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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是推动本地区学前教育事业整体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途径。在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实施

中，目的的自我设定、成果的自我标榜、过程的自我展示，将示范辐射扭曲为示范性幼儿园的自我表演，其价值失去了应有的意

义。从词源的角度，分析出示范辐射的内涵；并提出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的实质价值，从“自我表演”向“促成他者”的价值转

变，构建以促成普通幼儿园发展为价值取向，突出示范双方互动和合作，知识生成与实践的价值内涵。而要真正发挥示范辐射

作用，应明确政策上的示范要求、加大示范辐射活动的奖惩力度、建立督导监控机制等，在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有效推动示范

辐射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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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elf performance to promoting the o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radiation
value of demonstration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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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of demonstration kindergarten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re⁃
schoo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this reg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kindergar⁃
ten, the self setting of purpose, self flaunting of achievement and self demonstration of process distort the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into
the self performance of demonstration kindergarten, and its value has lost its due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real value of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of demonstration
kindergarten, which changes from "self performance" to "promoting others", and construc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
opment of ordinary kindergarten, highligh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emonstration parties, and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demon⁃
stration requirements of policies, increase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activities, establish the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under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of poli⁃
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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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示范性幼儿园”是我国40多年一直贯

彻和实施的学前教育政策要求，显然，政策的目

的要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作用，推动区域

内幼儿园办园质量的整体提升，满足当下人民大

众对高质量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开展示

范辐射已成为示范性幼儿园评估的基础，但示范

性幼儿园从自我角度实施单向度的示范辐射，其

价值仅仅局限在自我的表演，失去了示范辐射的

真正价值。所以，分析当前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

射的价值，还原其真正意义，构建有效地示范辐

射，以此推动区域内各幼儿园高质量发展。

一、建立示范性幼儿园的目的

什么是示范性幼儿园？设立示范性幼儿园

的价值是什么？这是探讨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

射的基础。

（一）示范性幼儿园的由来

示范性幼儿园伴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而产

生。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十分重视

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加强学前教育”［1］。同年，教

育部、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和全国

妇联等联合召开了全国幼托工作会议，为幼儿

园、托儿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明确提出了“办

好示范性幼儿园”的要求。根据本次会议纪要的

梳理，很明显当时示范性幼儿园的提出，是为了

解决“园所数量少，保教质量低”等问题，满足大

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2］。此时“示范性幼儿园”的

概念并没有成型，仅对幼儿园的建设和推广形成

表率的作用，还不能真正地发挥“示范”的意义，

其如同实验幼儿园或优质幼儿园的概念。示范

性幼儿园要摆脱实验幼儿园的区别，在于“示

范”，突出对他者的学习借鉴。到1989年，《国家

教委关于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

规程（试行）》的意见》中提到“要办好示范性幼儿

园和农村中心幼儿园”，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幼

儿园应坚持正确的办园方向，教育思想端正，锐

意改革，有创新精神，能真正发挥示范和骨干作

用。”［2］示范性幼儿园在示范的对象与内容上有了

比较明确的方向，也逐渐把示范性幼儿园的定位

摆在“示范”上。其后，经过示范性幼儿园的十年

探索与建设，其概念的提出已经有了清晰的确

认，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制度》一

书，所提出的示范性幼儿园的概念是至今比较认

可的表述，“示范性幼儿园是指在全面贯彻教育

方针、探索教育规律、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并担负辅导一般幼儿园任务的幼

儿园。”［3］这一概念总结了我国多年对示范性幼儿

园的认知，一方面加强示范性幼儿园的自我建

设，另一方面突出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表率与帮

扶的作用。示范性幼儿园的价值越来越大，对其

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2003 年，《关于幼儿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颁布更是明确指

明“加强示范性幼儿园建设”，“要充分发挥示范

性幼儿园在贯彻幼儿教育法规、传播科学教育理

念、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培训师资和指导家庭、社

区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示范、辐射作用。”［4］该文件

正式从政策上规定了示范性幼儿园的意义与作

用，也对示范辐射内容方向做了明晰的阐述，把

示范性幼儿园的价值设定在对他者的示范辐射，

不仅要其成为我国幼儿园发展的佼佼者，更是发

挥自身的优势，推动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本文

件之后，示范性幼儿园的评估制度也在各省市陆

续颁布，示范性幼儿园如同雨后春笋，进入快速

的发展步伐，目前已经形成了省、市、县不同级别

的示范性幼儿园。

（二）示范性幼儿园设立的目的

不言而喻，示范性幼儿园的设立是政府的主

观行为，出自某种目的。从我国的学前教育政策

文件中可以看出，示范性幼儿园建立的目的不是

将示范性幼儿园建成具有标杆性的发展模范，培

育成为具有区域特色、品牌的幼儿园；而是通过

优质、品牌的建立，旨在为区域内的其他幼儿园

的发展提供借鉴之意义。虽然，示范性幼儿园也

作为优质幼儿园的具体化，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摆

正首要地位，但其对他者的示范辐射，作为重要

的考量指标。在《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了示范性幼儿园的职

责，“示范性幼儿园要参与本地区各类幼儿园的

业务指导，协助各级教育部门做好保育、教育业

务管理工作，”“带动本地区幼儿教育事业的整体

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4］所以，从示范性幼儿

园的发展脉络而言，示范性幼儿园的建设目的虽

侧重点不同，但示范表率一直贯穿其发展的始

终。由此，示范性幼儿园的优秀是作为一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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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不是目的，在政府或者大众的要求下，全力

支持示范性幼儿园的建设是保证其优秀之下，带

领区域内其他幼儿园的发展，实现区域内幼儿园

办园质量的整体提升。

二、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的“表演”价

值局限

示范辐射作为示范性幼儿园推动区域内幼

儿园教育质量整体发展的重要途径，理当发挥其

引导价值。可是，从众多的示范辐射的案例分

析，当下的示范辐射，突出示范性幼儿园的核心

地位，通过其现有成果影响示范对象的发展，以

“自我”经验的传递实现办园质量整体提升的目

标。显然，示范辐射的目的、内容和过程等受制

于示范性幼儿园的成果，造成示范性幼儿园个体

自我“表演”的局面。

（一）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目的的自我设定

国家对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的目的有明

确规定，即实现区域内幼儿园发展的整体提升。

但示范性幼儿园并不是直接推动区域内幼儿园

办园质量的整体发展，而是通过示范辐射促进示

范对象的成长，以此促成区域内各幼儿园的发

展，推动其整体的质量提升。也就是示范性幼儿

园的价值是直接促进区域内普通幼儿园（本文指

区域内示范性幼儿园或优质幼儿园之外的幼儿

园）的发展。其示范辐射的目的是政策所给予的

目标要求，对于具体的示范辐射活动而言，可视

为目标方向，基于不同的活动设定不同的目的。

在《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

中，提到应加强教育法规、教育理念、科学研究、

师资培训、家庭指导和社区早期教育等领域的示

范辐射，于是，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将此定

为整个示范辐射开展的框架，将普通幼儿园的需

求规划在相应的示范领域［5］。示范辐射实施过程

中，虽然也根据普通幼儿园的需求规划示范活动

目的，但是制定者是示范性幼儿园，他们会依据

政策要求和自身成果，设定自我理想化的需求目

标。比如说，普通幼儿园对课题研究的困惑，而

示范性幼儿园并围绕自身的科学研究经验，制定

“科学研究（课题研究）”的学习目的，在如何选

题、如何申报课题、如何实施课题研究等方面做

了详细的规划。可是普通幼儿园是否需要课题

申报方面的知识，或者需要课题研究哪一方面哪

一环节的经验？不是立足在普通幼儿园的视角

去建构。

（二）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内容的自我标榜

示范性幼儿园是区域内幼儿园发展的翘楚，

在经营管理、环境创设、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保

育工作等方面优先其他幼儿园的发展，具有丰富

的优秀经验，理当有能力、有条件、有资源引领区

域内其他幼儿园的发展。由此，优质幼儿园通过

各种途径传递其成功经验，达到对其他幼儿园的

引领之目的，实现区域内幼儿园发展增进。优质

幼儿园对他者的示范辐射活动，依赖于自身的成

果，将他们所积累下的优秀的、成功的经验、知识

作为示范的内容，传递给他者。换言之，示范性

幼儿园将自己看成是示范辐射活动开展的中心，

其成果作为整个示范辐射的依据和出发点，也同

时展现为对外炫耀和展示的资本。虽然优质幼

儿园的成果是示范辐射的基础，但示范性幼儿园

在具体的资源、背景下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知

识，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当失去了这些条件，能

在不一样的环境得到检验和推广吗？而且成果

的自我宣传，何必需要示范辐射活动？另外，示

范性幼儿园的成果等于示范成果吗？在示范辐

射的过程中，优质幼儿园所传递的示范内容，经

过示范对象的自我加工和改造，变成了自我的知

识体系，化为个体性的知识内涵；示范成果已不

再是示范性幼儿园的成果认知，而是夹在着普通

幼儿园的经验和知识。所以，优质幼儿园对其成

果的自我标榜，让其“依葫芦画瓢”地仿效与学

习，实际上妨碍了普通幼儿园发展的可能，限制

了示范辐射的实施。

（三）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过程的自我展示

在示范辐射过程中，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和

普通幼儿园的学习，彼此应该建立双向互动的关

系，示范之中有学习，学习之中依据示范，但示范

性幼儿园的示范已经脱离了普通幼儿园的学习

背景和发展情况，他们依据的是自我的成果，有

什么成果才能示范什么样的内容。普通幼儿园

的学习，在获得示范的认知下，也应该建立与示

范者的交流，实现对自我成果的有效建构。可示

范效果如何？并不在示范辐射的范畴，普通幼儿

园对示范的成果的内化是自我的行为，整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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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的过程也就是普通幼儿园对示范性幼儿园

成果的接触与认识［6］。如果把示范性幼儿园看成

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普通幼儿园构成台下的观

众，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连接，完全建立在观

众的兴趣，以及观众对演员表演效果的反思。但

“演戏”的过程，仍然是演员的自我行径，更进一

步的说，演员可无视观众的需求，戏照样进行，观

众可以自我决定看与不看。所以，示范性幼儿园

认为，示范了就等于学习了；学习者的学习背景

应迁就与遵循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规则，如同观

众迁就演员的演戏，倘若示范了没有学习，那学

习者并不在示范辐射的范围。如此，示范性幼儿

园的示范辐射变成了示范性幼儿园的自我展示

过程，单向度地传递示范性幼儿园的成功经验和

成果。

自我设定、自我标榜、自我展示，含涉示范性

幼儿园的成果为基础和出发点，突出自我的行

为，将示范看成是自我展现的大舞台，对观众的

示范辐射，变成自我成果的宣传或“表演”。然

而，示范辐射的价值却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三、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的合理理解

示范性幼儿园的自我表演是对示范辐射的

狭隘认知，示范辐射被看成自我的示范表率，供

他者学习借鉴。虽然在政策文件中，示范辐射一

词并没有明确指出其涵义，但是“引领区域内幼

儿园的发展”的价值，为示范辐射的概念奠定了

基调，可结合词语的解释，进一步明确示范辐射

的合理内涵。

（一）构建“示范—学习”关系

示范一词从词源解释而言，是指“作出某种

样子，供大家学习借鉴”［7］，这里，包含了两个主

体，即示范者和学习者。示范者做出示范的样

子，学习者学习借鉴，两者便发生了“示范—学

习”的关系。所以，示范者和学习者发生有价值

的关系，必须保证他们在一条主线上相遇，产生

彼此的关联。如果他们之间各做各的，示范性幼

儿园主动采取示范活动，但没有基于学习者的需

求，甚至是他们需要的知识，他们之间并不会发

生关系。而学习者一意孤行，自我学习，不需要

他者的引导，那这种学习也不会与示范者发生联

系。所以，示范了不等于学习了，学习了也不能

完全等同于示范下的学习；示范者和学习者不能

脱离对方而存在，这是示范辐射首要的条件。如

果让两者发生关联，真正产生“示范—学习”关

系，还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示范辐射的内容

符合学习者的需求，是他们需要解决的知识或经

验；也只有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才能真正让学习

者有学习的可能性和动力。第二，学习者要在一

定的情景之中主动参与学习。如果学习者对学

习内容自身不感兴趣，或者抱着无所谓态度，那

这种示范的开展是一种无效的实施。另外，学习

借鉴，不是说学了就可以借鉴。因为学习是一种

认知，有深浅之分，了解了所需的知识能否达到

对知识的迁移与运用？由此，示范者还要帮助学

习者去真正掌握学习的知识。所以，示范过程

中，示范者所作出的示范，需满足学习的需要，并

在具体的情境中，参与知识的获得，使其习得知

识，内化知识，真正得到学习借鉴的目的。

（二）以改变为目的的辐射价值

“辐射”包含两个概念：第一，“热的一种传播

方式。光或热由一点向四周直线发散出去”；第

二，“从中心向各个方向沿着直线伸展出去”［7］。

不难看出，第二个概念是对第一个概念的延伸，

强调的是事物的“热”直线传播的状态；但是任何

传播方式都有其对象的，热的传导、对流，都建立

在两者的相关性上，一个事物所发散出来的

“热”，本身会对周边的事物产生影响，比如太阳

的“热”的辐射，不管两者之间是否是有意，他们

之间已产生辐射的关系。随着辐射的开始，其效

果如何？也就是对辐射接收者产生哪些影响，让

其会作出何种改变？可以这么认为，辐射是某种

事物直接传播到其他事物的内部，以此让后者产

生“热量”或受前者影响，发生物理的改变［8］。如

果把“热”变成人类智慧的结晶，优质幼儿园示范

下的辐射，也同样在给予示范的时候，促成接收

者物理的变化，让他们的身心或者普通幼儿园的

结构发生改变，达到对优质幼儿园成果的传承与

借鉴。

（三）“示范+辐射”的理解

“示范＋辐射”的表述打破了简单地示范和

辐射两个概念的理解，两者的结合，包含两个概

念的意义下，突出示范和辐射的相关性。辐射即

是示范之下的手段，也是示范之下的目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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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的融合强调了两层内涵，第一，示范之下的

辐射。从辐射—接收的角度来看，辐射是一种事

物对另外一种事物的影响，也就是一种具有“热

量”的事物自身散发出热量，自然而然有其他事

物接收，并构成了对他者的辐射。这种辐射存在

于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之间，可这是毫无目的的

辐射，无法把控其“影响”，甚至会造成不良的后

果。示范性幼儿园对其他幼儿园的辐射建立在

相关目的上，通过示范性幼儿园所采取一系列的

活动来达到预期的辐射效果。第二，基于辐射的

示范。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带有人为的色彩，其

本身是一种主动的示范活动，在给予他者的辐射

过程，如同太阳热量自然存在一般，但如果要发

生有效的辐射，必须采取精准示范，也就是让示

范者针对性地基于学习者的需求实施示范辐射。

因此，示范辐射是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活

动，基于示范对象的需求，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将

示范内容转化为示范对象的经验。而示范性幼

儿园的示范辐射是以示范性幼儿园的优秀经验

和成果为基础，根据普通幼儿园的需求和实际情

况，将示范性幼儿园的成果经过改造或改组，适

应、影响和改变普通幼儿园发展结构，促进他们

的发展。

四、促成意义下示范辐射价值的重构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示范性幼儿园的

示范辐射不是单纯的立足“示范”的角度，构建以

宣传为途径的知识传递，而是有效地促进普通幼

儿园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突出示范辐射双方的双

向性和示范成果的生成性、实践性。

（一）促成普通幼儿园的发展

作为人为的示范性幼儿园示范辐射活动，其

实质价值是促进普通幼儿园的发展。虽然示范

性幼儿园的自我成果（知识）传递或“表演”，也是

达此目的，可是简单的知识传递，仅仅是将相关

知识的交付于他者，知识的学习和知识的运用被

割裂开来，以实践他者发展的知识运用环节完全

由示范对象自我决定。知识传递与质量提升并

不构成绝地相关性，他者知识灌输下的学习，所

面临的知识运用问题和幼儿园发展困境将阻碍

普通幼儿园真实的质量提升。由此，示范辐射所

实施的“知识接受”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对普通幼

儿园的促进之目的。“知识传递”下的示范辐射所

假设的促进，并未促成普通幼儿园的发展。“促

成”意味着示范辐射的内容、方式，过程等改变，

将围绕普通幼儿园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整个示

范辐射的体系，彻底地实现普通幼儿园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说，促成是示范辐射的最终要求和

归宿，也是衡量示范辐射效果的重要标准。促成

意义下的示范辐射，要求示范性幼儿园始终与普

通幼儿园合作，比如说，建立联姻帮扶关系，手把

手的交会，并促成他们的发展。但联姻中的“师

徒制”、一对一的精准帮扶等示范辐射途径，也要

切记勿用示范性幼儿园的眼观看待普通幼儿园

的发展，应基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对自我的知

识经验进行重组和改造，构建利于他们认知和实

践的知识或经验，并在具体实践之中指导与探索

问题归因，最终帮助他们完成其发展问题的解决

与知识结构的改变，生成和建构新知识概念，促

成他者的有效发展。

（二）构建示范双方的互动合作

对于示范辐射双方而言，示范辐射作为知识

传递、内化的手段或途径；也是连接两者的纽

带。促成意义下的示范辐射，承认示范双方的双

边合作关系，由两者共同构成示范辐射的过程。

示范性幼儿园的成果（知识）传递到示范成果的

学习、接受，再到成果的内化和实践，构成了示范

辐射的完整过程。成果传递的任务由示范性幼

儿园完成，而成果学习，尤其成果的实践，将示范

辐射主体地位转变为普通幼儿园，也只有他们才

能促成自我的发展，由此可见，示范辐射需由两

者共同完成。虽然成果的学习、实践由普通幼儿

园承担，但在学习和实践中困惑离不开示范性幼

儿园的指引和指导；相应地，成果的传递也不是

示范性幼儿园自我的行为，示范者所作出的“示

范样子”，包含着示范的内容和方式等，如何让示

范对象“学习借鉴”，必然考虑到普通幼儿园的发

展需求和实际情况，其潜隐着普通幼儿园对传递

知识的思考。比如说，区域活动的材料投放问

题。示范者在分析学习者的材料投放问题下，利

用并重组自身的经验，告知其投放的策略和内

容。但怎么实践，实践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此

时，学习者的成果实践仍需要示范者的指引。所

以，示范辐射的过程是两者双向合作和互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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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途径或纽带为价值导向的示范辐射，不能

停留在单一的知识传递的过程，而是转变为双方

合作的知识生成体系中，构建和倡导双向互动的

示范辐射价值要求。

（三）实现示范对象的知识内化

示范辐射也是促进普通幼儿园发展的活

动。促成目的下的示范辐射，示范性幼儿园所采

取的各种示范活动，如果仅仅是让普通幼儿园感

知示范的成果（知识），那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能

力也停留在认知阶段。知识的传递不能与知识

学习划等号，更不等同于知识的接受和内化；“促

成”他者的发展，也意味着促成示范对象的知识

掌握与运用，真正将新知识纳入其知识结构［9］。

如此，要将他者的知识经验变成和纳入自我的知

识内涵，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第

一，让普通幼儿园掌握示范成果，形成可操作性

知识。示范成果不等于示范的成果，示范性幼儿

园所传达的示范的成果，是基于示范性幼儿园自

身理解下的活动内容，而要把示范的成果转变为

示范成果，应该经历传递—接收—理解—接纳—

顺应或同化的过程。比如上面所提到的材料投

放的案例。示范者告知学习内容，对于学习者而

言，实际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其怎么投放、什么时

候投放、投放的内容有什么要求等等，需要进一

步理解其概念内涵和可行的操作步骤，并让学习

者在具体的实践（可在示范性幼儿园，亦可在普

通幼儿园）之中体会、感悟，接纳其知识（策略）意

义，真正理解、掌握示范成果，以及习得熟练的操

作性步骤。第二，检验和内化示范成果。普通幼

儿园所获得的示范成果，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情

境下的自我认可，但真正转变为自身的知识结

构，还需要衡量其有用性。在示范成果习得阶

段，其实践倾向于对成果知识的理解，获得更为

丰富的成果内涵；而成果的内化阶段，是扎根于

普通幼儿园的实际需求下进行成果检验，以此获

得对知识的生成和内化，构成自我的知识结构。

另外，成果的习得阶段和内化阶段是两个不同的

学习阶段，不过，可以将两个实践阶段合并在一

个步骤中进行，比如在跟踪指导的示范辐射途径

中，示范双方既在同一个实践之中完成对成果的

习得，同时也构成对成果的内化。总而言之，知

识传递下的示范辐射，简化了示范辐射的过程，

局限了知识学习的价值内涵；以促成普通幼儿园

发展的示范辐射，倡导示范成果（知识）的生成与

实践，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改变和提升自我

的发展质量。

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自我“表演”向以“促

成普通幼儿园发展”为目的的示范辐射价值的转

变，抛弃了简单地、单向地知识传递的价值理念，

构建双向互动和合作，知识生成与实践的价值内

涵，真实地促成示范对象的发展，解决普通幼儿

园的困境和促进他们办园质量的提升。

五、促成意义下示范辐射的保障

促成普通幼儿园的发展是示范辐射的本质

要求，也是政策的使命，在“重建设，轻示范”的示

范性幼儿园的发展下，要发挥促成意义，须保障

示范辐射的有效实施。

（一）明确政策上的示范要求

学前教育的政策文件上，多次提到“办好示

范性幼儿园”，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示范引领和辐

射的要求；各省市的示范性幼儿园的评估制度，

也将示范辐射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可是，如何

实施示范辐射？示范的效果如何衡量，以及示范

过程有何具体要求等，政策中并没有明细的指

示。这样，往往在示范辐射的实践操作中，示范

性幼儿园的的示范活动被看成是政策的任务而

已，没有详细的检验规则，示范辐射过程也是为

了完成上级任务给予的交代［10］。因此，政策上要

求示范性幼儿园发挥示范模范的价值，但不能停

留在粗线条的示范要求，而是具体到示范辐射的

环节［11］，尤其是在评选和评估示范性幼儿园中，

细致化示范辐射的过程，明确示范辐射的各个环

节的要求，更是需要把示范辐射的效果作为示范

性幼儿园评估的基础。

（二）加大示范辐射活动的奖惩力度

示范辐射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示范性幼儿

园、普通幼儿园、示范者、学习者等单位和人

员。对普通幼儿园和学习者而言，学习新知，建

构经验，本身是他们内在的动力，但是接受示范

的过程中，以及示范成果的实践和落地，他们所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能够从内在需求的满足得

到弥补吗？当示范成果走向普通幼儿园，化为

每位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平等地获得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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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果。那谁愿意来参与示范辐射活动？示范

性幼儿园有使命发挥示范辐射的作用，推动区

域内幼儿园的整体发展，可怎么开展示范辐

射？真正落实促成意义的示范辐射，在示范人

员的选定、实施方案的制定、示范活动的开展

等，关涉的实施环节都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质

资源，谁来负担经费的开支呢？示范性幼儿园

中，谁去示范，谁不去示范？如果两者在待遇上

没有区别，那示范谁去实施？示范者似乎变成

了“惩罚”的代名词。所以，示范辐射活动光靠

政策使命约定各方的积极参与，无条件地要求

他们的行为，并不能达到有效的示范辐射；而是

给予示范双方充足的资源支持，包括经费、人力

等方面，并对直接参与的示范者和学习者在职

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政策的倾斜，激发

他们参与示范辐射的动力。

（三）建立督导监控机制

示范辐射的促成价值是“示范—学习”关联

下双方共同的结果，只要一方敷衍便让示范辐射

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可作为示范一方本身对另

外一方不能构成绝对意义上的限制，示范效果如

何衡量？倘若单方面的认定，容易造成相互之间

的推诿。所以，要达到促成意义上的示范辐射，

需建立示范辐射督导监控机制，在参与活动的双

方之外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公平公正地进行结

果的评定、过程的监控和活动开展的监管，促成

有效的示范辐射。一方面，从示范辐射活动外部

建立督导机构，由教育局牵头，组建督导成员，成

员涵盖领域研究专家，以及教育局、示范性幼儿

园和普通幼儿园的相关人员。外部督导是评定

和衡量示范辐射的效果、监控示范辐射的落实，

以及示范双方的执行情况［12］。另一方面，构建示

范辐射活动的内部监控。以示范辐射活动的预

设目标为标准，监控其过程中具体的实施；并对

实施过程提出建议。内部监控旨在示范辐射活

动内部的自我评定和修正，由示范性幼儿园和普

通幼儿园非参与示范辐射的人员共同来构建监

控成员。在活动内外督导监控机制下，即保证示

范辐射效果质量，又确保示范辐射活动的有效进

行，共同促成示范辐射的价值实现。

从示范辐射的自我“表演”到促成他者，乃是

学前教育政策的需要，也是当下示范性幼儿园价

值的真正彰显。促成意义下的示范辐射，连接

“示范—学习”的关联，将单向度的示范走向示范

双方的共同合作，基于普通幼儿园“学习”背景下

的示范，走向示范性幼儿园示范引领下的自我学

习。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促成作用，应在政策上

给予重新审视与支持，有效推动示范辐射的开

展，真正发挥示范辐射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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