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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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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胎政策背景下，农村家长的生育需求是否增加与托育服务满意度有很大联系，了解家长的需求有利于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促进早期教育发展。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以80名农村家长为研究对象，深度挖掘家长托育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得到112
个初始概念、10个范畴、3个主范畴，构建了农村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和机

构层面，其中家庭层面是影响托育需求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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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Infant Parents’Demand for
Childcare Services

LI Hai-ou，ZHU Jia-ying
（Colledge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31，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whether the increase in the childbirth needs of rural parents is closely relat⁃
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Understanding the demand of parents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
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education. The author adopts a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nd takes 80 rural par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deeply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needs for childcare services and obtaining 112 initial concepts，10
categories，and 3 main categori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eds of rural parents for childcare services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it mainly involves the national level，the family level and the institution level. The family level is the most impor⁃
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childcare. Finally，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rural areas; parent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childcare demands; grounded theory

一、问题提出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提

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措施，来促进我国人口均

衡发展［1］。三孩政策颁布后，“是否生育”“生了

谁来带”“有没有生育的经济条件”等更成为人

民热议的话题。在考虑是否进行生育时，群众

谈论的话题更多的是“养不起”“没时间”，这一

现象在“二孩政策”时就已暴露［2］。三孩政策想

要解决已经暴露的问题，应完善政策支持，解

决婴幼儿养育难题，否则育龄女性就会因为种

种养育困难，放弃生养，解决人口难题便会遇

到障碍［3］。

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不仅可以影响婴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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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托育服务的投资

与回报率都有很大的影响［4］。早期教育可以促

进婴幼儿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为终身发展打下

坚定的基础。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事关重大，不仅影响婴幼儿

的身体健康，更关乎千家万户［5］。随后各省市在

《指导意见》的统筹下，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协同

促进婴幼儿照护事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国家

对于0-3岁婴幼儿的教育进行支持，不仅从国家

层面提出指导意见，地方也针对本地实际情况

提出具体实施意见，他们对于托育服务事业提

出高标准、严要求，也体现出婴幼儿家长对于托

育事业的高需求。

目前我国的照护服务存在供给不足、结构失

衡、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6］。这与家长的需求背

道而驰。党中央、国务院对婴幼儿的托育问题极

为重视，在《指导意见》发展目标中表明，到2025

年要使得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进

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照护需求。

目前关于托育服务需求的研究多集中在影

响城市家长托育需求的因素以及从理论上剖析

托育服务相关内容，对于农村家长的研究较少。

农村父母的养育压力高于城市父母，他们在亲子

互动、困难儿童照料、育儿困难等方面处于弱势

地位［7］，因此了解农村家长的托育服务需求迫在

眉睫。那么农村家长的托育意愿是什么？是否

具有托育能力？影响农村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

因素有哪些？笔者从扎根理论出发，对80名家长

进行访谈，挖掘其内心深处的想法进行整体性的

探究，剖析影响农村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

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工具

1.研究对象

经观察Y镇有家长送托现象，出于方便取样，

笔者选取了家乡L市Y镇村民进行访谈收集资

料，该镇靠近城市属于近郊，附近设有公、私立学

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近年来经济水平不断发展、

交通便利，部分年轻人选择居住在农村去城市工

作。Y镇辖4个社区，11个行政村，根据目的取

样，选择2个社区，并根据行政村的大、中、小分别

选择2个，共计2个社区6个村；然后从中分别选

取10位家长作为访谈对象，在进行访谈前对研究

对象进行简单的提问，确保访谈对象为0-3岁婴

幼儿家长，共计80人。其中父亲占比25%，母亲

53.75%，祖辈17.5%，其他亲属3.75%。Y镇家长

的学历多为专科及以下，父亲或母亲为本科及以

上学历占比较少（父亲8.75%，母亲15%）。家庭

月收入 3000- 5000 的人数为 34 人，占 42.5%；

5000-7000的人数为30人，占37.5%；7000-9000

的人数为13人，占16.25%；9000及以上人数为3

人，占3.75%。

2.访谈提纲设计

结合已有研究文献，自编了半结构化访谈提

纲，具体访谈内容如下：（1）您认为送孩子去托育

机构有意义吗？（2）您会送孩子去托育机构吗以

及为什么会去或者不会去？（3）您为孩子选择托

育机构时会考虑什么因素呢？（4）托育机构的什

么品质会比较吸引您呢？（5）您理想的托育机构

是什么样子呢？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针对

一个现象进行系统的收集资料，在对资料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进行概括，最后上升

为理论［8］。本研究将 75 位家长的访谈资料输

入Nvivo11中进行编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开

放性编码，将收集到的资料加以分解，使其初

步概念化。主轴编码：将形成的概念合并，将

其范畴化。选择性编码，挖掘范畴之间的逻辑

关系，形成理论框架模型。其他5位家长资料

在编码结束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确保不会有

新的资料出现。

三、研究数据分析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在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进行初

步处理的基础上，对访谈的内容进行客观分析，

确保提取概念的准确性。在概念赋予过程中，尽

可能从受访者原本话语中提取概念，消除主观感

受。通过对资料进行编码，经过多次整理分析，

最终得到112个初始概念，现将有代表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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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列举，如表1所示。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

带孩子去听过课，觉得和在家没太大区别

生了孩子不去工作，我的岗位就会被新人替代

孩子从出生就是我带，让她一个人去托儿所，我放心不下来，他也就这么几年需要陪伴，

所以我就辞职在家带孩子

我们夫妻二人工作,父母在家照顾孩子

在家里玩就行，在哪里不是玩呢；送不送都行，反正头三年也学不下什么

老师能够引导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促进语言交往能力；同伴交往能力等

初始概念

性价比不高

工作压力

舍不得孩子

祖辈照养

意义不大

促进儿童发展

（二）轴心编码

最终梳理出10个范畴以及国家层面、家庭层

面和机构层面三个主范畴。国家层面包括政策支

持和质量保障；家庭层面包括育儿观念、经济水

平、学历层次和工作性质；机构层面包括教师方

面、教育理念方面、管理方面和环境方面（见表2）。
表2 轴心编码示例

原始语句

生了小孩产假比较短，不去就扣工资，有可能会被辞退，作为女性压力太大了，
老公也没有陪产假、补助什么的

我有一次去试听，机构刚装修好吧可能，味道都没有散去，就开始招生，这让我们家
长怎么放心

国家开放三胎，可是对生育有什么补贴，现在养一个小孩子太贵了，负担不起

孩子从出生就是我带，让她一个人去托儿所，我放心不下来，舍不得孩子

有助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还有家庭教育给不了的，比如社会交往环境，
语言环境，性格养成都有帮助

我的收入比较低，我出去上班一个月也只有2000，还不如在家带孩子

我和孩子妈妈都要工作，是医生比较忙，正好附近有托儿所，把孩子送过去我们工作
也放心

我把老师的爱心放在首位，我认为只有爱才能感染小孩子，才能让她愿意来托儿所，
爱是最吸引孩子的，不能虐待孩子

孩子还小，爱哭，教师要有耐心

教师要有责任心，能够对工作负责

我希望托育机构有一个正确科学的理念，不要与幼儿园相混淆，年龄段不一样教育
的知识也应该不同

我希望能够多开设亲子课程、运动艺术课等，发展孩子多方面的能力

希望能够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不要让孩子输在起点上

最好离家近点，接送孩子也方便

坐公交或者骑电动车就能够到

初始概念

工作单位制度

环境不过关

生育补贴

舍不得

能力发展

收入低

工作忙

爱与教育并行

耐心

责任感

科学教育理念

课程种类丰富

智力发展

距离家近

交通便利

范畴化

政策支持与

质量保障

育儿观念

工作性质

教师方面

教育理念方面

环境方面

（三）选择性编码

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系统分析，进

一步整合、凝练，得出“核心范畴”，建立核心范畴

与主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性编码的目的

是为了确定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形式将主范

畴、范畴连接起来，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

过程是在轴心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深层次

进行验证的过程（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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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范畴及构成

初始概念

产假短；扣工资；辞退；陪产假；生育补贴；优惠政策；经济补贴

虚假宣传；环境质量不过关；乱收费；性价比不高；水平不一；不放心

自理能力；语言能力；社会交往环境；良好性格；父母陪伴；家庭教育；集体意识；
不放心；祖辈照看；孩子不愿意去；没用；智力发展；观念不合;习惯养成；生活照
料；喂养；吃饱穿暖；休息好

价格高；负担不起；收入低；生活开支大

文化水平低；不懂；不理解；高学历

工资低；工作忙；女性压力；没工作；时间多；双职工

教师专业化；从业证书；沟通能力强；爱与教育并行；工作经验；教育学专业；
教师队伍稳定；基本医疗常识；担心虐童；担心不专业；随机应变能力；普通话
标准；师幼互动；加强素质教育；有爱心；耐心；责任心；亲和力；感染力；同情
心；认真负责；身体素质好；以身作则

一日生活安排合理；课程丰富；科学的理念；户外活动丰富；满足孩子需求；
针对个性的教学；符合年龄特点；保育；掌握生活技能；指导家长；和谐；全面

服务态度；管理规范；应急处理能力；师幼比；小班制

生命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饮食丰富；环保无污染；监控；教室环境通风；教室
有阳光；消毒；睡觉环境安静；硬件设施齐全；玩具丰富；户外场地大；交通便
利；距离家近；距离工作地近；方便接送

范畴

政策支持

质量保障

育儿观念

经济水平

学历层次

工作性质

教师方面

教育理念方面

管理方面

环境层面

主范畴

国家层面

家庭层面

机构层面

（四）模型建构

本研究在三级编码的基础之上，建构了该

理论模型。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之上形成了10

个范畴：政策支持、质量保障、育儿观念、经济水

平、学历层次、工作性质、教师方面、教育理念方

面、管理方面和环境方面。接着由选择性编码

得到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和机构层面。根据范

畴与因素之间、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初步建

构出0-3岁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模型

（图1）。

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

1.政策支持

2.质量保障

家庭层面家庭层面
1.育儿观念
2.经济水平
3.学历层次
4.工作性质机构层面机构层面

1.教师方面
2.环境方面
3.管理方面
4.教育理念

托育服务

需求

图1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研究者建立了农村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

求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但是其中的权重数据并

未一一呈现。访谈资料中呈现出的各概念的频

率是不一样的，这也间接表明了影响家长托育服

务需求的权重是不同的。为了明晰各因素之间

的重要性以及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者再

次进行树状核心节点分析（表4）。根据生态系统

理论国家、机构和家庭分别是宏观系统、中间系

统和微观系统。国家层面是顶层设计，机构层面

是保障，家庭层面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这三个

层面并不是独立起作用，而是相互影响制约共同

影响家长的托育服务需求。
表4 树状核心节点编码统计

主范畴（单位：个）

国家层面（70）

家庭层面（368）

机构层面（314）

百分比

（%）

9.30

48.94

41.75

范畴（单位：个）

政策支持（27）

质量监管（43）

育儿观念（168）

经济水平（147）

学历层次（21）

工作性质（32）

教师方面（120）

环境方面（86）

管理方面（36）

教育理念方面（72）

百分比

（%）

3.59

5.71

22.34

19.54

2.81

4.26

15.96

11.43

4.79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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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根据预留的5份原始访谈资料，将其

代入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该份原始资

料在已有的范畴中都可以被囊括，并没有新的概

念出现。这表明通过扎根理论所得到的“婴幼儿

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各范畴发展完

善，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四、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根据访谈资料各节点出现的频率，家庭的育

儿观念是影响家长送托行为的主要因素，对托育

服务需求较高的前三位分别是普惠性、师资队伍

和环境设施。影响婴幼儿家长托育需求的因素

主要包括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和机构层面，各个

因素之间相互影响。

1.国家层面

国家维度主要指政府对有生育顾虑的家长

提供一些保障措施来消除生育顾虑，对想办托育

机构的企业提供一些支持手段来减少办托花费，

并对违法乱纪的机构进行大力彻查。主要包括

政策支持和质量保障。政策支持指政府采取积

极有利的措施创设令人民群众满意的育儿保

障。例如政府落实人民群众的产假、育婴假、陪

产假、返岗工作等直接影响人民利益的制度，会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育幸福感，减少生育压力，在

三孩政策引导下，增进人口增长，同时又减轻家

长的育儿压力。然而家长在实际的工作中，产假

等福利政策并未落实到位，使得家长的需求不

够。政府也应对托育机构减少税收，鼓励社会力

量办托。通过此措施，办托机构增加，这样机构

的市场化弥补了政府公益化的不足，但是过度的

市场化便会导致市场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

了质量发展［9］。这就要求政府要对市场的行为进

行质量保障，质量保障是指办托机构的标准是否

符合国家的办托要求，并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准入

门槛。绝大多数机构缺乏托育服务质量规范，这

成为影响青年人生育以及送托的因素［10］。访谈

资料表明，目前市场上的机构水平参差不齐，虚

假宣传，说做不一的行为令家长对其失去了信

心，也成为家长托育选择的重要障碍之一。中国

未来的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以市场作为

主体的，转变家长不信任态度变得刻不容缓［11］。

政府要对托育机构进行适度普惠，适度监管，适

度保障，并将其作为发展奋斗的目标。

2.家庭层面

家庭层面是影响家长托育需求最主要的因

素，占48.94%。包括育儿观念、经济水平、学历层

次和工作性质。育儿观念在本次访谈资料中出

现的频率最高，占22.34%，是影响家长托育行为

的主要因素。在对家长进行访谈“是否有意愿送

孩子去托育机构”的问题时，有11名家长表明已

送孩子去了托育机构，24名家长想送孩子去托育

机构但存在顾虑。并且访谈也发现年轻一代家

长持有的价值观与祖辈一代有较大的差异，访谈

中家长表明“自己想要送孩子去，但是自己的父

母不同意的现象在其他家庭中也有存在”也有家

长认为，“托育机构的教育与自己在家照料孩子，

没什么区别，不会产生什么作用”。也有家长表

明托育机构有利于幼儿语言能力、集体意识等方

面的发展，这种不同的育儿观念影响家长托育意

愿。经济水平是第二大影响因素占19.54% ，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入对于家庭的托育选择有

较为直接的影响。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当

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有尊重和

自我实现的需求。婴幼儿照护需要的开销日益

增多，奶粉、纸尿裤等必需品不可或缺，家庭收入

不足的情况下，满足婴幼儿的生理需求就已消耗

了绝大部分，这类家长便不会考虑托育机构。学

历层次是指父母及主要监护人的学历水平，受教

育程度较高、年轻的家长更倾向于重返工作岗

位，让孩子去托育机构。托育机构不仅可以满足

孩子的基本吃喝，还可以提供教育与宽敞的活动

场所，于他们而言是较好的选择。家长的需求受

其学历水平的影响，对于初中以下学历的家长，

他们的育儿观念、教育观念相对来说较为落后，

因此他们对于托育的需求也相应的较低［4］。工作

性质指父母有无工作、从事何种工作以及工作时

间的长短，这些因素影响了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

长短，从而影响了家长的托育需求。母亲作为生

养孩子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生育后面临重返工作

岗位或者中断工作岗位的两难选择。重返工作

岗位意味着孩子需要他人的照看，托育机构成为

很好的选择之一。中断工作岗位教育孩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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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给予孩子童年的陪伴，另一方面对今后女性重

新返回工作岗位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3.机构层面

（1）教师方面

在托育机构，教师与婴幼儿待在一起的时间

最长，婴幼儿年纪较小，需要细心呵护，教师的道

德素养、一言一行都会在幼儿心中打下深深的烙

印。因此教师的水平成为家长考核的核心要素，

包括专业水平、教学素养和个人特质。专业水平

是指教师拥有国家公认的从业证书和学历学位，

并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和实践经验。研究表明家长对机构教师的偏好

显示出了极其显著的正偏好系数［12］，在访谈资料

中教师方面出现的频率占15.96%，位居第三，这

表明教师是影响家长托育需求的又一重要因

素。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了教育的质量以及

婴幼儿对机构的喜爱程度，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够在优秀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发展，如果教

师水平较低，专业程度不够，没有基本的育婴师、

营养师等证书，那么在实际教学中就会暴露种种

问题，降低家长的期待。教学素养是指教师在教

学中要充分发挥教育机智，孩子较小容易出现教

学前未能预设到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拥有

随机应变能力，在课堂上灵活的与孩子进行互

动，用自己的教学魅力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个人

特质是指教师所具有的在生理上的身体素质和

较为稳定的人格特征。身体素质是指婴幼儿较

为活泼，并且基本的生活仍需要人照料，比如换

纸尿裤、穿衣服等，教师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

能够在教学中发挥优势，托儿所的一日生活比幼

儿园更为辛苦，不仅要考虑幼儿的生活需求，还

要满足幼儿活动的需求，用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每

一次挑战；人格特征是指教师所散发出的亲和

力、爱心、耐心、同情心等，这些人格魅力可以让

家长放心与信任教师。

（2）环境方面

具有教育意义的环境能够为儿童的身心健

康发展提供保障，机构的环境要符合儿童的兴

趣。环境设施包括内部环境、物质环境和外部环

境。以往的研究表明，家长对内部环境的安全、

卫生、定期消毒的需求得分最高［13］。2017年上海

携程亲子园、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等机构暴露出来

的虐童事件表明，当前托育服务不仅“量”不足，

“质”也无保障［6］。访谈中也表明安全问题是社会

及所有家长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设施的安全到环

境的安全再到活动中的生命安全、进餐时的饮食

安全等都为家长所关注，因此托育机构的设置要

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和环保卫生标准，为幼儿提

供健康舒适的环境，让家长放心。物质环境是指

婴幼儿生活的环境是否通风、休息的环境是否安

静、进行教育的场所光线是否适宜、是否有充足

的阳光以及机构为幼儿提供的活动、学习、娱乐

等设施，这些是促进幼儿发展的基本保障。这样

一方面可以激发幼儿来托热情，也可以提升家长

的满意度。在理想的托育机构问题提问时，家长

表明希望为孩子提供较多的玩具和较大的场地，

不要限制孩子的自由，符合这些要求的机构会给

家长满足感与内心的安全感。外部环境是指机

构的创建位置，交通便捷程度，是否最大程度便

民以及是否有地方入托。以往的研究表明，机构

的可获得性和社区环境是影响家长托育需求的

重要因素［14］。访谈中也有家长谈到“希望能够在

村里安置一个婴幼儿托育服务中心”，位置影响

了家长是否会选择该机构为自己孩子的托儿所，

家长工作繁忙，较为便利的距离以及本社区的托

育园等，成为家长的首要选择。

（3）机构管理方面

机构管理一方面指机构的服务态度以及管

理模式是否熟练，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指出顾客

作为服务对象，管理者应作出周全的计划，使每

日工作具有目的性和科学性［10］；管理者要做好带

头作用，做出科学的决策。另一方面指班额设置

是根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按照不同年龄阶段设

置一个科学的师幼比并合理配备保育人员。访

谈中也有家长表明“希望教师能够照顾到每一位

孩子，有一个科学的师幼比，不要教师少，孩子

多”。遵循机构设置标准与管理办法可以提升家

长的入托意愿。

（4）教育理念方面

正确的教育理念下教育内容才能准确，教学

方法才能适宜。教育理念是指在幼儿生理和心

理的指导下，从安全、舒适、便捷等因素满足幼儿

发展的实际需求，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体素

质开发适宜的课程，不照搬国外理念，结合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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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实际状况开发特色理念。研究表明，消费者

对于课程表现出较大的偏好，因为通过课程可以

直观的感受判断机构的保教质量、教育理念是否

正确［12］。访谈中有家长谈到，试听机构直接照搬

幼儿园五大领域的课程来对0-3岁孩子进行教

育，直接体现了他们的不专业性。在正确教育理

念指导下的教育内容，应该是不以灌输式的知识

教育为目的，而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幼儿的

行为习惯，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发展语言能力，在

户外活动中促进健康发展。

（二）启示

本研究在对家长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获得原

始资料，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编码，得到

国家层面、家庭层面和机构层面，包括了谁来服

务、为谁服务、服务什么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共

同影响家长的托育需求。因此想要提升家长的

托育需求满意度就必须从这三大影响因素着手。

1.政府政策兜底，加强市场监管

关于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服务，政府出台了

多个相关政策来保障实施，但是政策的提出是引

导，关键在于落实。政府要加强监管，确保托育

机构的创办实施必须与国家和地方法规要求一

致。0-3岁的婴幼儿比3-6岁的幼儿更需要细

致、周全的服务，提出操作性极强的托育措施，做

好统筹规划，发动各个部门为托育服务贡献力

量。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机构做到违法必惩，不

包庇任何一家机构，以严格的标准来对机构进行

要求，确保托育服务的质量，对机构进行“适度规

范”，通过多方监管，使得机构朝着高质量的发展

目标前进，满足家长的托育需求［15］。对于托育机

构的准入一方面要给予减税等措施鼓励托育机

构的创建，为缓解供需矛盾做出贡献。另一方面

要严格监督其质量，特别是安全质量，不仅要做

到符合准入标准，对于在具体实施中的一日活动

等具体环节也要进行严加管控；这样不仅可以激

发机构的办托热情，还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放心

将年幼的孩子送至托育机构，重返工作岗位。

目前，托育机构市场供给不足，有研究表明

上海市需要托育服务的儿童人数达到了10万人，

但是实际入托的人数却只有1.4万人［16］，我国的

入托率仅有4%，这与欧洲国家相比远远低于其

平均水平［17］。这表明急需市场发挥其力量，将普

惠政策落到实处，推动建立一批便民、价格适宜、

质量有保证的托育机构，大力发动社会力量以及

相关企业积极参加普惠托育的建设中，这样可以

减轻有入托意愿家庭的负担。在新建居民楼时

要对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进行规划，农村也可以

几个相邻的村子共同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满足本区域家长的托育服务需求，为他们提供便

捷安全的托育服务；202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2021-2030》中指出要提高用人单位以及

女性工作者的劳动保护和安全意识，同时也要保

障女职工的生命健康［18］。政府要督促用人单位

对女性的特殊保护，为女性生育后创设一个良好

的环境。例如可以全面落实产假、哺乳假等政

策，让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可以重返工作岗

位，不会面临辞退的风险，政策兜底让妇女无后

顾之忧；通过对市场上机构价格的控制，让家长

减轻生活压力、经济负担，对于困难家庭应根据

困难等级对他们进行补贴，减轻他们的养育负

担，提高养育者的自我效能感，缓解压力［19］。在

三孩政策指导下，减少对于生育的恐惧，让“养不

起”的想法从父母的脑海中杜绝，转变自身的生

育观念，让有生育意愿却有生育压力的家庭，减

轻负担，为我国人口增长贡献力量。

2.关注家长需求，对家长进行托育指导

28个省关于促进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政策中仅有6个参考点表明要对家长普及科学

知识，这表明社会对于家长育儿知识的普及应加

强力度［20］。作为家长，一方面应该认识到婴幼儿

早期教育的意义，托育机构相对第一次做父母的

家长而言更加专业，它们会为家长提供更加专业

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家长也应该明白，孩子自出

生起生活最久的场所就是家庭，家长应承担起应

有的责任，不可以把抚育的责任全部转交给机

构，应为婴幼儿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多与机构

的老师了解孩子的现状，在实际教育中遇到困难

也要及时向她们求助，与托育机构合力，促进婴

幼儿健康成长。

对0-3岁婴幼儿进行教育与保育不仅有利于

儿童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及整

体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重要意义［21］。因此家长

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明确早期教育虽然重要

但不可以急于求成，与幼儿园的五大领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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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不同的月份会有不同的发展需求，他们在

大运动、精细运动、认知、语言、社会等各个领域

发展要求均不同。在访谈中有家长提出要发展

孩子的认知能力，家长们要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

是“保教为主，教育为辅”，孩子在28-30个月才会

认识1和许多颜色，家长不能让20个月的孩子在

托育机构就能发展成28个月应有的模样。对于

家长存有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想

法，研究表明虽然早期教育对婴幼儿的智力发展

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将孩子造就成神童的

完美效果，家长们不能将其作用放大，应理性看

待。对于3岁以下的婴幼儿，他们发展迅速，应针

对他们的年龄细化教育内容，应坚持保教一体化

的服务理念［22］。婴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有其自身

规律，不可“揠苗助长”也不可“放任自流”，要在

托育机构以及政策指导下，科学育儿、精准育儿，

把握婴幼儿发展的关键期。

3.提升教师准入门槛，发展教师的人格魅力

目前，国家未颁布关于三岁以前教师及服务

人员的专业标准要求，但3岁以前的幼儿更需要

服务的科学性与专业性。据调查，当前托育机构

的老师大多由幼儿教师或者育婴师来替代，并不

是专业教师［2］。该现状与家长的需求相反，他们

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不仅希望他们拥有专业的

知识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还希望教师拥有良

好的职业素养，具有爱心、耐心等人格魅力。机

构应认可家长需求的合理性，这些要求是对一个

优秀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婴幼儿受教育的

质量以及家长对机构的认可度都与教师素质息

息相关。目前不少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和早教机

构、托育机构的教育没什么区别，他们认为0-3岁

婴幼儿年龄较小，过早教育不仅开支过大而且作

用不明显。为了向广大家长证明这种想法的不

可行性，在教师准入制度上，应将专业证书、学

历、职业素养作为教师准入的最低门槛，育婴师

证、营养师证等含金量较高的证书应确保教师人

手一份，对于有经验的老教师要鼓励他们进行考

试，赢得家长的信任。对教师的培训亦是不可或

缺的，专业性、科学性、实践性是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主要特点，通过培训，了解理论与实践的不同、

了解机构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水

平，也可以在培训中与班级教师之间达成默契，

对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对于教师的准入不

可以作为评价一名教师的根本，对教师的考核应

是动态性的，对于表现好的教师进行奖励，对于

失职的教师进行惩罚，这样可以提升教师的教育

动力，培养一支认真负责、道德素养极高的教师

队伍。已有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对于幼儿教师

的入职要求高于保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保教

人员的考核主要看重保育，对于教育是不太侧重

的。因此机构对于教师的选拔、准入应该提升门

槛，不仅看重保育能力，也要强调教育水平，毕竟

0-3岁的幼儿发展变化较为迅速，教师的一言一

行都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机构

要对教师进行职后培训，教师的专业程度决定了

机构的专业程度，好的教师会为机构锦上添花，

提升家长的满意度，让家长对机构充满信任与支

持。机构也要为建立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做出

贡献，提升教师的工资待遇和补贴，提高该工作

对于教师的吸引力，减少人员流动。如果幼儿在

接受教育中，教师不断地进行更替，不利于教师

与幼儿之间建立信任的师幼关系，幼儿在托育机

构也会缺乏安全感。保育与教育两方面都会产

生消极影响。同时也应加强对源头进行控制，高

校应强调实践导向的课程，对教师的能力进行培

养，不局限于学习专业知识，也要专门开设0-3岁

婴幼儿课程，不能与幼儿园课程混为一谈，强调

其专业性，培养“双师型”人才［23］。

4.改善环境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托育机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为家长

所关注，环境可以给家长最为直观的体验，好的

环境不仅使人心情愉悦而且会提升家长的满意

度。首先要从安全问题上满足家长需求，安全至

关重要，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挂饰、桌角、楼

梯等具有安全隐患，因此应在机构内成立专门的

安全小组，对安全隐患进行定期排查与检修，从

根源减少安全带来的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使得家

长不能完全放心将年幼的孩子送去机构。其次

是交通便捷性，距离影响人们的满足感，当距离

较近时，减少了路程时间，使得工作后的家长压

力减少，提升幸福感，机构也可以提供校车服务，

对于不方便的家长可以去家庭或者工作单位接

送孩子，满足家长需求。再者是卫生问题，应把

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作为办托的最低标准，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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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不同于成人，更需要耐心的呵护，卫生、安全

问题应放在首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对教

室、玩具等应该定期消毒，因为婴幼儿年龄小，喜

欢将玩具放在嘴里，有时在地上玩耍后也会放在

嘴里，这样就会导致玩具不干净且布满细菌，教

师要注重玩具的消毒，让幼儿从根源杜绝细菌，

他们的抵抗力较弱，容易生病传染，教师、保育员

要将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同时食品安全、建筑安

全、消防安全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选择实验

法，城市父母在安防监控方面的支付意愿最高，

需求最为旺盛［24］。有条件的机构应满足家长的

个性化需求，比如有的家长希望机构提供实时监

控来缓解家长的分离焦虑，机构也可以与家长进

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并对他们的

困难进行指导，办一个独具特色的托育机构。

5.健全托育机构，提升专业程度

托育机构作为对幼儿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

市场上良莠不齐、价格高昂、虚假宣传的机构成

为家长拒绝早期教育的原因之一。机构的教育

内容与教育理念是否满足家长，影响他们的满意

度与选择。托育机构应坚持保育为主，教育为辅

的理念，坚持保育是一切的基础与源头，在这种

理念的指导下，制定教育内容，合理安排幼儿的

一日生活。同时可以听取家长的建议，与家长进

行沟通，了解他们对于保育、教育的独特需求，对

于正确的理念进行改进，不合理的需求对家长进

行指导。《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中指

出，对婴幼儿的保育应从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

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7个

方面进行［25］。在制定教育理念及教育目标时要

紧紧围绕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展开，不能忽视任

何一方面片面发展，要考虑0-3岁婴幼儿身心的

独特特点，在了解其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将

幼儿园的经验直接照搬在他们身上。在保教一

体化的国际趋势下，托育机构要与幼儿园的相关

理念连接起来，让上托儿班的小孩可以促进其在

幼儿园的发展，过早的教育幼儿园的知识，会打

消他们的积极性与兴趣，不利于幼儿健康发展。

机构应在正确、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在优秀教师

的引导下，传授科学的知识，一切以幼儿的发展

为前提，为幼儿创造一个快乐愉悦的童年做出努

力。在互联网时代，托育也要顺应潮流，发展互

联网+托育，满足家长高质量的服务需求，可以开

展多形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比如家庭+线上、机

构+线上、机构+线下等多种服务形式，在托育时

间上根据家长的需求灵活变动，延长服务时间、

半日托、全日托等［26］。2021年10月颁布的《家庭

教育促进法》指出，幼儿园要将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纳入工作计划，作为对教师培训的业务内容，

定期组织公益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

动［27］。由此可见，托育机构对家长进行指导迫在

眉睫。

总之，了解家长的托育服务需求，对于提升

托育教育的质量奠定了基础，更有效促进婴幼儿

早期发展。因此政府政策制定者、机构管理人员

以及教师等相关人员，有必要了解家长实际托育

需求，从产品消费者角度出发，改进托育机构的

教学模式、支持政策等，提升家长满意度，为婴幼

儿的发展创设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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