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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Cite Space对21世纪的WOS核心数据库中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探究国外儿童早期保教

研究的主要概况、热点主题与前沿演进。结果表明：美国、澳大利亚、英格兰等在儿童早期保教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研

究热点聚焦于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界定及测评工具的开发，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儿童入学准备关系，及早教教师的专业发展；

研究前沿从宏观层面的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概述逐渐转向微观层面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提升；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多个利益相关

者共同构建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体系，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测评的改进与发展功能，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影响儿童入学准备的阈限

值，聚焦于师幼互动质量提升的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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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ite Spac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in the WOS core

database in the 21st century. It mainly explores the main overview，the hot topics and frontier evolution of abroad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Australia and England are influential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

uca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about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sessment too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arly education teachers.The research frontier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overview of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t the micro lev-

el.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onstructing the quality syste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intly by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 im-

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fun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he threshold limit value of children's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ffecting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pre-service education and post-service training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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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婴幼儿是人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抓住教育

契机并给予其高质量的儿童早期保教有助于

开发儿童潜能，并为其终身教育奠定基础。21

世纪以来，国际经合组织就各成员国儿童早期

保教政策导向与实践展开大规模调研，并先后

出台了强势开端系列报告。2020年OECD出版

了“为3岁以下儿童提供优质的早期保教服务

——源自2018年强势开端调研结果”［1］。这表

明，儿童早期保教已经成为国际学前教育关注

的焦点。基于政策的支持与导向，近年来国际

学者纷纷以儿童早期保教为主题开展研究。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

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

万户。”自我国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来，儿童早

期保教也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焦点。

通过对来自CNKI数据库中的一百多篇高被

引核心文献进行共现聚类分析。发现了国内儿

童早期保教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儿童早期托育公

共服务体系；儿童早期的家庭养育与社会公育；

儿童早期教师专业化；儿童早期学习与发展标准

的借鉴。儿童早期托育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研

究聚焦于借鉴国外经验及我国儿童早教的历史

经验。儿童早期的家庭养育方面聚焦于农村地

区及二孩家庭养育的现状调查；主要从早教机

构、社区及幼儿园探究儿童早期的社会公育。儿

童早期教师专业化方面主要调查我国早教教师

的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的现状，并借鉴国外的经

验。也有研究聚焦于国外儿童早期学习与发展

标准的借鉴。国内部分研究关注借鉴国外儿童

早期保教的研究成果。国内也有聚焦于探究国

内外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综述。例如，梅林晨从

历史的视角探究了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0-3岁儿

童早期保教实践［2］。张晓梅等人比对国内外 0-3

岁儿童托育服务体系及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研

究［3］。

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探究国内外儿童早期

保教研究热点主题并关注儿童早期保教未来的

研究趋势。本研究主要采用可视化软件 Cite

Space探究21世纪国外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概

况、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并为我国未来儿童早

期保教研究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提

供借鉴和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搜索的时间范围确

定在2000年至2020年区间，文献类型选择论文，

语种设定为英语，以“care and education of infant

and toddler”与“prekindergarten children’s care and

education”为主题；剔除医学类和经济类文献及重

复文献，截止2021年1月9日共收集有效文献217

篇。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为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等开发的Cite

Space软件。该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

络算法可以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可视化

分析，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及学科

前沿等。

（三）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搜索与儿童早期保教相关的研究

文献。秉承的筛选原则如下：其一，Web of Sci-

ence权威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库中2000年之后，

近20年的研究文献；并将关键词锁定于0-3岁儿

童早期保教，或是婴儿与学步儿早期保教；其二，

剔除教育学及心理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剔除

重复的研究文献。

第二阶段，运用CiteSpace5.7.R2可视化软件

对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作者、区域分布、研究机

构及引文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并选择共引用比

较高的文献进行分析。探究研究作者共被引情

况以了解儿童早期保教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共同

体；探究区域共被引情况以了解儿童早期保教领

域的主要研究机构；探究引文文献的共被引情况

利于理清儿童早期保教领域的核心文献及作者。

第三阶段，对儿童早期保教的关键词进行聚

类分析及时区视图分析。首先，筛选出高频关键

词，即中介中心性都大于0.01的关键词。运用

LSI算法对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关键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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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选择Q值大于0.3，且其S值大于0.7的

聚类模型。根据聚类情况与高频关键词，概述出

儿童早期保教的热点研究主题。通过分析关键

词共现的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突现词

（Brust Detection）及突现性较高的被引文献，分析

21世纪儿童早期保教的前沿演进。

第四阶段，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对儿童早期保

教研究的热点主题以及前沿研究演进进行解读

和分析。这些研究文献都是从三个聚类的每个

聚类中选择中心性为0.1以及以上的研究文献，

以及共被引用频次及中心性都比较高的作者的

相关系列研究。

三、儿童早期保教的研究概况

（一）研究作者的分布情况

探究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的主要研究作者可

以厘清该领域具有较高学术贡献的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及其主要研究主题构成了该领域的主

要研究内容及未来研究方向。

在Cite Space中选择“被引作者”选项，对其进

行共被引作者合作网络分析。中心性在0.1左右

且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如表1所示。他们都是儿

童早期保教研究的主要作者且在儿童早期保教

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力。被引频次排名前四的

分别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马什伯恩（Mash-

burn AJ）、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哈姆斯（Harms

T）、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系的卡

罗莉·豪斯（Carollee Howes）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黛安·麦尔（Diane M.Early）。马什伯恩的研究

方向是改进师幼互动与儿童发展结果的关联，以

及教师专业发展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哈姆

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儿童早期保教环境的测评

工具的开发及培训。卡罗莉·豪斯热衷于探究学

前课堂质量与儿童学业成绩关联等方面的研

究。黛安·麦尔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儿童早教教师

的职前教育与职后的专业发展及培训。

（二）研究国家的分布情况

为了解儿童早期保教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

影响力国家，在Cite Space里选择“国家”为关键节

点分析源自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的研究文献。

结果如表2所示，按照发文量由高到低排列依次

为：美国、澳大利亚、英格兰、荷兰、德国、挪威、加

拿大。按照中介中心性值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

荷兰、德国、挪威、美国、英格兰、澳大利亚、加拿

大。综合发文量和中介中心性，美国、英国、法国

和西班牙这四个国家在儿童早期保教研究中均

具有较大影响力。
表1 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主要作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作者

马什伯恩

哈姆斯

豪斯

黛安·麦尔

玛格丽特·伯钦纳

皮纳塔

邓肯

黛博拉·洛·范德尔

菲利普斯·德博拉

克里斯蒂娜·威兰达

吉川裕一

特兰·D·基斯

被引

年份

2012

2013

2013

2013

2013

2014

2013

2014

2007

2015

2016

2014

中心性

0.32

0.09

0.09

0.11

0.15

0.16

0.15

0.19

0.13

0.20

0.15

0.12

被引

频次

56

55

53

52

48

46

41

37

35

33

29

29

表2 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主要国家

序号

1

2

3

4

5

6

7

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

英格兰

荷兰

德国

挪威

加拿大

中心性

0.48

0.00

0.48

0.86

0.76

0.76

0.00

篇数

134

25

6

6

4

4

2

（三）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

选择“机构”为关键节点对 WOS 核心合集

数据库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以了解儿童早期

保教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结果如表 3 所示，发文量在 4 篇及以上的是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卡罗莱纳大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和美国纽约

大学。这些机构在儿童早期保教研究领域具

有一定影响力。弗吉尼亚大学的中介中心性

为 0.04，卡罗莱纳大学的中介中心性为 0.05。

这表明这两所大学在该领域研究的影响力最

高，引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通过知识图

谱中节点间的连线可知，弗吉尼亚大学与卡罗

莱纳大学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尚未形成较广

泛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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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主要机构

序号

1

2

3

4

5

机构

弗吉尼亚大学

卡罗莱纳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麦格理大学

纽约大学

中心性

0.04

0.05

0.00

0.00

0.00

篇数

17

13

8

6

4

四、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

沿演进

关键词是对某一研究领域主要内容的浓缩

和提炼。使用Cite Space软件对国际儿童早期保

教研究文献中关键词出现的词频统计及共现聚

类进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

（一）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热点主题

对WOS核心合集数据库研究文献进行关键

词的词频统计及共现聚类分析。国际儿童早期

保教领域高频关键词共现图如图1所示；按照关

键词频次及中心性整理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除去相近高频词，如先学前

期、教育、保育、儿童保育、儿童早期教育。质量、

课堂质量、保育质量、入学准备、语言、学业成绩、

教师、专业发展和师幼互动反映了国际儿童早期

保教研究主要内容；且这些高频关键词的中介中

心性都大于0.01，这表明这些关键词节点在儿童

早期保教研究网络处于重要地位。
表4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关键词

先学前期

教育

质量

保育

入学准备

课堂质量

语言

儿童保育

儿童早期教育

教师

专业发展

师幼互动

保育质量

学业成绩

中心性

0.48

0.33

0.44

0.21

0.11

0.19

0.22

0.33

0.10

0.02

0.20

0.10

0.08

0.01

频次

49

48

38

27

27

26

26

22

15

13

11

7

7

3

运用LSI算法对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关

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得到6个聚类。其Q值（聚

类模块值）为0.46，大于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

著；其S值（聚类平均轮廓值）为0.83，大于0.7，意

味着聚类令人信服。根据聚类情况与高频关键

词，将其归为三个研究主题，即儿童早期保教质

量概述、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儿童入学准备、儿

童早期教师专业发展，如表5所示。

图1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领域高频关键词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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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领域的研究主题与聚类

研究主题

1.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概述

2.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儿
童入学准备

3.早教教师的专业发展

聚类

聚类0

聚类2

聚类4

聚类5

聚类1

聚类3

节点

13

10

4

4

12

7

轮廓值

0.809

0.802

0.872

0.886

0.906

0.722

平均发表年份

2016

2015

2015

2018

2015

2017

主要标引词与高频关键词

家庭育儿、儿童早期保育、过程质量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评估、评分系统、等级评估

双语拉丁裔、儿童早期保育、读写能力

教育、语言干预研究

师幼互动、影响、在职专业发展

婴儿教育者、婴儿语言发展方法、学历水平

1.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概述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是政府制定者、家长、早

教工作者等参与、设计及提供儿童早期保教服务

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儿童早期保教

质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界定。儿童早期保

教质量是一个主观的、基于价值的、相对的和动

态的概念。至今，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尚未有一个

全球公认的界定。2002年，儿童早期保育研究网

络通过将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结构特征（结构质

量）与近端过程（过程质量）及儿童社会和认知结

果（结果质量）联系起来，并阐明这些质量因素的

关系［4］。儿童早期保教结构质量是较远端的质量

指标，例如儿童与工作人员比率、小组规模和工

作人员资格认证等等；与政府的资助及教育和卫

生政策相关。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则是更近

端的质量指标，涉及早教工作人员和儿童的互

动，儿童与空间和材料的互动，儿童同伴互动以

及工作人员和父母间的互动等。儿童早期保教

结果质量关涉婴幼儿学习与发展。

学者们普遍认同儿童早期保教的结构质量、

过程质量与结果质量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认

同儿童保教结构质量对其过程质量的影响。哈

姆雷与皮安塔［5］、汤姆森和帕罗［6］、劳肯等人［7］通

过实证研究发现，儿童早期保教结构质量对其过

程质量的影响。例如，儿童保教结构质量中工作

人员的正规教育、培训与交流影响其过程质量。

也有研究发现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中的一些

指标，如教师与儿童互动质量与课程等对学前儿

童学习与发展结果产生了影响［8］。

第二，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测评。儿童早期保

教质量测评是其质量提升议程中主要组成部

分，也为政策制定者、儿童早教中心管理者、

早教教师及家长提供有价值的反馈。

测评儿童早期保教结构质量和结果质量比

较容易，可以通过查询大平台数据统计，并结合

运用信效度较高的问卷、测验及访谈等方法调

查。但是，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涉及一些动态

与可变的要素，故而其测评比较困难。用于儿童

早期保教质量的测评工具种类繁多，比如《婴幼

儿环境等级量表修订版》（Infant/Toddler Environ-

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儿童早期课

堂观察措施（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 Observa-

tion Measure）、儿童早期环境评估量表修订版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Rating Scale-Re-

vised）、儿童照顾者互动量表（Child Caregiver In-

teraction Scale）及课堂评估评分系统（The Class-

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简称CLASS）。目

前，由权威机构开发，儿童早期保教实证研究使

用频率较高且有较高认可度的是CLASS，它是一

种旨在评估学前课堂质量的观察工具。CLASS主

要测评的三个方面质量包括：情感支持（包括积

极的氛围、消极的氛围、老师的敏感性、尊重学生

的观点），课堂组织（包括行为管理、生产率、教学

形式）和教学支持（包括概念的发展、质量反馈、

语言建模）［9］。

即使运用权威的测评工具，儿童早期保教过

程质量测评的有效性仍然有待斟酌。凯伦·索普

等人认为，测评时间、观察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可

能会造成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评估结果的偏

差。结果显示，上午8点至下午4点期间儿童早

期保教的教学组织和情感支持普遍下降；在一天

结束时情感支持有所恢复。观察以小组形式开

展的数学和社会科学等活动时，CLASS评分较高；

而观察进餐、体育锻炼和过渡环节时，其CLASS

评分较低［10］。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的测评通

常是观察者在某个时段对教师的言行，师幼的互

动及教室环境的概括性评估。越来越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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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班级中儿童的构成也会影响儿童早期保教

质量测评的有效性。例如，班级中残疾儿童的比

例［11］，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比例［12］，来自社会经济

背景较低儿童的比例［13］等都会影响儿童早期保

教过程质量测评得分。

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测评工具仍然存在

局限：其一，观察的次数、时段等都会影响了解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信效度；其二，较难了解

到每个儿童独特的早期保教经历；其三，已有

的测评工具通常适用于政府资助的正式早教

中心，是否适用于非正式环境早教质量评估有

待斟酌。

2.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入学准备

高质量儿童早期保教有助于儿童做好入学

准备，为其更好地适应学校的学习与生活奠定基

础。师幼互动是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的组成

部分，与儿童入学准备密切相关。布里奇特·哈

姆雷等人［14］和莱瓦等人［15］的研究证明高质量师

生互动能预测学前儿童语言、写作及算术成绩。

豪斯等人［16］与马什本等人［17］的研究表明，师生互

动质量与学前儿童社会成就的关联。高质量的

儿童早期保教更有助于应对因贫困给婴幼儿认

知、情感、行为及入学准备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玛格丽特·伯钦纳等人的研究发现高质量师生互

动预示着儿童较高水平的社交技能和较低水平

的行为问题［18］。

也有研究表明，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对儿童

未来的数学和语言成绩及社会性的影响较

小［19］。这表明，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对儿童入学

准备的影响有一定阈值范围。扎斯洛等人认

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儿童早期保教质量达

到或高于某个（较高）水平（即阈值下限）时，儿

童才可能开始受益；另一种是儿童早期保教质

量超过阈值上限，质量水平提高对儿童发展结

果不产生影响［20］。

3.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早教教师的专业

发展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发现，教师素质

是高质量儿童早期学习计划中最一致的强有力

预测指标［21］。在家庭托育及早教中心，早教教师

参与较多职前培训且具备较高职前资质等特征

都与教师较高水平的教学组织及互动有关。可

见，专注于早教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是提高儿童

早期保教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

早教教师的职前资格及其与0至2岁儿童间

的教学互动之间有很强的关联［22-23］。学者们普遍

更关注围绕高质量儿童早期保教，开展提升早教

教师的关键教学和互动技能等方面的在职培

训。当在职培训涉及儿童早期保教内容时，其专

业素养与师幼互动质量的关联性更强。哈姆雷

等人与富金克等人认为，早教工作者的在职培训

及专业发展项目始终与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

中的师幼互动密切关联，并主张在职培训课程中

加入与师生互动相关内容［24-25］。苏珊·诺曼的研

究发现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发展可以提高教师

的语言和读写水平，进而影响师幼互动的质

量［26］。

早教教师的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有助于提

升其专业素养。但是，早教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其

过程质量及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结果间并不是简

单的线性关系。

（二）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前沿演进

本文结合关键词共现的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突现词（Brust Detection）及突现性较高的

被引文献共同探究21世纪以来不同时期国际儿

童早期保教研究热点演变进展情况。突现性高

的节点意味着这些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受

到格外关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学科在相应时

间区间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27］。时区视图着

重于描述儿童早期保教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演

变趋势。突现词反映某一领域研究文献中被引

文爆发影响强度较高的关键词。二者的结合利

于探究某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主题。结合国际儿

童早期保教研究的时区视图（如图2所示）和10

个突现关键词，21世纪以来不同时期国际儿童早

期保教研究热点如下：

2000年国际关注儿童早期保教研究。21世

纪以来，OECD先后发布了《强势开端:早期保育与

教育》（2001年）和《强势开端Ⅱ:儿童早期保育与

教育》（2006年）。这两个文件明确指出儿童早期

保教是国家和家庭的共同责任且需推进儿童早

期保教的专业化。

自2014年起儿童早期课堂质量及其学业成

绩的关联成为研究热点主题。课堂质量作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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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中的重要部分能够预测儿

童的学业成绩。这也是各国政府聚焦于提升儿

童早期保教质量的缘故。例如，OECD发布了系

列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报告：2012年，OECD发布

《强势开端Ⅲ: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工具箱》；2015

年，OECD发布《强势开端Ⅳ: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监

测》。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开始关注前学前阶段

教育与儿童入学准备。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优质

的婴幼儿保教对其今后在学校的表现产生重大

影响。立足于消除因贫穷等不利条件带来的不

良影响。2019年OECD《帮助婴幼儿学习和成长》

报告（Helping our youngest to learn and grow）。关

注儿童入学准备涉及到幼小衔接的报告，如2017

年OECD发布的《强势开端Ⅴ:幼小衔接》。

2017年聚焦于早教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

究。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早期保教的过程质量

中的师幼互动能够预测儿童的认知、情感及社

会性的发展。师幼互动中早教教师的专业素

养与其职前教育及在职培训相关联。例如，

2018年和2019年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拟定了《早

期教育者专业标准和能力公开草案》，美国各

州也先后开展早期教育者专业标准及能力体

系构建。

图2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时区视图

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研究以国际政策为导

向，并紧扣当前儿童早期保教的社会热点问

题。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儿童早期保教的研

究热点主题从宏观层面的儿童早期保教概述

逐渐转向中观层面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入学

准备的关联，进而再聚焦到微观层面儿童早教

教师专业发展及其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第一，比较有影响力的儿童早期保教研究

的主要作者以美国高校的学者居多。美国、澳

大利亚、英格兰等国家在儿童早期保教研究发

文量及学术影响力中居于主要地位。发文量

较多的机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纽约大

学及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且形成较广泛的合

作网络。

第二，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热点主题聚焦以

下方面：21世纪以来，近20年学者们普遍关注儿

童早期保教质量的相关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包括：结构质量、过程质量与

结果质量。要了解儿童早期保教结构质量和结

果质量水平可通过信效度较高的问卷、测验及访

谈等进行调查。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的测评

比较困难，目前，使用频率较高且有较高认可度

的是CLASS这个观察工具。早教教师持续的专

业发展是提高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有效方法之

一。儿童早期保教质量与入学准备，研究者对于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对儿童未来学业成绩及社会

性的影响意见不一致。这表明，儿童早期保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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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儿童入学准备的学业成绩及社会性的影响

有一定阈值范围。

第三，2000年至2020年儿童早期保教研究的

前沿演进如下。21世纪初，关注儿童早期保教研

究；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关注儿童早期保教质量

与儿童入学准备；2017年聚焦于早教教师专业发

展的相关研究。

（二）未来研究展望

1.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儿童早期保教质

量体系

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开始0-3岁儿童早期

保教体系的构建。可以借鉴国外的儿童早期保

教质量的三个维度：结构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

质量。儿童早期保教的结构质量的保障主体主

要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保

障主体主要是早教机构的管理者与早教教师，儿

童及其家长；儿童早期保教结果质量保障主体主

要涉及政府及相关部门、早教机构及学前教育专

业相关社会机构等。未来研究应从0-3岁儿童早

期保教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早教机

构、婴幼儿家庭、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相关社

会组织及协会等）的视角关注0-3岁儿童早期保

教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2.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测评的改进与发展功能

我国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测评是保障儿童早

期保教有效性的必要措施。儿童早期保教质量

测评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实用性将是关注的焦

点。儿童早期保教的结构质量及结果质量的测

评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获得。儿童早期保教过

程质量的测评工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的研究也

应注重开展纵向的追踪式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

量测评。

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测评功能除了筛选，更

应突显出不断提升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的改

进与发展功能。早教工作者是儿童早期发展的

重要他人，是每个儿童的学习与成长的见证者与

支持者。未来研究应探究工作者如何参与儿童

早期保教质量测评体系的构建，并通过测评工具

改进儿童早期保教的过程质量。

3.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影响儿童入学准备的阈

限值

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儿童早期保教质量影响

儿童入学准备的机制及其阈值范围。儿童在入

学准备方面的优势是验证儿童早期保教质量的

重要方面。但是，仍需继续探究儿童早期保教质

量中的哪些关键因素的提升会对儿童入学准备

产生积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影响的时间

或是程度方面的界限及阈值。

4.聚焦于师幼互动质量提升的职前教育与职

后培训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早期保教过程质量

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早教教师与婴儿的互动质

量。围绕提升师幼互动质量的早教教师的关键

教学和互动技能等方面职前教育及在职培训能

够保障及提升儿童早期保教质量。未来研究应

聚焦于职前教育中提升准早教教师的师幼互动

质量的策略，以及在职教育中提升早教教师的师

幼互动质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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