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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是推动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广州市番禺区近14年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实践

探索及其1+3s综合评价模式建构为例，简介如何深入认识和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县域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突出存在的问题，旨

在为推动我国今后县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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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Area
Preschool Education through 1+3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HAN Xiu-yun
（Panyu District Teacher Training School（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Guangzhou 511431，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s a key link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
tion. Tak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Panyu District，Guangzhou City in the past 14 yea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1+3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how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ounty area kindergartens in
China，and it aims to provide necessa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ounty area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kindergarten; quality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

21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已经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并取得重大成就，正在开启中国

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推动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抓紧抓好幼儿园保教质量

评价这个牛鼻子，加快加强统筹推进幼儿园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体制等方面

的改革。县级人民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

任主体，应当聚焦县域幼儿园保教质量综合评

价改革，积极破解评价改革思路偏颇（主要定

位于等级鉴定与评先选优）、综合评价工具缺

乏（无明确质量评估指南，更多关注办园条件

与硬件）、综评改革策略简单（重结果轻过程、

重硬件轻内涵、重他评轻自评）、保障激励机制

缺乏（评价结果应用推动幼儿园发展相关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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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突出难题［1］。广州市番禺区（以下简称该

区）自2008年至2022年，坚持因地制宜实践，循

序循证探索，初步构建了由1个综治思路、3个

综评系统构成的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 1+3s 模

式，在推动县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

较好成效，并获得2022年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二等奖。现简要介绍该区开展幼儿园保教

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有关做法和基本经验。

一、重视凝炼形成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

综治思路

该区重视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紧

密结合政策文本分析，凝炼形成了“目标导向

—评价先行—循证决策—以评促建—持续进

阶”螺旋式发展的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综治工

作方案，旨在微观层次上搭建支持教师专业成

长的平台，中观层次上助推园所自评提升，宏

观层次上促进地方政府以评促建的循证治

理。概言之，该区在“目标导向”方面，强调以

立德树人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根本出发点

与价值导向，以幼儿园与教师的专业提升为过

程目标，聚焦推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在

“评价先行”方面，强调充分发挥幼儿园保教质

量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将评价标准作为地方政

府科学决策、规范建设的基本依据，作为幼儿

园育人改革与办园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循证

决策”方面，强调通过评价发现问题，通过循证

决策解决问题；在“以评促建”方面，强调充分

发挥评价的引导、诊断、改进与激励作用，努力

办好县域每一所幼儿园；在“持续进阶”方面，

强调过程性改进，持续助力儿童全面发展和学

习进阶。

二、积极研发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工具

系统
该区坚持运用“理论研究—实践检验—理

论与实践反思—完善工具”的迭代式研发思

路，初步研制出由评价手册、课程指引、信息系

统等构成的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工具系统。

该区自2010年开始研制评价手册，强调充分响

应幼儿园保教实践要求，努力将相关国家质量

标准转化为县域标准。在“功能定位”方面，强

调为幼儿园自我评价与改善提供专业抓手与

行动指南［2］；在“指标体系”方面，强调系统全面

且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3］，基本涵盖教育部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提出的5方面

15项关键指标，并细化为可操作性的9个子量

表、120 个指标，尤其是注重过程质量（过程性

指标占70%）与班级保教活动评价；在“评价方

式”方面，建立3年一轮县域评价机制，强调采

用班级观察、访谈、资料取证多种方式相结合，

2-3 人一组独立打分并合议评分，并根据评价

指标发现园所不同维度的问题，提出具体的、

明确的评价结论，引导园所实施改革行动。

2014-2022 年，该区启动了三轮区域应用与测

评，先后5次修订评价手册。2022年，根据国家

《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南》进行了再次修

订。该区重视通过县域教研、专题培训、园本

教研、制度规范等多种方式，引领幼儿园解读

与学习评价手册与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

组织专门力量研制出一系列以幼儿为本的友

好型课程指引，具体包括：卫生保健评价指引、

一日活动的组织与评价指引、班级区域材料投

放指引、幼儿园课程指引。该区还组织研发了

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信息系统，并大力加强评

价数据库建设，强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

综合评价工作赋能。该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全

体评价人员全方位采集与自动化处理评价数

据，自动生成评价报告，不仅为地方教育管理

部门循证决策提供技术支持，而且为幼儿园及

班级教师开展常态化自评自省、后续分析与追

踪评价提供工具保障。

三、创新构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策略

系统

该区经过长期探索，初步创建了一套可复

制、可操作的县域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改革策略

系统。首先，围绕评价工具、队伍、制度三要素，

组织研制了一套集“评价手册、评价指引、信息系

统”为一体的评价体系，形成了一个“达共识—会

诊断—开处方—增辐射”的县域评价队伍培育方

案与机制（见图1），并出台了系列评价实施的配

套制度体系。其次，积极探索“自评—他评—自

评与他评—自评”县域评价改革的四步骤［4］。其

中：第一步是达共识与园自评；第二步是实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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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轮的他评；第三步是自评与他评结合；第四

步是形成常态化自评自改机制。再次，建立健全

“评价—诊断—教研—改善—提升”的幼儿园质

量提升五循环工作流程，从县域、幼儿园及班级

三个层面予以分阶段实施。其中：第一步是基于

评价量表手册及评价指引进行评价，把脉问题与

现状；第二步是分析评价结果，诊断现状与问题

背后的症结；第三步是基于问题及诊断，研讨问

题解决的方法与可能的策略；第四步是基于教研

进行改善实践，验证解决方案与策略的有效性；

第五步是研判是否最终达成质量提升的目的与

结果，进一步把脉现状与问题，启动新一轮质量

提升循环。

①标准解读 达共识 ②系统培训 会诊断 ③园所试点 开处方 ④师带徒 增辐射

依托北师大专家团

队，理论与入园实践

双模块培训，双评价

工具、指标“达共识”

以评价反馈与保教

育管理能力为培育

重点，提升评价者的

专业性

通过实验园试点，进

行园本教研与园所

自评自省，系统提高

“善提升”能力

通过师徒制培育新

的评价人员，扩增评

价队伍规模，以辐射

更多的幼儿园

图1 县域评价队伍培育方案实施步骤

四、探索建立基于循证决策的幼儿园质

量发展保障与激励机制

该区坚持面向幼儿园教育高质量发展，把评

价结果作为幼儿园保教决策与治理的主要证据，

致力在县域行政治理、县域教研与幼儿园管理三

个层面建构起循证决策机制（见图2），先后从财

政、人事、教研等方面制定保障与激励政策56项，

从多个层面形成“评价—诊断—教研—改善—提

升”的良性循环机制，积极推动评价结果影响行

政决策、教研推动与园所管理。

县域循证治理

制度联动与协同治理 构建学习共同体

循证决策三驾马车

深化县域教研的

针对性与有效性

规范与提升园所

保教管理与质量

优化县域政府治理

体制机制

县域循证教研 园所循证管理

自评反思与提升机制

图2幼儿园保教循证决策的三维结构

在循证决策分工方面，县域政府部门主要负

责在评价结果与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深入

的研究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幼儿园的特点与阶段

性发展需求，出台切实可行的奖惩与激励举措；

县域教研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基于评价结果，确定

县域教研与课题研究的重点，以教研与课题推进

县域教育质量的内涵提升。其主要工作举措是：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县域学前教育教研组织体

系（见图3），通过名园长/名师工作室、专项课题、

专家引入等方式开展教研共同体建设［5］，探索打

造县域保教制度范本、园本教研模式、质量监测

网络和品牌幼儿园等；幼儿园主要负责根据评价

标准明确园所在各维度的发展水平以及质量提

升的进阶目标与侧重点，将幼儿园常态化自评纳

入幼儿园管理工作中，并作为幼儿园业务干部进

行园所管理与决策的循证依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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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局

区教研室 镇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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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前
教育学会

民办教育
协会

中心
教研组

8大学科
教研组

片区
教研组

男幼师
分会

研究生
分会

6大业务
辅导片

民办学前
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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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镇街
幼教专干

骨干
园长

教师
片区

幼儿园
男幼师

高学历
教师

幼儿园
民办

幼儿园

幼儿学习与发展 教师专业所长 园所质量提升

图3 广州市番禺区学前教育教研共同体组织体系

总之，广州市番禺区坚持抓牢抓实幼儿园保

教质量综合评价工作，大力推动评价改革与循证

治理紧密融合、相互促进，历经4个轮次350多所

幼儿园的实践检验，探索明确了县域评价改革的

工具模型、政策逻辑、作用机制和改革路径，充分

发挥了专业诊断、服务决策、促进发展的基本功

能，切实提高了幼儿园教育的有效性与适宜性，

显著促进了幼儿深度学习与全面发展，有力实现

了县域学前教育质量系统提升。该区先后被遴

选为国家、广东省学前教育改革实验区，相关研

究成果被广东省2次召开现场会推广，并在6省

13地市应用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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