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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在于规制性要素的摇摆和抽象；规范性要素的笼统与运

行无序以及文化-认知因素的制约与早期教育价值迷失。从系统构建“去小学化”的政策体系、重构幼儿园教育的特定角色和

运行规范、重塑社会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的共同认知图式是农村幼儿园走出“小学化”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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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ing Young Children Primary-school-level Lessons”in Rural Kindergartens has long been a problem hard to
be uproo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shaky and abstract regulatory factors, the overgeneralized norm and irregular operation, and the loss of the value of early ed⁃
ucation.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teaching young children primary-school-level lessons”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an effective
wa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constructing corresponding policy system, reconstructing the special role and operation norms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remodeling the whole society’s common cognitive schemas of to the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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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是指在幼儿园阶段采

用类似小学阶段的教学模式、教育手段、教育方

式、评价方式，在教学目标制定和教学内容设计

上模仿小学的教育现象。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本质上是对“儿童发展中心”的悖离，妨碍了幼儿

园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幼儿园教育“小学

化”治理是幼儿园教育的内在本质需求，更是化

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办学危机的应然之举。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

纪80年代。研究视角包括利益相关者、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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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新制度主义等。具体而言，拓春晔[1]从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课后要求等方面讨论了幼

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时艳芳，吕晓炜[2]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采用扎根

理论全面分析了学前教育“小学化”“为何”与“何

为”；姚刚，李华等[3]运用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从

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三个层次探寻了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并从儿

童观、教师专业发展、政策与监管等方面提出了

对策；刘莉，李祥[4]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从政策

的目标、执行、评价监督三个环节分析幼儿园教

育“小学化”的原因，明确提出了从幼儿园课程、

政策制定、监督问责三个方面构建治理机制；郑

玉莲，吴俊华[5]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在对贵州

456所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相应的策略。以上分析视角均较为宽泛，缺乏对

农村这一特殊场域的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困境

的深度探究。正如李静，曹能秀[6]等认为：“小学

化的产生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因素，小学化的治

理不能一刀切，需要置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境

中进行全面整体考虑。”那么，农村幼儿园“小学

化”治理困境的表征及原因是什么呢？“一时一

地”的治理策略是什么呢？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仅是教育的表象，深层

则是政府、市场、家长等多方力量、权力、利益综

合交错的博弈。博弈主体的差异导致不同幼儿

园“小学化”程度呈现独特的图景。总体来说，农

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程度远重于城市幼儿

园。农村地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小学化”治理，不

仅关乎教育理念的变革、还关乎幼儿园系列实践

要求，涉及多主体的、多维度的、全面的、系统的

调整。为此，笔者尝试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

域，在呈现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的

表征、分析其制度困境的基础上探析解决策略。

一一、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域

新制度主义拓展了制度的内涵，认为制度是

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等组成的相对

稳定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法

律、文件、政策等正式制度，还包括行为规范、文

化认知等层次的要素。斯科特（Scott,W.R.）将

其概括为：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

知性要素。规制性要素是指明确的、外在的各种

规制过程，规则设定，奖励和监督活动；规范性要

素是指某种约束性的期待或社会角色职责，其涵

盖了行动者所偏好的某种价值观及相宜的方式、

手段等所要结果的合法规范；文化—认知要素是

指集体的理解和共享的信念对个人或者组织行

为选择产生的影响，行动者受其影响作出的某种

选择被视为是“当然而然”的[7]65。以上三要素彼

此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的基

础。上述“三要素”为分析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框架与适宜的分析

视域。

二、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的困

境表征分析

（一）规制性要素的摇摆与抽象

一方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表现

在“小学化”治理政策的摇摆与复归。1952年教

育部颁发试行《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明确规定：

“幼儿园不进行识字教育，不举行测验。”1960年，

《教育部、全国妇联关于在幼儿园教学汉语拼音、

汉字和算数的通知》则大力倡导在幼儿园阶段进

行语言和算数教学，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

198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教

育纲要（试行草案）》指出：“要防止幼儿园教育小

学化、成人化。”并规定“幼儿园不考试，不留家庭

作业。”近十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系列政策，如《关

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和纠正“小学化”现

象的通知》、《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

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等不断加大密度、加强力度治理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可见，从“小学化”治

理政策脉络来看，建国后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经

历了坚决反对阶段（1949-1960）；大力提倡阶段

（1960-1976）；转变立场、重禁阶段（1977-1999）；

坚定立场、深化严禁阶段（2000年至今）。显然，

“小学化”治理本身经历了政策的摇摆和复归过

程，也经历了“小学化”的内涵从简单到丰富发展

的过程。鉴于前后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加

上制度影响本身的延续性和滞后性，造成了“小

学化”治理困局的历史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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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表

现在“小学化”治理政策的抽象化。从国家顶层

设计来看，“小学化”治理规定了必须杜绝幼儿园

教育“小学化”问题，但是，缺乏对“幼儿园应该做

什么？幼儿园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幼儿园课

程设计应该怎么样？”等问题明确化的、强制性的

制度设计。由此导致农村幼儿园遭遇规制下的

“合法性危机”。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

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2018）为例，

该《通知》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提出了更

明确的五大治理任务：“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

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整治“小学化”教育环

境；解决教师资质能力不合格问题；小学坚持零

起点教学。”然而，“小学课程内容”与“非小学课

程内容”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理解“零起点教

学”？“零起点教学”是不是要在幼儿园放弃“教

学”？如何区别“零起点教学”与“幼小衔接”？这

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细致的、可操作性的界定，从

而导致“小学化”治理仍旧停留在“口号式治

理”。具体到农村幼儿园，过于一般性和笼统性

的规定以及缺乏相关利益者保障机制，让制度呈

现出更加抽象化形态。这种抽象化的直接后果

是，农村幼儿园在执行“小学化”治理过程中产生

较大的“自主空间”和“随意性”。课题组对楚雄

州农村地区25所幼儿园进行抽样调查发现：附属

于小学的学前班“充分”使用现有资源“自主”开

展“古典诗词背诵”“识字”“算术”的比例分别为

78.3%，87.5%，90.6%；而民办幼儿园开展“古典诗

词背诵”，“识字”，“算术”的比例分别为67.5%，

88.9%，93.5%。显然二者之间在“小学化”方面没

有显著差别，且程度较高。

（二）规范性要素的笼统与运行无序

从幼儿园相关的专业规范来看，《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2001）、《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2012）、《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2012）、《幼

儿园工作规程》（2016）等有关幼儿园培养目标、

办学质量规范、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质量等

政策文件，提出了一些指南性的建议，内容大都

比较笼统和宏观，针对幼儿园的硬性设置相对具

体，而软性设置如幼儿园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

学方式、环境设置、评价管理、制度监督等方面，

没有一套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执行标准

和程序。相关规范的笼统和抽象，对不同时空的

幼儿园难以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从幼儿园师资培养和职业发展来看，一方面，

随着《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颁布，幼儿园

教师的专业属性得到了政策上的承认，但在具体

实践中，幼儿教师的专业性很少得到认可。范昕，

李敏谊[8]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认知及其形成过程中

的逻辑分析发现，我国幼儿园教师职业认知经历

着由“替代母亲”（教养员）向专业人员再到“研究

者”转变的过程，而这一历程既体现在政策文本

上，又体现在幼儿园教师队伍发展的空间差异

上。在农村地区，将幼儿园教师看作“替代母亲”

的认知普遍存在。课题组在楚雄州农村走访调

查，多位幼儿家长表示：“幼儿园老师就是要有爱

心、有耐心”，“像妈妈一样给娃娃喂饭、擦鼻涕、把

尿尿……他们还小哦”，“初高中生也可以干好幼

儿园的工作嘛”……这有力地佐证了农村普遍存

在的“替代母亲”观点；另一方面，幼儿园教师的准

入、评聘、晋升等制度上的漏洞抑制了幼儿教师专

业发展。首先，农村幼儿园教师准入制度不严，尤

其是农村民营幼儿园或者小学附属学前班，尽管

教育部明令幼儿教师需“持证上岗”，但事实上，公

立幼儿园教师大多为中小学转岗教师，而民办幼

儿园大多招聘低学历或非专业的教师。孙晓慧，

唐梦灵，粟玲[9]对西部贫困地区转岗幼儿教师调

查发现：专业自信度为16.1%，8.5%认为自己拥有

良好的专业发展前途，对幼儿园工作环境“完全认

同”的比例为21.7%，而“完全不认同”的比例高达

55%。显然，缺乏科学性的“转岗”制度、对工作环

境的低认同度、非专业的教师必然导致幼儿教育

的“小学化”积重难返。

其次，幼儿园教师独立职称体系和评价制度

的缺失。长期以来，幼儿园教师的职称晋升体系

从属于小学，没有独立的职称晋升，更遑论由于

办园性质的不同、事业编制的压缩，幼儿园教师

的职称晋升几乎“形同虚设”。幼儿教师的年度

考核、职称评聘等遵循的是“小学教师职称体系”

且“论资排辈”，缺乏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和双向反

馈制度，由此带来的是幼儿教师专业资质的丧

失、幼儿教师专业自主权的丧失和专业发展积极

性的丧失。

最后，农村幼儿教师职后教育“小学化”。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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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受专业素质基础薄弱的

影响，农村幼儿教师职后教育在内容与方法选择

上小学化倾向显著。”[10]且当前培训“过于强调幼

儿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与教材教法，缺乏针对

性。”[11]可见，“小学化”倾向与“针对性”缺乏的职

后教育忽视了农村幼儿教师教育需求，加深了农

村幼儿园教育的“小学化”。

（三）文化—认知因素的制约与早期教育价

值迷失

新制度主义将制度本身视为组织或者个人

的“意旨性行为的制约因素”，即能够看见的行为

方式，往往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对“合适”或者

“不合适”的共同认知，这种认知，又极大取决社

会文化价值和家长的行为文化。

从农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来看，我国有着传

统的“教化”定式和“重智”思维，即主张灌输和教

化，主张惩戒，不主张游戏、创造和玩耍。认为

“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强调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虽然受到

现代幼儿教育思想的影响，但“重智”传统伴随着

精细化育儿、竞争型育儿再度加剧了“小学化”。

课题组对楚雄州农村幼儿家长“幼儿教育过程重

要还是结果更重要”的调查显示：27.5%的幼儿家

长认为“过程更重要”；72.5%家长认为“结果更重

要”。显然，基于智力结果的幼儿教育更受到幼

儿教育关键投资者—家长的认同。在以楚雄州A

村进行个案调研时，统计分析123个幼儿入园倾

向，数据显示：15人倾向在省城入园；13人倾向在

州市入园；26人倾向在县城入园；19人倾向在乡

镇入园；50人倾向在村中入园，前四者合计73人

（占比59.35%）。可见，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

农村家长“力拼”创造更好的幼儿学习环境，以实

现更好的人生结果。

同时，农村家长尤其是低学历人群家长，对

幼儿园教育有着非理性的教育需求，具体体现

为：家长需要一种“可视化”的“教育产品”来看到

幼儿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成效，如“是否会背‘三字

经’、‘诗歌’”、“是否会数数”、“是否会写字”、“是

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等等。在竞争激烈的农

村幼儿教育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私营幼儿园的

趋利性使幼儿园脱离幼儿内在人格发展的“道

德”理念，以自己的教育产品“迎合”家长需求为

最高原则。相对地，如何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如何促进幼儿的自主学习、幼儿的德育、体育、美

育等的教育全面或部分地被智育“掠夺”或“侵

占”。由此导致现实中的幼儿园逐渐偏离了幼儿

的主体地位和生活教育的轨道，并逐步滑向追求

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深渊，“小学化”教育必然不可

避免。

三、农村地区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困境

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一）路径依赖与政策供给不足

新制度主义认为，当某种业已稳定的模式和

运行逻辑性形成，那么，组织将由此出现“路径依

赖”和遵从的“惯习”。简言之，“路径依赖”、“惯

习”推动着场域中的个人或组织沿着固有或原来

的路径前进，并呈现“收益”递增的趋势，若变换

“固有或原来的路径”的总体成本特别高。尽管

政府出台系列“去小学化”治理政策，但某项政策

的出台并不能给予充分的制度供给以摆脱路径

依赖。对于农村地区幼儿园来说，其具体的组织

实践和结构深深嵌入当地场域的实践程序和网

络中，这种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改变，都要

求以很多其他要素的变革为前提条件。具体而

言，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必须与政府财政投

入、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机制的变革、幼儿教

师师资变革、职称晋升机制、幼儿园制度管理、幼

儿园课程自主权等交织在一起，这种“制度网络”

往往要求“牵一发必须动全身”，即只有当国家

“小学化”治理政策出台后再出台相应的配套政

策以形成政策的相互匹配和互补，制度之间才不

会出现相互拆台的行为，否则，新的政策会被原

有的制度牵制，将新制度拉回原有的制度轨道。

这就要求围绕着“小学化治理”为核心，形成一种

前后衔接一致、左右相互协同的制度网络，方能

走出路径依赖，创设农村幼儿园教育“非小学化”

发展的新制度场域。

（二）技术规范缺失与师资队伍稳定性偏低

幼儿园作为典型的强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的

组织，遵循制度环境的“要求”是赢得合法性、求得

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事关幼儿教育的本质性的技

术环境，如，“如何体现幼儿园教育的本质？如何

开展幼儿园教育与教学？如何彰显幼儿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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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课程、评价特点？如何体现幼儿园教育阶段

与其他学段的差异性、独特性、连续性？”等在“制

度环境”中是不充分的。尽管《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对幼

儿园教育开展做了宏观的理论指导，但对于师资

力量匮乏、财政投入薄弱这样“积贫积弱”的农村

地区幼儿园来说，如何理解、内化并践行相关政

策，如何开展幼儿园教育活动，缺乏必要的操作性

指导。由此，“茫然失措”的农村幼儿园，能且只能

在学校系统中扮演“一个按序升级的竞赛体系”的

最基础的部分，将幼儿园教育理解为“小学的预

备”。尤其是附属与农村小学内的幼儿园或者学

前班，在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均源于小学，模仿小学。

幼儿教师是预防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的关键主体。即通过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

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来预防和纠正小学化

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手段。龚欣，李贞义，由由[12]

以湖北省64所农村幼儿园教师为调查对象，结果

显示：29.7%农村幼儿教师具有流动意向，其中职

业内流动比例为 56.7%，职业外流动比例为

43.3%；流动方向上，向城市流动比例高达87.6%，

中小学教师是职业外流动的首选；流动原因主要

为工资待遇低、工作与家庭失衡、职业发展需求满

足感较低等等。李云淑[13]对福建省老区农村幼儿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幼儿教师对于工作

收入、文化休闲生活不满意度较高，“非学前教育”

类教师生活质量显著低于“学前教育”类教师。由

此可见，在城乡学前教师师资配置失衡的背景下，

农村幼儿教师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均偏

低，师资队伍的稳定性较低，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了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幼儿园的“市场逻辑”与城乡二元

结构下的教育失范

一方面，“市场逻辑”统治着农村幼儿园。据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4]，民办幼儿

园17.32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比率为61.59%；民办

在园幼儿2649.44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量比

率为56.20%。在学前教育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的

背景下，民办园占据了农村幼儿60%以上的市场

份额。幼儿园教育企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幼儿园

关注市场价值，以追求经济效应的最大化为核

心。市场的趋利性要求企业化幼儿园“迎合”家

长的教育需求以实现自己的生存发展目标。在

关注幼儿内在人格发展的“道德人”与追求经济

效益的“经济人”之间，由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

和相关其他福利支持，农村幼儿园必然倒向后

者。这也是企业化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程度严

重于公办园、农村幼儿园严重于城市幼儿园的关

键原因。可见，区别于公办幼儿园的制度逻辑和

“合法性逻辑”，农村幼儿园更多尊崇是“市场逻

辑”和“合理性逻辑”。

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系下，城乡

教育鸿沟不断持续加大。李军令，夏茂林，李军

慧[15]基于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城市取向”的学

前教育服务供给政策导向、城乡分割的学前教育

体系、市场导向的学前教育投资导向等导致城乡

学前教育在服务数量、质量等方面呈现失衡性、两

级分化的显著特征。“失衡性、两级分化”的学前教

育资源配置现状导致学前教育质量体系的两个极

端。城市一端是优质，管理规范、理念先进、师资

强大；农村一端是低质，管理失范、理念落后、师资

匮乏。当前，农村家长“千方百计”将幼儿或送入

乡镇幼儿园、或送入县城幼儿园、或送入州市幼儿

园、或送入省市幼儿园。“无计可施”的农村家长即

便了解附属学前班、企业化幼儿园教授“小学化”

知识，但迫于资源所限与社会竞争等的系统压力，

只能通过“小学化”、“抢跑”补齐“差距”，以免“输

在起跑线上”。

四、农村地区幼儿园“小学化”治理的制

度重构

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以

及“小学化”合法性动员的现实背景下，部分农村

幼儿园或是为了获取政府资金和优惠政策，或是

基于政府的行政强制挟裹而进行“小学化”治

理。然而，如果幼儿园教育行动者、家长等不能

对“小学化”的危害和对幼儿园教育本质的理解

达成共识，不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范式，农村地区

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也无法得到根本的治

理。显然，农村幼儿园取得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合

法性支持是“去小学化”治理的关键。因此，必将

为农村地区幼儿园构建有效的、具有适应性的、

充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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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系统的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

政策体系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有赖于政府进一步

制定具体的全面系统的制度规则，围绕幼儿园教

育“小学化”治理从财政配置、师资培养、利益分

配、激励机制、管理制度、自主权利等方面进行体

系化的变革。以系统论的视角构建幼儿园教育

“去小学化”治理的配套制度体系，使各项制度体

系形成制度联合体，从而激励、引导农村地区幼儿

园教育行动者有动力、有能力、有魄力采取行动为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驱魅。具体而言，以《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

2020）》、《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

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教基〔2017〕3号）等为基本指

南，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的“乡村幼儿教师支持计

划”，同时，完善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财政、激励、

制度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从而为农村幼儿园教育

“去小学化”形成制度联合体。在具体制度方面，

特别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面推行普惠性

幼儿园，即附属于小学的幼儿园力争建成独立编

制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给予专项补贴，民办幼儿

采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予以财政补贴；第

二，明确与“小学化”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健全信息

监督和沟通平台，做好过程监督、常态监督，全面

监督；第三，对幼儿园形成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

对农村地区薄弱幼儿园，由政府组织实施帮扶，提

升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能力。只有实现

制度与制度的粘连，实现了制度之间的“协同效

应”,才能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提供强大的

动力。政府出台、构建的“小学化”治理政策应该

尽可能具体明确、可操作、可实践，从而破解幼儿

园教育“小学化”的治理制度困境。

（二）重构幼儿园教师的特定角色和运行规范

制度在本质上是与角色捆绑在一起的，从规

范性上重塑幼儿园教师的角色期待，通过价值观

和规范重构幼儿园教师特定角色期待，是可以引

导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的”。

第一，重塑农村教师特别是农村幼儿教师的

角色定位。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个人成长必

须以“农村或乡村”这一特定场域为中心，即在乡

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将农村幼儿教师重塑为农

村幼儿成长的引路人，农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协

助者，农村专业发展的自强者。

第二，培育与选拔符合农村幼儿需求的幼儿

教师。积极争取加入“‘三定向’培养农村教师计

划”，优先选拔熟悉农村、热爱农村、懂得农村的

大中专学前教育毕业生从事学前教育工作，从而

实现个人专业发展、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相互融合。

第三，鼓励在职的农村幼儿教师，按照“基于

农村”、“立足农村”、“为了农村”的原则编制绘

本、创设区角、开发游戏，同时，政府整合机构、设

立专门奖项给予奖励。

第四，提供系统的专业支持。通过设立位于

农村的“名师工作室”以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组

建区域性的农村幼儿教师发展联盟，高师院校学

前教育教师挂职农村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定期赴农村幼儿园实习实训等，从而实现农村幼

儿教师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动态优化、城市优

秀文明与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共生。

第五，构建与农村幼儿园教育相适应的教育

评价制度。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不同机构偏好

的标准，反映了其成员最热衷付出的类型[16]244。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

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

“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

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

全综合评价……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

育评价制度和机制。”[17]显然，构建符合学前教

育、农村幼儿教师的分类评价制度，将为农村幼

儿园教育“去小学化”提供根本性的制度支持。

通过以上系列行动可打破原有组织场域原有制

度的规范性基础，促使幼儿园教师自觉地向科学

的规范的幼儿园教育演进，促使关键行动者——

教师体验到外在规范制度的实质性压力，进而将

期待有效内化为一种制度性实践，重塑幼儿园教

育规范性期待。

（三）重塑社会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

的共同认知图式

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的合法性获取有赖于文

化——认知信念的强大支撑，一个组织得到的文化

支持程度越高，说明已经存在的文化系统和认知信

念为组织行为的解释程度越高。反之，得不到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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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文化支持的组织，说明与已经存在的文化

——认知系统是相悖离的，也是难以获取深层次的

文化合法性的。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治

理的根本困境在于：基于文化、环境形成的对幼儿园

教育认知偏见，导致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去小学

化”没有得到真正文化上的认可。

在行动者合作层面，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治理的“认知合法性”，离不开政府、教

师、家长等关键行动者，可通过“园校”合作、“家

园”合作、“政府、高校、幼儿园‘三位一体’合作”

等的制度化的载体为相关行动者的价值认同和

认识图谱的根本性改变提供系统支撑。具体而

言，在政府治理层面，必须认识到农村地区幼儿

园教育“小学化”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

过程，必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治理

方式，切不可采取“运动式”、“一刀切”的治理模

式，这必须成为政府管理者特别是教育管理者的

共同认知；在教师层面，必须认识到农村教师作

为新时代的乡贤、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自觉主动

为地方性知识、乡村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创新作出

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

科学技术等传递给农村，为农村的全面振兴作出

应有的贡献；在家长层面，必须认识到在城镇化、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自己的下一代入城读书、在

城发展是一种荣耀与快乐；返乡发展、享受天伦

亦是一种光荣与幸福，以“静待花开花落”的心

境，让儿童拥有一个完整和谐的童年，为精细化

育儿、竞争型育儿向“粗放型”育儿、成长型育儿

转变认知，进而改变幼儿教育的情感与行动，促

成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自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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