月工资一千多元。因为志愿者、临时代

课教师是非编制内正式教师，加上工资低等因

素，也存在一些离职现象，教师队伍稳定性有待

提高。

3.乡村地区幼儿园有不少转岗小学老师，适

应性需要增强

一方面乡村幼儿园急需大量教师补充进来，

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数量减少而剩余出一些乡村

小学教师，因此一些小学教师转岗到乡村幼儿园

任教，这种现象很普遍。转岗过来的教师年龄普

遍偏大，有些则即将退休，不乏男性教师。在与

一些学前专业背景出身的教师交流中得知，部分

转岗教师不太适应幼儿园工作。C11幼儿园园长

表示“尽管政府组织了培训，但是之前就曾出现

过一些小学老师因为无法适应幼儿园工作，最后

申请调回小学的现象”。也有部分教师继续留在

了幼儿园，但很难转变以往的教学方式，适应性

较差。

4.乡村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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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化现象普遍

走访的几家市县幼儿园，其教师的专业素养

普遍较高，课程与游戏的组织能力也较强。乡村

幼儿园与市县幼儿园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不仅体

现在园舍硬件建设上，更体现在教师队伍的专业

化水平上。乡村幼儿园使用的教材类型比较杂，

政府配备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比较普

遍。在多数乡村幼儿园，此教材整体使用频率不

高。这一发现与曹鑫莉等人在云南其他地区的

调研结果一致[31]。比如，C3幼儿园墙壁悬挂的听

课记录表（听课时间为2018年4月份）显示某幼

儿园的数学活动“认识加与减的算法”中有30以

内的加减法。

教师的专业素养低，还体现在教师缺乏课程

与游戏的创生与组织能力。比如，在笔者与一位

教师交流过程中，几位调皮的男孩捏着一只很大

的螳螂给老师看，老师的反应是让其尽快扔到垃

圾桶里。一只螳螂可以引发很多与螳螂有关的

主题活动。关键在于乡村幼儿园教师是否有课

程创生的意识以及后续实施延展课程的能力。

乡村除了螳螂还有蚂蚁、麻雀等丰富的自然资

源，也有很多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如服装、

饮食、民族传统故事、音乐等。针对乡土资源进

行开发与利用，可以永葆乡村幼儿园生成课程与

游戏活动的活力，同时丰富幼儿的游戏与生活，

摆脱长期依靠外在教学资源捐赠或上级教育部

门分配教学资源的现状。

（三）乡村幼儿园户外活动充分，，但一一日生活

活动环节不健全

1.乡村幼儿园户外活动时间与空间充分，幼

儿自由活动为主

值得称赞的是乡村幼儿园普遍的最大优点

是户外活动时间和空间比较充分，而且以自由活

动为主。在时间上，几乎所有乡村幼儿园都有大

段的户外活动时间。调研中发现很多户外游戏

活动是由幼儿自发的，很多教师无心也无力组织

户外活动。户外自由活动减轻了教师的工作压

力，比如调研中我们看到一位教师依靠在一堵矮

墙边晒太阳，孩子户外活动时间成为一些教师忙

里偷闲的时间。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保教质量较

低的情况下，教师给予幼儿户外自由活动时间，

反而充分释放了孩子游戏的天性。在空间上，怒

江州地势陡峭、平地很少，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几

乎所有的乡村幼儿园附近都有一个篮球场。篮

球场附近一般会靠近村居委会，平时也对附近居

民开放。几乎所有的幼儿园都配备了较为丰富

的户外体育器材，如滑滑梯、儿童三轮车、脚踏车

等。为幼儿的户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2.乡村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环节不健全，影

响幼儿健康成长

整体来看多数乡村幼儿园只是在履行看护

的责任，粗放型特点鲜明。走访的城市与县城

幼儿园办园较规范，办园条件较好，有着良好

的一日生活活动安排。到了乡镇幼儿园，尤其

是到了乡村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环节尚不健

全，多数没有晨检、盥洗、喝水、午餐、午睡等环

节。一些重要生活部分环节的缺失不利于幼

儿的健康成长。

第一，喝水环节缺失。多数村幼儿园都没有

喝水环节，也很少看到有幼儿自带水壶来园。喝

水环节缺失，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多数乡

村幼儿园没有建立健全的生活常规，幼儿在园的

学习与生活比较随意；二是教师也缺乏让幼儿补

充水分的意识；三是乡村幼儿园多数实行半日

制，幼儿在园时间不长，即便不补充水分，也能扛

过去；四是部分幼儿园没有通水电，不具备为幼

儿提供饮水的条件。当问到C9幼儿园老师如何

解决幼儿喝水问题时，教师说“我自己喝水都是

问题，我要从比较远的地方打水，幼儿有需要喝

水的，我也会给幼儿倒些水喝”。乡村幼儿园幼

儿普遍户外活动量比较大，不及时补充水分不利

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第二，午餐环节缺失。村一级独立设置的幼

儿园几乎没有午餐环节，小学附属幼儿园一般都

会有午餐环节。政府实施了免费营养补助计划，

乡村幼儿园一般会在幼儿快离园期间（下午三点

半至四点）给幼儿发一个煮熟的鸡蛋和一杯盒装

牛奶，鸡蛋一般是教师自己煮。多数孩子会在幼

儿园当场把鸡蛋吃了、牛奶喝了，也有少量幼儿

会带回家。多数村幼儿园没有午餐环节：一方面

主要受客观条件限制，幼儿园没有做饭的条件和

人力；另一方面受当地饮食文化习惯影响，多数

人当地早饭9点半到10点之间，下午3点左右吃

晌午饭（类似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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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午睡环节缺失。多数村幼儿园的幼儿

不午睡。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具备午睡的条件。

走访中只在C5幼儿园二楼看到了一些小床和被

褥，但是教师说“因为幼儿多床不够，所以现在午

睡室也不用”。其他村幼儿园基本都没有午睡

室、被褥、床垫。与小学一起的乡村幼儿园都会

组织正常的午睡环节，可能是为了和小学生保持

一致。在一所小学附属幼儿园，笔者看到一位男

教师在专门的午睡室看管幼儿午睡，午睡的环境

良好、场地宽敞、被褥干净。另外两所镇中心幼

儿园也都有午睡室。

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学前教育进一一步

发展建议

英国剑桥大学 Colclough 指出，教育的经

济功能实现被经常忽略的一个前提是教育本

身的质量[32] 。而学前教育发展要立足于优质的

保教服务，这样才能有利于教育脱贫良好功能

的实现。

（一）建立优质教师补充机制，，试行“少数民

族学前免费师范生计划”

已有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在场师幼比

的提高，幼儿的学习结果与参与度、教师对个体

幼儿的关注度和评价的准确度均有所提高”[33]。

幼儿园教师的数量是否充足直接影响着保教质

量的提升。幼儿园教师数量短缺严重制约着怒

江州学前教育的发展。针对少数民族深度贫困

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条件、教育发展

基础等现状，若想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的优质

幼儿园教师队伍，则需要因地制宜地建立教师补

充机制，可以尝试实施“少数民族学前免费师范

生计划”，除了免费培养共性特点外，本文针对以

下几个特点的特殊性加以说明。

1.定向招生

定向招生是指针对怒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

地区招收学前教育专业生源。定向招生则是因

为：一，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招聘幼儿园教师

难。外省市户籍教师很少会来此地工作，即便来

了也很难长久立足扎根。本地生源教师则更倾

向于返回家乡工作，并能保证后续教师队伍的稳

定性。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需要双语教育。

在少数民族幼儿园推行双语教育有益于少数民

族语言与文化传承、有利于幼小衔接开展、有助

于增强国家认同感等[34]。调研走访时发现，很多

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如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不少山区乡村幼儿园的幼

儿只会说很少的汉语，所以非本民族生源教师难

以胜任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工作。

2.降分录取

免费师范生一直以来只针对本科生，但是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生源学业基础薄弱，

按照正常的本科标准招收免费师范生，且要求

定向回乡村长期工作，必然存在生源上的短

缺。考虑到当地教育发展水平整体落后，高考

人数也很少，而且每年高考二本线过线率很低，

所以需要降分录取。大幅度降分录取本科生不

太现实，因此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免费师范

生计划应主要针对少量本科生与多数大专生两

类培养对象。本科生少量培养主要是为市与县

城输入优质师资，而大专生培养的量比较大，主

要由于乡村幼儿园教师缺口很大，其主要就业

方向是乡村地区幼儿园。

3.异地上学

异地上学主要是由于本地区不具备培养优

质幼儿园教师的能力。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

落后，以怒江州为例，虽然是市级别地域单位，但

是却没有一所本科院校，甚至没有一所大专院

校。笔者走访了怒江州唯一的一所中专院校，其

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力量薄弱，仅一位新入职的学

前教育专业背景且具有硕士学历的教师。即便

国家实施民族教育倾斜政策，这所学校短期内也

难以升格为大专或本科院校，所以短期内学前师

资培养需要由其他地区高校来承担。

4.定向就业

定向就业是预防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生

源教师毕业后出现毁约情况。因为深度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落后，且地势导致交通不便利，免费

师范生毕业后难免会受到发达地区工作的吸引，

从而出现违约行为。因此，必须要硬性规定回生

源所在地工作，如违约则要支付高昂毁约费，以

制约其不违约。同时要提高山区乡村幼儿园教

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并建立优秀大专学前免费师

范生后续向城市地区幼儿园工作调动的上升机

制，吸引其主动回生源所在地工作，安心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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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补充优质的临时保教人员，加强乡

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培训

1.加快补充临时代课教师，积极探索临时教

师转正机制

“少数民族学前免费师范生计划”是长效机

制，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当前师资大量短

缺的突出问题，最为快捷的方法是加快补充临时

代课教师。为避免饮鸩止渴，还需要保证临时教

师的质量。当前怒江州乡村很多幼儿园教师志

愿者，本身就是临时代课教师，属于较正式的由

官方组织的临时代课教师，经过考核选拔的幼儿

园教师志愿者能保证教师的相对质量。当地政

府可以加大对幼儿园教师志愿者的招募力度，缓

解当前幼儿园教师紧缺的燃眉之急。已经在职

的很多乡村临时幼儿园教师顶着繁重的工作压

力，他们兢兢业业，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幼教事

业。多数教师家就住在乡村幼儿园附近，工作相

对稳定，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少

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幼儿教育的顶梁柱。因此

我们可以借鉴以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成

功经验，积极探索建立当前优秀临时幼儿园教师

转为正式编制教师的上升机制，给予当前工作的

临时教师对职业发展的希望，同时提升其对当前

工作的热情。

2.挖掘乡村赋闲妇女劳动力，就近聘请临时

保育员

当地政府可以低薪从乡村幼儿园附近聘请

一些临时保育员，消灭乡村幼儿园一位教师包班

或包园现象，缓解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比如

调研时发现，一位年轻母亲的大儿子在幼儿园上

学，自己平时在家闲来无事，于是这位母亲将自

己2岁的孩子带去幼儿园，同时陪伴大儿子。少

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以从乡村幼儿园附近招

聘类似条件的保育员，尤其是受过教育且比较年

轻的妇女。调研中发现不少年轻妇女在家看护

幼小孩子或赋闲在家，当地具备不少类似人力资

源。只有通过快速增加人力的方式，尤其是增加

大量保育员的手段，缓解当前幼儿园教师的工作

压力，将教师从琐碎繁重的保教工作中解放出

来，教师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不断优化保教品质。

3.因地制宜，依托市县幼儿园建构在职幼儿

园教师培训体系

学前教育精准脱贫的关键在于保教质量的

提升，加大在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培训，打造一

支优秀的幼儿园教师队伍，是保障少数民族地

区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35]。怒江州幼儿园

教师的在职培训具有特殊性，既要注意发挥传

统培训模式的优势，又要注重因地制宜建立适

应地方的培训模式。怒江州地理位置偏僻，没

有火车站、没有飞机场，外出交通不便，地方教

育经费不宽裕，加上教师本身数量就非常短缺，

将大批教师送出去学习培训成本高，并不适合

将大量教师派出去学习。当地也没有大专和本

科院校，唯一的一所中专院校虽然有学前教育

专业，但是师资力量薄弱，并不具备培训当地幼

儿园教师的能力。

目前能很好解决当地在职幼儿园教师培训

的突破口在市级幼儿园和县级幼儿园。以泸水

市幼儿园为例，其新建幼儿园占地规模较大，办

园硬件条件优厚，有宽阔的大型室内活动场地，

教师专业化水平整体较高，幼儿园课程与游戏建

设也比较科学合理，还曾开发过具有地方民族特

色的园本课程，在地方学前教育发展中起着领头

羊作用，可以作为当地在职幼儿园教师培训的基

地。与几位幼儿园领导商讨此事时，也得到了幼

儿园领导的认可。因此在职幼儿园教师培训，可

以将高质量的县市级幼儿园作为基地，定期组织

镇、乡村幼儿园教师来园培训。县市级单位优质

幼儿园园长、副园长、骨干教师，既是培训者，负

责对下属乡镇、村幼儿园教师组织培训，同时也

是被培训者，以种子教师的身份被派出去外出学

习。外来专家可以依托县市级优质幼儿园送教

上门，对县市、乡镇以及村骨干幼儿园教师进行

集中培训,以此不断提高当地幼儿园教师的专业

化水平。

（三）改善办园的物质条件，，完善在园生活环

节，加大专项资金投入

怒江州乡村幼儿园硬件建设最近几年取得

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尤其是在饮水、午餐、午睡等关系幼儿健康成长

方面的建设上，急需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幼儿健

康成长。园舍房屋建设资金投入大，政府已基本

完成园舍建设任务。改善饮水、午餐、午睡条件，

虽然也需要资金投入，但是相对较少，能相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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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当地的财政压力。广大乡村幼儿园，园舍建设

在空间上基本都够用，甚至很多幼儿园有不少闲

置空间。所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办园条件

相对容易些。喝水、午睡、午餐以及教学设备等

条件的改善，需要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政府教

育部门也需要加强业务指导，帮助乡村幼儿园开

展健全的在园生活环节。

需要注意的是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基于资金

的进一步投入。因为当地政府可能因为财政紧

张而无力为乡村幼儿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

支持。调研时一位扶贫办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教

育政府私下非常讨厌外边的捐款，比如捐款200

万投资挂名建设一所中学，但是这200万根本不

足以支撑一所中学的建立和后续开办，反而会增

加当地政府的财政压力，所以如果不是“包揽式”

捐赠，当地教育部门会很头疼，存在后续资金欠

缺问题。走访时发现，泸水市教育局、福贡县教

育局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大楼，办公地点则借用幼

儿园园舍或中学校舍。福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

表示教育局现在已是负债累累。因此如何解决

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财政紧张问题需要重点考虑，

庞丽娟等人指出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加

强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应以省级财政为主，而

市级财政为辅[36]。只有协调好后续教育资金支

持问题才能加快和真正落实好少数民族深度贫

困地区学前师资补充机制。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19年9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怒江州基础教育发展情况交流材料”。

② 资料来源于泸水市教育局教育惠民政策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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