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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鹤琴是我国现代学前师范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长期关注并投身幼儿教师培养事业，不断更新并发展其幼儿教师理

念。早年教育经历形成了陈鹤琴对教师职业的初步认知，师范教育办学使陈鹤琴确立培养中国化“活教师”的志向，积极开展

“活课程”“活教法”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提出教师应自我改造为“人民的教师”。从“活教师”到“人民的教师”，陈

鹤琴始终强调幼儿教师同时肩负保育幼儿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积极呼吁提升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保障幼儿教师工资待遇，

并持续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实验，以确保幼儿教师得到系统专业的训练。

关键词：陈鹤琴；“活教育”；“活教师”；“人民的幼稚园教师”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3）12-0021-06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3. 12. 003

From“Living Teacher”to“People’s Teacher”: A Surve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n Heqin’s View of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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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en Heqin is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modern preschool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He has l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for a long time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ourse，constantly updated and developed his outlook on pre⁃
school teachers. Chen Heqin’s early learning experience helped to form his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He estab⁃
lished the ambition of cultivating Chinese“living teachers”in running normal education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living curriculum”and“living teaching meth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Chen Heqin proposed that teachers should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people’s teachers”. From“living teachers”to“people’s teachers”，Chen Heqin has always emphasiz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er the dual mission of caring for children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and has actively
called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preschool teachers，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alaries，and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experiments to ensure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receive systemat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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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怎样的教师”是陈鹤琴师范教育思想

的核心内容。适应不同时代需要，基于多样实践

体验，陈鹤琴对幼儿教师内涵的理解也在发生变

化。具体而言，第一阶段，历经传统私塾教育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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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和现代新式教育浸润，陈鹤琴产生对教育的直

观体验和对教师的初步认知；第二阶段，自1919

年9月起先后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到1939年10月离开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陈

鹤琴基于自身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实践和教

育行政管理经验初步形成其幼儿教师观；第三阶

段，自1940年10月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

学校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陈鹤琴立足其

创办江西幼师、国立幼专、上海幼师（女师）等的

师范办学实践明确提出为“活教育”培养“活教

师”；第四阶段，自1949年受聘南京大学师范学院

院长到被任命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幼教系主任

以至晚年，陈鹤琴坚定地提出为新中国建设培养

“人民的幼稚园教师”。从培养“活教师”转向培

养“人民的教师”，陈鹤琴的幼儿教师观与时俱

进，考察陈鹤琴幼儿教师观的转型变化对当前培

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幼儿园教师具有借鉴意

义。

一、“活教师”的概念提出根植于陈鹤琴

早年的教育活动经历与体验

（一）从传统私塾教育到现代新式教育：作为

学生的陈鹤琴及其教师

作为一种社会与历史的存在，陈鹤琴个人教

育活动史对其教育思想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尤其

是陈鹤琴早年求学经历使其产生了对教育的直

观体验，萌发了对教师的初步认知。陈鹤琴八岁

起开始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拜了四位先生，换了

三个私塾”，最初的几位塾师如王星泉、陈鹤闻、

王立贤都备受陈鹤琴尊重，但时日短暂，最后一

位陈姓先生是个鸦片鬼，整日无精打采，也不用

心教育，只知道让学生背书。陈鹤琴童年中最重

要的读书时代，就是在这种情形中度过的［1］。陈

鹤琴认为“六年最宝贵的光阴，除了认识三四千

字之外，可说几乎完全付之东流”［2］88。事实上，陈

鹤琴并非完全否定私塾教育，甚至认为私塾教育

有“因材施教”“行重于学”等优点，但却对只知背

书、作对、写字的传统“死教书”方式痛心疾首，将

“活”的书教死是传统塾师教学的共性问题。

私塾教育后，陈鹤琴先在杭州蕙兰中学完成

中学教育，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学堂完成

大学教育，后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师

范学院留学深造。身处现代新式教育，陈鹤琴体

验到了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其中，清华师长以

其高尚人格与丰富学识而给陈鹤琴留下极深印

象，陈鹤琴认为“清华的师长不但顾到学生学业

的增进而且能注意到学生人格的培养”［2］117-118。

留美期间，陈鹤琴更深度体验了现代新式教育，

结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良师。霍普金斯大学“教

授的学识又博又深。教授的教法又新颖又实

际”［2］143，特别是其重视观察实验，强调操作与体

验的研究型教学方式引发陈鹤琴极大兴趣。哥

伦比亚师范学院同样名师云集，陈鹤琴特别论及

克伯屈的教育哲学课堂，盛赞其“思想有魔力，教

法有魔力”“不用注入式的讲演法，用启发式的问

答法”［2］148。历经传统私塾教育熏陶和现代新式

教育浸润，陈鹤琴体验到了不同教育方式的巨大

差异，对“死教书”的塾师和“教活书”的人师形成

了正反两方面的直观印象，为其教师观形成奠定

了经验基础。

（二）从任教南高师到任职工部局：陈鹤琴幼

儿教师观的初步形成

1919年8月，陈鹤琴留美归国，任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教育科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开始其

执教生涯。1923年，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

以实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幼稚教育。陈

鹤琴的幼儿教师观既初步形成于其高校执教过

程，更根植于其幼儿教育实践。任教伊始，陈鹤

琴不满于南高师“暮气沉沉”“毫无生气与活力”，

通过大力倡导课外活动，而使校园气氛逐渐活

跃［3］72-74。鼓楼幼稚园的创办为陈鹤琴提供了实

验中国化幼稚教育的基地，也促使其反思幼儿教

师培养问题。基于鼓楼幼稚园办学，陈鹤琴提出

“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我

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前者

明确了“幼稚园的教师不是私塾的先生”，而“应

当做儿童的朋友，同游同乐的去玩去教”；后者强

调了“幼稚园的教师是不容易做的，因为幼稚园

教师要善于唱歌，善于弹琴，善于绘画，善于讲话

及其他种种技能。并且要熟悉自然界的现象与

社会的状况，要有很丰富的常识，要明了儿童的

心理”［4］83。这是陈鹤琴对幼儿园教师角色定位与

实践培养的首次明确阐释，主要侧重从幼儿身心

发展与幼稚园办理角度思考幼儿教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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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陈鹤琴应邀担任南京市教育局

学校教育课课长，9月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1928年10月

赴上海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直到1939年10

月离任。角色身份的转变没有使陈鹤琴中止对

教师培养的思考，反而激发了其对教师问题的持

续关注。任职课长期间，陈鹤琴与陶行知联名提

出“注重幼稚教育案”，倡导“就环境适宜之地，开

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

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4］219-224。陈

鹤琴强调“师范教育是一般师资的出产处，也就

是教育进行中的船舵”“必须实事求是，在事实上

去用工夫才好”［5］26。陈鹤琴充分肯定陶行知艺友

制师范教育，认为其能“打破从前纸上空谈，大书

呆子教小书呆子的陋习”［5］27，并在南京鼓楼幼稚

园、燕子矶幼稚园等试行，以探索幼儿教师培养

的新方案。此外，陈鹤琴密切关注基础教育办

学，不仅主持创办六所小学及其附设幼稚园，且

组织教学实验、开展教学研讨、指导教学研究、编

写各类课本、培养师资人才，这表明陈鹤琴教师

观渐成体系、趋于成熟。

二、为中国化新教育培养中国化“活教

师”：角色形象与实践路径

（一）“活教育”指向培养中国化的“活教师”

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培养中国化的幼教师

资是陈鹤琴长久以来的理想，这理想在陈鹤琴留

美归国的20年间终不得实现，却伴随抗战浪潮的

高涨而最终在江西泰和生根发芽。1940年4月，

陈鹤琴抱定“要做事，不做官”的决心，立志在江

西泰和创办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

育”，以实现办中国化幼稚教育，由中国人自己培

养幼教师资的宏愿。10月，江西幼师正式开学，

陈鹤琴坦言“幼稚师范的创办，是活教育付诸实

验的具体表现，为着提倡活教育运动，来创办幼

稚师范”“希望在这里孕育一批能创造光明、服务

真理的活教师”［6］36-37。“活教师”既是“活教育”的

践行者、研究者，也是“活教育”的创造者、传播

者，“活教育”实验需要“活教师”参与和支持，而

“活教育”开展又倒逼中国化“活教师”的培养。

陈鹤琴认为江西幼师的办学是“活教师”培养的

生动体现，“我们要有活教师、活儿童，以集中力

量改进环境，创造活社会，建设新国家”［5］1。“活教

育”实验的深入推进使“活教师”的培养真正成为

一种扎根本土、意义深远的教育实践。

（二）“活教师”的形象考察与必备条件

1941年1月，陈鹤琴主编《活教育》月刊创刊，

“活教师”形象与内涵伴随相关成果的发表而逐

渐清晰、丰富。以实验“活教育”、培养“活教师”

的江西幼师为例，陈鹤琴坚信教育的目标在“培

养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有

健全的身体、自动的能力、创造的思想、生产的技

术、服务的精神”，主张幼师教育是在“培养学生

做优良的幼稚教师——具有慈母的心肠、丰富的

智能和爱的性情、研究的态度”［5］11。在“活教育”

指引下，师生共同生活、集体劳动，最终将凄凉的

“荒山”开辟成了一个“活教育”的“乐园”。在“活

教育”实验推行中，陈鹤琴进一步提出“我们希望

新师资的培养，富有劳动生产的技能，富有建设

组织的能力，不但人格行为可做人家的楷模，而

且服务、为人都可做人家的榜样。不但要做一个

优良的儿童教师，而且要做一个优良的社会领导

者”［5］30-31。

此外，在对“活教育”与“死教育”进行比较

时，陈鹤琴详细描绘了“活教师”的整体形象，即

和蔼可亲，声音悦耳，说话有礼，低音清晰，行动

轻快，立得笔正，坐得挺直，衣履整洁，面目清楚，

态度从容，精神饱满，创造能力，健身，快乐、乐

观，研究精神，乐业，互助合作，慈爱，负责等［5］23。

一个鲜活的“活教师”形象跃然纸上。抗战胜利

后，中国幼稚教育面临新的国情与需要，陈鹤琴

发展了其“活教育”思想，认为“幼稚教育的师资，

条件非常苛刻，有学识固然重要，而主要的还在

于他们对儿童的纯爱与对儿童的感情，以及从事

幼稚教育工作的决心与认识”［4］421。对于“活教

师”，陈鹤琴既有感性的形象刻画，也有理性的内

涵分析，代表其对幼儿教师内涵的创造性构建，

是其现代幼儿教师观的典型表征。

（三）以“活课程”实验引领“活教师”培养

课程论是“活教育”理论的有机构成，陈鹤琴

尝试通过“活教育”实验以构建“活课程”体系，并

引领和支持“活教师”培养。陈鹤琴认为书本上

的知识是间接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

书，直接的书，主张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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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探讨研究［6］279。同时，陈

鹤琴认为幼师课程是师范学校的核心问题，活的

课程需要怎样的教材、怎样的教法，都是一个实

践探索的过程。以“活课程”为探索方向，陈鹤琴

重新拟定幼儿师范教学计划和试用课程，将幼师

课程划分“精神训练、基本训练、专业训练”三类，

各科课程都重视婴儿园、幼儿园、小学的实验资

料，强调幼师课程与基础教育教学的密切关系，

新增“人生心理”科目［7］。

陈鹤琴同时关注幼师课程的师范性与系统

性，强调师范教育课程应在内容上有所扩展，区

别于普通中学的教材教法，充分体现师范课程特

性［5］30。为此，陈鹤琴对江西幼师课程进行改造，

如国语中加入儿童文学、卫生注重妇婴心理卫

生、音乐中列入儿童歌曲等。1944年，伴随“五指

活动”提出，陈鹤琴主张将幼师的全部课程归并

为“五指活动”——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

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由此开启“活课程”第

二阶段实践探索。陈鹤琴的幼稚师范课程思想

是其“活课程”理念的彰显，其为“活教师”培养奠

定了基础。

（四）以“活教法”探索支撑“活教师”培养

“活教师”培养同样需要“活教法”的实践探

索，需要“活教育”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变革。陈

鹤琴认为“活教法是在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

步”［5］1。“做”是“活教育”方法论的出发点，其由杜

威的“从做中学”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发展

而来，并具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一是对儿

童在学习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强调；其二是对直接

经验的强调［8］245。陈鹤琴强调“做”，旨在扭转传

统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的弊端，转向注重实际

操作，强调学生参与体验。

“活教法”由“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

作、批评研讨”四个步骤构成，其既是对克伯屈

“设计教学法”教学四步骤的改造，也是对德可

乐利学习三步骤的仿效。同时有学者认为“活

教法”四步骤滥觞于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

两个基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与行动的

关系”，强调幼儿园课程改革应从“活教材”开

发向“活教法”研究“转调”［9］。总之，以“做”为

中心、“教学做合一”是陈鹤琴“活教法”的核心

精神，而教学四步骤及教学原则、训育原则等

则提供“活教法”实施的具体路径。“活教师”自

身需要深刻领悟并切实践行“活教法”，同时，

唯有师范院校实际采用“活教法”，才能有效培

养“活教师”。

三、新中国阶段的“活教师”应当自我改

造成为“人民的教师”

（一）地位提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新中

国“人民教师”

1949年8月，南京解放，陈鹤琴受聘南京大学

师范学院院长，其创办的国立幼专并入，1952年，

全国高等院校系科调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陈

鹤琴任院长并组建全国唯一独立的幼儿教育系，

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形成幼儿

园、幼师、高师一条龙的幼教师资培训基地［10］307。

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陈鹤琴充满信心，满腔热

忱。首先，陈鹤琴认为包括幼稚师范在内的各种

师范教育在旧中国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应有尊

重，而新中国成立，根本扭转了这种情况。“师范

教育受到了重视”“教师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文化劲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必然会

提高。”［5］230重视师范教育、提高教师地位是陈鹤

琴一直以来的追求与夙愿，而这在新中国终得实

现。其次，新中国诞生为“活教育”继续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陈鹤琴结合马列主义学习，努力反思

和探讨“活教育”的新发展，使其逐渐区别于一般

意义上的“教育救国”论，而表现出与新民主主义

的趋同性［11］226-227。

新中国迫切需要各类建设人才，其中包括以

“人民的教师”为主体的“文教建设人才”。新中

国的“人民的教师”根本不同于旧社会的旧教

师。陈鹤琴认为“在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关

怀下，人民教师的地位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

都比旧社会大大地提高了”“做一个人民教师确

是很光荣，很愉快的”“人民教师对祖国贡献确是

很巨大的”［5］237。面对“学师范，没意思”的质疑之

声，陈鹤琴同样强调“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已大

大地提高，工作有了保障，还到处受人重视和尊

重”“今天人民教师已逐渐成为光荣的教师了”

“今天‘学师范，做人民教师’已成为光荣事业

了”［5］234-235。同样，陈鹤琴认为做一个人民教师所

负的任务也更加艰巨、责任也更加重大，其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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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面，必须具有马列主义基础，具备共产主义

道德品质，还必须具备高级文化科学水平、教育

专门知识与技术。这都体现了新中国的“人民教

师”根本区别于传统的旧教师，也有别于“活教

育”中的“活教师”。

（二）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应有认识

与应具条件

“教师们首先要自我改造，把自己从旧教师

改造成为人民的教师。”［4］435教师的自我改造并非

易事，而如何做一个“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同样困

难。陈鹤琴系统阐述了“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应

具有的认识和应具备的条件，其既是回应新中国

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也表征了陈鹤

琴幼儿教师观的转变与发展。

“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在政治思想方面，要认

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文化建设的方针，要学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认识

教师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要认识教师

是新中国的主人，要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政治活

动等。业务修养方面，要认识儿童是新中国的幼

苗，要认识幼稚园是培养新中国幼苗的苗床，要

了解和精通幼教业务，要了解教师本身品质是养

成儿童品格的重要因素，要了解保护儿童的健

康，要了解儿童智力的发展，要了解培养儿童的

道德品质等。教学技术方面，要能讲动听的故

事、能编歌谣谜语、能画图、能做手工、能唱歌、能

奏一种乐器、能种花种菜、能布置教室、能做初步

的急救工作等。优良品质方面，对人和蔼可亲、

不发脾气、帮助别人，对自己能掌握自我批评的

武器、不自私、注意健康，对儿童热爱、公平，对工

作有高度热情、富有创造性、绝不灰心，对学问要

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等［4］435-444。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陈鹤琴对“人民的幼稚

园教师”内涵的完整理解，也是陈鹤琴幼儿教师

观最系统、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次呈现，从中既可

看出陈鹤琴“活教师”思想的传承与延续，更足以

显见政治环境变动与社会文化变迁对其幼儿教

师观的深刻影响。陈鹤琴积极践行其“以更大的

信心和勇气来培养人民教师”的承诺，实现了从

培养“活教师”到培养“人民的幼稚园教师”的转

型与跨越。

四、从“活教师”到“人民的教师”：陈鹤琴

幼儿教师观的转型思考

（一）幼儿教师既要服务于儿童发展需要，又

要服务于社会建设改造

幼儿教师既是回应、支持儿童学习与发展内

在需要的专业人，也是参与服务民族改造与社会

建设的社会人。从为“活教育”培养“活教师”，转

向为新中国培养“人民的幼稚园教师”，陈鹤琴始

终坚信幼儿教师肩负着保育幼儿和服务社会的

双重使命。儿童心理研究是陈鹤琴幼儿教育研

究的基础与前提，从探讨儿童成长规律起始，陈

鹤琴强调幼儿教师要转变对儿童的错误认知，树

立正确儿童观，切实支持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此

外，诞生于抗战浪潮中“活教师”本身肩负着更多

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陈鹤琴鼓励幼儿教师积极

投身社会实践，切实提升建设的能力、生产的技

能、服务的精神，力争成为“优良的社会领导

者”。对于“人民的幼稚园教师”，陈鹤琴突出强

调政治思想的自我改造，不仅系统提炼幼儿教师

政治思想方面的各项要求，且将其置于首要位

置，强化了幼儿教师的社会责任。

当前，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指引

下，幼儿教师需自主、自觉提升社会责任感与使

命担当感，深刻领会与学习国家关于促进学前教

育事业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内涵与举措，以

自觉行动参与新时代学前教育建设、推动新时代

学前教育发展。同时，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也应在

聚焦幼儿教师培养师范性与专业性的基础上，强

化“两课模块”与“博雅教育课程”，鼓励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积极参与社会

实践与社会服务，扮演其社会角色、担当其社会

责任，真正成长为一名兼具专业性与社会性的新

时代幼儿教师。

（二）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应得到逐步提升，工

资待遇应得到有效保障

相比“活教师”，陈鹤琴认为“人民的教师”在

地位上大大提高了，在工作中有了完善保障，教

师成为光荣的事业，更加受人尊重，教师责任也

更加重大。幼儿教师的地位得以提升、待遇得以

保障、事业更加光荣、责任更加艰巨，四个方面既

同步显现，又内在关联，其共同奠基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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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改善，又共同助力幼儿教师专业的持续发

展。陈鹤琴对幼儿教师社会处境的整体改善充

分肯定并全力支持，其多次呼吁要重视儿童教育

事业、重视幼儿教师培养，积极参与师范教育改

革工作，切实保障了幼儿教师的社会权利与专业

成长。

当前，我国政府与社会对发展学前教育的重

要性的认识逐渐增强，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实现

加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12］。同

时，相比其他学段教师，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仍相

对偏低，待遇保障仍相对较差，其根本制约了幼

儿教师队伍建设。为此，政府应以构建高质量学

前教育体系为目标，通过政策引领、资源倾斜、示

范推进、弱势补偿等多种方式保障幼儿教师工资

待遇，提升幼儿师资整体水平。社会应积极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认同并尊重幼儿教师的专

业地位，广泛宣传积极正向的幼儿教师形象，提

升幼儿教师职业自豪感与幸福度。高校应聚焦

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通过教学改革、实践支

撑、科研引领等多种方式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

化幼儿园教师队伍，共同助推幼儿教师地位提升

与专业成长。

（三）幼儿教师需经历系统专业训练，并开展

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实验

无论“活教师”，或“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其

根本上都依托于幼儿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依托于幼儿师范教育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发

展。以培养“活教师”为目标，陈鹤琴形成其“活

课程”与“活教法”思想，基于“大自然、大社会，都

是活教材”的课程观，以江西幼师为实践阵地，陈

鹤琴强调幼师课程的师范性与系统性，关注幼师

课程与幼稚园教学的密切关系。陈鹤琴同时充

分认可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及其“艺友制师

范教育”，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做’为中心，强

调‘教学做合一’”的“活教法”思想。为实现培养

“人民的教师”，陈鹤琴同样以南京师范学院为阵

地，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倡导教师应集中精力提

高教学质量，重点放在改进教学内容、改革教学

方法，有效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验，切实助力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与持续成长。

自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幼儿师范教育改革也逐步走向深

入。从职前的教育部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

项目到职后的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从乡村

幼儿教师支持计划到学前教育师范专业认证，我

们朝着“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

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战略目标稳步迈进。幼

儿师范教育改革应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确保准教

师经历系统专业的职前训练，习得幼儿园教师职

业所需的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此外，幼儿师范

教育课程同样面临如何在保障相对稳定与连续

的同时避免走向固化与趋同，如何灵活调整以适

应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等多元问题。适度回归

并深度反思陈鹤琴从“活教师”到“人民的教师”

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转向，将有助于更好造就一支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幼儿园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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