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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全国2223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围绕《纲要》颁行以来幼儿教师政策的两大目标“加快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和“依

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展开调查。调查发现：10年来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教师地位与待遇政策落实相对滞后，除

教师进修培训外，工资收入、社会保障、职称评聘、民办园与公办园差距等都与既定目标相差甚远。建议尽快出台《学前教育

法》；淡化编制制度，建立职称评聘制度，制定幼儿园教师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待遇改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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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between Reality and Policy: Effects，Problem and Future Thoughts
of the Policy on Preschool Teachers since the“Program”Enacted

YU Zhe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Jia 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15，China）

Abstract：The survey research，with 2223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has been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
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position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law since
China’s Middle-and Long-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2010-2020 has been enac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re⁃
markable effects have been produced in preschool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Yet，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position and
treatment is relative lag. The salary，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for preschool teachers，and
ga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gardens are still way off target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are made: the Chi⁃
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Act should be ena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establishment concept should be weakened; the evaluation sys⁃
tem of professional titles should be reformed; the wage standard should be se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the educa⁃
tional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should fav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treatment.
Key words：program; policy on preschool teachers; effect and problem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下文简称《纲要》）颁行以来，

10年间，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密集出台，学前教育

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学前教育能否有效改革，不仅在于政策的颁布，

更在于政策实施效果。作为幼儿教育的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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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教师不仅是学前教育政策的受众，又是

其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10年间幼儿教师政策

的实施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厘清这些，不

仅关系着幼儿教师的切身利益和幼儿教师队伍

的扩大、稳定，更关系着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和

学前教育改革的成败。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让堪

当教育改革支柱即称之为‘教师’的人力资源失

去自尊，丢掉自信，仅仅凭着增加教育拨款、调整

学校结构、修订教学大纲、重编教材课本，实现改

革教育的目标就遥遥无期。”［1］32

2020年是《纲要》实施的收官之年，对照幼儿

教师政策目标，检视实施的效果，进行现实与政

策目标的“对话”，有利于精准把握幼儿教师政策

实施短板，有利于为未来幼儿教师政策改革重点

突破的方向提供思路。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通过对《纲要》颁行以来有关幼儿教师政策

条款的集中分析①，发现主要围绕着两个关键目

标“加快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和“依法落实幼儿教

师地位和待遇”展开。前者包括：“核编、配齐”和

“严格准入”三个子目标。后者：包括工资、职称、

社保、培训四个子目标。按照这两个大目标和七

个子目标，自编调查问卷《〈纲要〉颁行以来幼儿

教师政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基本信

息和调查题项两部分，分别从编制、配齐、严格准

入、工资、职称、社保、培训这七个方面设计问题，

共20道封闭性单选题目。

（二）研究对象

利用问卷星向全国各地的幼儿教师随机发放，

共收到有效问卷2223份，其中来自农村园教师995

份②，城市园教师1228份；民办园教师907份，公办

园教师1316份，并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

和分析，同时就尚需深入了解的个别问题对部分省

份的幼儿教师和幼教专干进行了微信访谈。

三、研究结果

（一）成效

1.教师配备情况明显改善，师幼比提高，班容

量减小

教师配备情况主要由师幼比、保教人员配备

数量和班级容量三个指标来衡量。调查显示，经

过10年的发展，幼儿园教师配备情况明显改善，

师幼比提高，班容量减小，见表1。
表1 师幼比情况表

班级师幼比

1:5-1:7

1:7-1:9

1:10

1:11-1:15

1:16-1：20

总体比例（%）

21.64

15.11

24.38

27.17

11.7

农村占比（%）

20.80

13.77

22.71

26.33

16.38

城市占比（%）

22.31

16.21

25.73

27.85

7.90

据庞丽娟等调查，2010年全国平均师幼比为

1:26，城市地区是 1:12，农村地区低至 1:44［2］。

2013年我国出台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其

中规定：全日制幼儿园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1:

7-1:9。从调查数据来看，36.75%的被调查教师所

在班级达到了国家标准，且农村和城市差距不

大，农村占34.57%，城市占38.52%。

另外，总体符合2008 年联合国儿基会提出的

师幼比标准基线1:15［3］的班级占到88.3%。可见，

师幼比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从保教人员配备和班容量大小也可以

证实教师配备情况的改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

标准》规定：“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备2名专任教

师和1名保育员，或配备3名专任教师”，通常称

为“两教一保”。参与调查教师所在班级能达到

“两教一保”的占74.68%；班容量为20-35人占

73.87%。

以上三个指标相互印证，可以看出经过10年

发展，幼儿教师队伍数量得到有力充实，幼儿园

教师配备情况明显改善。

2.教师学历明显提升

教师学历高低是教师质量的评价标准之

一。接受调查的教师中，专科毕业占56.37%，本

科毕业占35.63%，硕士研究生毕业占0.58%，也

就是说92.58%的教师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见

表2。2010 年，我国 114.42 万名专任幼儿教师中

具有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为 0.1%，本科学历占

11.9%，而专科学历占48.3%、高中学历占36.2%，

高中阶段以下学历占 3.5%［4］。与10年前幼儿教

师学历88%集中在专科及以下相比，教师学历得

到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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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师学历情况表

学历

占比（%）

硕士研究生

0.58

本科

35.63

专科

56.37

高中

5.94

初中及以下

1.48

3.培训机会增多，满意度较高

2010 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

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十条》），要

求“三年内对1万名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

国家级培训。各地五年内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

进行一轮全员专业培训”。从调查来看，83.09%

的教师认为自己近10年来培训进修机会增加，对

培训效果也很满意。且农村与城市园教师、公办

与民办园教师之间的差距不显著，见表3。洪秀

敏等研究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5］。

表3 培训情况表

是

否

总体

83.09%

16.91%

农村

85.43%

14.57%

城市

81.19%

18.81%

公办

84.65%

15.35%

民办

80.82%

19.18%

4.城乡教师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差距缩小

调查显示，城乡幼儿园教师工资收入、享受

社保差距明显缩小。67.53%的幼儿园教师月工

资收入集中在2001-4000元之间，在这个集中区

间，农村教师占67.53%，城市教师占68.16%，相差

不到一个百分点。同时，两者“五险一金”的差距

大大缩小，城市教师占 68.16%，农村教师占

63.72%，见表4，表5。
表4 月工资收入情况表

月工资收入（元）

1000-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5000

5001-6000

6001-7000

7001-8000

8001-10000

10000以上

总体占比（%）

8.46

35.09

32.79

17.18

3.64

1.21

0.72

0.76

0.13

农村占比（%）

8.94

32.96

34.57

18.99

2.91

0.30

0.80

0.50

0.00

城市占比（%）

8.06

36.81

31.35

15.72

4.23

1.95

0.65

0.98

0.24

公办（%）

5.62

20.52

38.53

25.68

5.32

1.75

1.22

1.22

0.15

民办（%）

12.57

56.23

24.48

4.85

1.21

0.44

0

0.11

0.11

表5 社保情况表

社保缴纳情况

五险一金

只有五险

五险中的几项

没有缴纳

总体占比（%）

66.17

24.65

6.89

2.29

农村占比（%）

63.72

25.73

6.73

3.82

城市占比（%）

68.16

23.78

7

1.06

公办占比（%）

85.11

9.65

5.24

0

民办占比（%）

38.7

46.42

9.26

5.62

《纲要》颁行前我国农村园教师在工资待

遇，社会保障方面长期低于城市园教师，与农村

园教师的付出严重不匹配。学者杨莉君2010年

对中部地区农村园调查显示，农村幼儿园教师

月收入在500--800元的教师人数最多［6］。即使

在相对富裕的广东珠三角农村地区，幼儿园教

师的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的还很普遍，远低于

同区域工人的月收入，接近甚至低于当地的最

低工资标准［7］。

经过10年的农村学前教育支持扶助政策，农

村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与城市园教

师的差距明显缩小，说明国家“重点发展农村学

前教育”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二）存在问题

1.持证上岗率有待提升

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是对幼儿教师质量的

基本要求。《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幼儿园专任

培训机会是否增加

培训效果是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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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全员持证上岗”。本次接受调查的教师中持

有教师资格证的占77.87%，仍有22.13%的教师没

有教师资格证，属于无证上岗。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无证上岗教师中，民办园教师数量众多，占

70.73%。

2.编制悬而未决

参与调查的教师中，有编制的占23.66%，无

编制的占76.34.%。其中，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

83.56%无编制，中西部地区51.11%无编制；农村

园教师84.42%无编制，城市园69.79%无编制。总

体呈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无编制教师多；

农村幼儿园比城市幼儿园无编制教师多的状态，

见表6。
表6 编制情况表

编

制

有

无

总体占

比（%）

23.66

76.34

农村园

占比（%）

15.58

84.42

城市园

占比（%）

30.21

69.79

中西部园

占比（%）

48.89

51.11

东部园占

比（%）

16.44

83.56

《国十条》要求，“各地需因地制宜，确定合理

的师幼比，对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进行核定，

逐步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齐全”。2012年《关于

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国家出

台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满足正常教育教学需

求。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

编制，具备条件的省（区、市）可制定公办幼儿园

教职工编制标准，严禁挤占、挪用幼儿园教职工

编制”。《纲要》、《国十条》等很多文件都强调要解

决幼儿教师“编制”问题，但10年过去，幼儿园仍

然是“无编”教师支撑大半壁江山。

3.工资收入、社保覆盖有待提升

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低下，得不到保障，是幼

教领域长期关注和呼吁的一个重要问题［8］。本次

调查显示幼儿教师工资收入仍然总体偏低。幼

儿教师月工资收入在 2001-3000 元之间的占

35.09%，在3001-4000元之间的占32.79%，也就

是说67.88%的教师月工资收入处于2001-4000

元之间，在4001-5000元之间的只占17.18%，5000

元以上的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见表4。

据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资料显示：公办中小学

在岗人员2017年平均工资大概是8.2万元［9］。和

中小学教师相比，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收入还有明

显差距，甚至还有8.46%的教师工资在1000-2000

元之间。

从教师的主观感受来说，65.36%的教师认为

10年来工资收入增加力度不大，几乎没有变化。

44.4%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处于中等水

平，33.47%认为处于中下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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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类幼儿园依法依规

足额足项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本次调查显示66.17%的教师享受到五险一

金，24.65%只有五险，6.89%只享受到五险中的几

项，2.29%的教师未享受到任何社会保障。可见，

幼儿教师中未享受任何社会保障的现象依然存

在 ，已享受到社保的教师中“一金”权益保障较为

薄弱。

4.同工不同酬问题突出

《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

见》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公办幼儿园非

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

酬”。调查显示，在816名公办园编外教师中只有

1位深圳的教师回答实现了同工同酬，工资待遇

和在编幼儿园教师都一样，其余则反映没有实

现。微信采访了山西、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内

蒙古的公办园编外教师同工同酬实现情况，反馈

都没有实现，且编外教师工资待遇低于在编教

师。如山西省县级公办园在编教师月工资收入

3000多元，编外教师1000多元。北京编外教师工

资虽然比较高，基本和在编教师相当，但没有住

房补贴、公积金和阶段性继续教育补贴等。上海

和广东的编外教师属于劳务派遣，工资由人才市

场发放，只有工资没有绩效，离有编制教师的收

入还有一定差距。内蒙古和山东一般分为有编

制教师，政府购买岗位教师和临时聘用教师，有

编制教师是工资加绩效，政府购买教师和临时聘

用教师工资固定，无绩效工资。

5.职称评聘困难

《国十条》要求“完善落实幼儿园教职工专

业技术职称（职务）评聘机制”。《关于加强幼儿

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确保民办园教

师与公办园教师有同等的职称评聘机会”。调

查显示，76.16%的教师近10年未进行过职称评

聘，见表7。2015年我国对《纲要》的效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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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时，发现未评职称的幼儿园教师占70％左

右［10］又经过5年时间，教师职称评聘问题仍未

得到很好地解决。
表7 职称评聘情况表

职称

晋升

有

无

总体情

况（%）

23.84

76.16

农村占

比（%）

20.00

80.00

城市占比

（%）

26.95

73.05

公办占比

（%）

32.52

67.48

民办占

比（%）

11.25

88.75

6.民办、公办差距较大，民办园教师各方面情

况都不乐观

在工资收入、社保覆盖、职称评聘等多个方

面，民办园教师均低于公办园教师。如，工资收

入方面，民办园与公办园教师的工资收入差距明

显（见表4），民办园教师工资收入偏低。从表中

可以看出，在1000-2000元区间，民办园教师占

12.57%，公办园教师占5.62%；2001-3000元区间，

民办园教师占56.23%，公办园占20.52%；3001-

4000 元 区 间 ，民 办 园 占 24.48% ，公 办 园 占

38.53%；4001-5000元区间，民办园占4.85%，公办

园占25.68%。总体呈现工资收入越高，民办园教

师数量越少的状态。

在社会保障方面（见表 5），公办园享受到

五险一金的教师占85.11%，民办园只占38.7%；

只享受到“五险”的民办园教师占46.42%，公办

园教师则只占 9.65%；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保的

教师全部来自民办园，特别是农村民办园。微

信采访中部 S 省和西部 N 省两个县的幼教专

干，也反映农村民办园大部分都不会给教师缴

纳社保。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缺位

与法律相比，政策仅具有指导性，没有强制

性，一旦失去领导高度关注，往往不能如期实

现甚至可能落空［11］。法律则是靠国家的强制

力来规范人们和团体的行为，对于违法者要予

以法律制裁。由于《学前教育法》一直没有出

台，我国幼儿教师的法律身份地位、资质、职称

评聘、职业规范、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在职培

训等基本权益与义务规定不明确，保障不得

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政策不明

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

包括政策目标的明确表达和政策措施和行动步

骤的明确。幼儿园教师职称评聘困难、同工不同

酬、公办民办差距大、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差等

10年来未曾得到实质性解决的问题，也与政策是

否明确具体有关。

2009年，在《纲要》公开征集意见时，最受关

注的是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12］。但从2010年《纲

要》到2018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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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意

见》），对于幼儿园教师工资收入的规定都比较模

糊。在各项政策中总体表述为：“依法保障幼儿

园教师待遇和地位”。具体有：（1）公办幼儿园教

师执行统一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享受规定的工

资倾斜政策。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2）

采取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

工资待遇偏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3）企事

业单位办、集体办、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和社会

保险由举办者依法保障。民办园要参照当地公

办园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合理确定相应教师的工

资收入。

例如，“公办园教师”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因为“公办园教师”分为“在编”教师和“编外”教

师，“编外”教师还分为政府购买岗位或劳务派遣

教师和幼儿园临时聘用教师，到底是哪类公办园

教师实行岗位绩效工资，政策没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在现实中就出现了公办园教师同工不同酬

的状况。

又如，“足额”是对工资水平的要求，怎样

才算“足额”？就要明确“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

待遇和地位”里“依法”指的是依什么“法”。由

于我国没有《学前教育法》，这里的“依法”如果

理解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相关规

定的话，《教师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小学教

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

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

育机构的教师。”《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

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建立

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但是1995年 10月 6日颁布的《国家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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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

施意见》却将幼儿园教师限定为“各级人民政

府举办的幼儿园教师”，其他类型教师被排除

在外。因为法律规定的互相冲突，政策又没有

做相应的明确规定，现实中幼儿园不知道依法

是依据哪部法律，导致幼儿园工资水平仍然普

遍低于中小学教师。

再如，“采取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公办幼儿园

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

同酬”。多种方式指的是哪些方式？逐步分为

几步？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等等都没有明确的

规定。

还如，民办园要参照当地公办园教师工资收

入水平，合理确定相应教师的工资收入。参照

“公办园教师工资水平”是指公办园的哪类教

师？“在编”？“非编”？“临时聘用”？没有明确的规

定。因此，民办园仍然依据自己的工资制度我行

我素，尽量压低教师工资。

最后，关于职称评聘，从《国十条》到《意见》

都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幼儿园

教职工的技术职称（职务）评聘政策”。至于如何

制定，什么时候制定出来，没有具体期限规定，因

此10年来仍然只能一次次地重申这句话，幼儿园

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仍没有出台。

（三）资金不足

《纲要》颁行1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

入用于提高教师生活水平和改善教师生活条

件的比例较低，呈现出明显的“重物轻人”特

点［13］。虽然国家多个重要政策文件都提出要

确保财政投入在学前教育投入上的主渠道作

用。但1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重点

放在“‘校舍建设’、‘综合奖补’、‘幼师培训’和

‘幼儿资助’四大类上，真正改善教师待遇的经

费却不足。以2011年为例，中央安排学前教育

专项经费是116亿元，其中真正用于教师的只

有2亿元”［14］ 53-54。学者李芳的统计也证明，近

1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更多地花在了校舍

改扩建、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以及附属设

施建设等资本性支出上，人员支出方面比例不

足。如 2016 年幼儿园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占

学前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52.52%，与 2015 年

OECD 平均水平相差18.65%［15］。这导致有的地

方新建了漂亮的幼儿园，由于招聘不到教师而

空置，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五、未来的思考

幼儿园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同工同酬、公办

民办差距、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10年来未曾得到

实质性解决的问题都是“硬骨头”。这些问题涉

及利益相关者众多，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导致的

矛盾冲突相对较大，而且改革不仅涉及教育领

域，还涉及社会领域的问题，学前教育改革可谓

进入了“深水区”，这使得改革政策出台和实施变

得更加困难，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制度和投入等

方面加强综合性改革。

（一）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

要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明确幼儿教师的

法律身份地位、待遇、专业发展等基本权益与保

障。“法律要明确规定幼儿园教师同中小学教师

一样承担着国家公共教育职能，是基础教育教师

的一部分。明确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享有

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保障其基本工

资、社保等待遇与专业发展权利”［16］。特别是未

来我国学前教育“要坚持公益普惠基本方向不动

摇，坚持公办民办并举不动摇”的方针，从本次调

查来看，民办园教师与公办园教师在各方面都存

在较大差距，虽然近10年普惠性民办园逐年增

加，但普惠后，教师的工资标准基本没变，薪酬福

利待遇偏低”［17］。因此，学前教育立法对普惠性

民办园教师、营利性民办园教师的权益保障更要

做出切实的认同与定位，不能让改革的阳光只照

耀到公办园教师。

（二）淡化编制制度，建立职称评审制度，制

定幼儿园教师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淡化编制，推行全员聘任制。10 年

来虽然从《纲要》到《意见》都强调要核编、扩

编，明令禁止幼儿园有编不补，但编制问题仍

然悬而未决，这就需要对编制政策重新进行思

考和设计。如果能通过增加编制的方式，把公

办园合格教师都纳入编制管理，至少公办园教

师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同工同酬问题能得以

较好地解决。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也做了积极

努力，但在国家编制政策“只减不增”的制约

下，多数地区难以落实教师编制政策。本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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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也显示幼儿教师编制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

决，通过访谈得知东部地区和北京等大城市已

经在逐步淡化教师编制，推行聘任制，这也是

上文调查显示东部地区有编制教师少于中西

部地区的原因。

未来，应该淡化编制制度，将稀缺的编制用

于农村等学前教育不发达的地区以吸引师资

力量或用于高学历师资招聘以吸引高学历人

才进入幼教领域。对公办幼儿园采取政府购

买保教服务岗，推行全员聘任制，县级政府在

取得幼儿师资格的人员中统一招聘幼儿教师，

分配到公办园，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和培训费

用由财政保障，奖金由所在幼儿园承担，保证

同工同酬的实现。

其次，在规定时间内建立幼儿园教师职称评

聘制度。从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0年来幼儿教

师职称评聘状况基本没有改善，这说明没有要求

各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建立单列的职称评聘制度

对幼儿教师的职称评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

此，当务之急是要督促各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建立单列的幼儿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保证幼儿教

师职称的正常晋升，民办公办幼儿园教师有平等

晋升机会。

第三，制定出台幼儿园教师薪资标准制度，

完善教师社会保障制度。在《学前教育法》的框

架下，各省市政府参照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

力市场的薪资水平，制定出台幼儿园教师薪资标

准制度。薪资标准应坚持公办幼儿园教师与小

学教师接近或齐平。民办幼儿园教师采用最低

工资标准为其提供生活保障。需要关注的是，

“幼儿园教师的最低工资标准并非是整个劳动力

市场的最低工资标准，幼儿园教师是经过专门培

训、有资质的专业工作人员，其收入参照对象应

该是劳动力市场同等水平的工作人员，而非所有

劳动者，也非未经专业培训的劳动者”［18］。

对幼儿园教师的社会保障来说，作者访谈了

S省公办园的“编外”教师，她们表示：“虽然公办

园编外教师工资低于在编教师，但因为幼儿园为

教师缴纳五险一金，很多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

还是愿意在幼儿园工作，一方面五险一金也是一

项特别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年轻的女性来

说，教师这个职业比别的行业好找对象”。由此

可见，完全缴纳社保也是吸引有资质教师进入到

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一项重要力量。因此，要督促

各类幼儿园为教师缴纳五险一金，对小微民办幼

儿园采取政府出一点儿，幼儿园出一点儿，个人

出一点的方式加以解决。

（三）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待遇改善方面

倾斜

我国未来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除了传统的

“投机构”和“投家长”以外，还要考虑“投教师”，

教育经费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待遇改善方面倾

斜［18］。对公办园教师，可因学历、职称、工作年限

等因素的提高与增长给予相应的专项补助，有利

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对民办园政府可以采取“与

教师人头挂钩的拨款机制”，幼儿园聘用的合格

教师占比越高，且为这些教师提供达到政府建议

的最低薪资标准，政府给予幼儿园的资金资助就

越多，而且保障这些拨款必须用到教师待遇改善

的项目上。“这样的拨款机制能够保证薪资资助

的落实，能够直接成为推动教师职后专业发展、

稳定工作的外部动力”［18］。

［注释］

① 从《纲要》到2019年《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

理工作的通知》，涉及到学前教育的共48项政策。

② 本文界定的农村是指不包含县城的乡镇和村，县城包

括在城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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