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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田 涛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成都610106)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关注幼儿教师队伍建设。随着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稳步

推进,幼儿教师队伍经历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发展历程,并获得巨大发展,形成了一支数量日益壮大、结构逐步优化、

素养显著提升的幼儿教师队伍。回顾幼儿教师队伍40年的发展历程,国家重视幼教师资规划,强化专业发展引

领;注重学前继续教育,提升幼儿教师素养;关注幼儿教师地位,提升幼儿教师待遇;完善学前管理体制,加大学前

经费投入。展望未来,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优良幼儿教师队伍,需重视师德建设,提升幼儿教师境界情操;

增加规模数量,优化幼儿教师资源配置;关注专业素养,强化幼儿教师保教能力;健全保障体系,完善幼儿教师制度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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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1]教师是教育发展“资源库”和“动力泵”。就学前教育而言,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幼儿教师队伍,
既是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机组成和基本表现,也是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有效前提和根本保证。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学前教育事业

取得了巨大成就,幼儿教师队伍也获得了空前发展。2018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2]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幼儿教师队伍发

展历程,既可明了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又可展望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趋势与方向。
一 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基本历程

基于国家宏观引导与调控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来,幼儿教师队伍经历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发展历程,大
致历经正常化恢复发展、规范化稳步发展、调整化曲折发展、专业化有序发展和标准化快速发展五个阶段。

(一)正常化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6)
伴随改革开放的热潮,幼儿教师队伍发展进入到正常化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教育部恢复了学前教

育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逐步恢复或重建学前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和教研机构。1979年7月,教育部、卫生

部等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托幼工作会议,并形成和下发了《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指出:“为了大

力发展托幼事业,提高保教质量,必须高度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3]121该纪要同时指出,已恢

复学前专业的高等院校要办好学前专业,各省、市、自治区要恢复和建立幼儿师范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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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类园所在职保教人员的培训。到1979年,全国已有5所大专师范院校恢复了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师范

学校恢复和新建了18所[3]116。在此阶段,国家重视对幼儿教师开展正常教学活动的引导。1981年10月,教
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该纲要对幼儿教师培养取到了很好的专业引领作用,教育部门

也极力通过对该文件的学习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1983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贯彻《幼儿园教育纲要

(试行草案)》经验交流会,共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优秀幼儿教师参加。与此同时,国家重视学前师资

的培养。1980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从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设

置、教育实习与生产劳动、时间分配等方面规定了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学计划。1985年,教育部颁发了《幼儿

师范学校教学计划》,从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进行了修订,突显了减轻学生

过重的负担、提升幼儿师范教育的质量的旨意。
(二)规范化稳步发展阶段(1987—1995)

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幼儿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建设一支合格而稳定的幼教师资队伍是发

展幼儿教育事业的关键,发展幼儿教育要从培养和提高师资水平入手,各地要抓紧在职教师培训工作,合理

设置培养和培训幼儿教育师资的基地,加强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1989年6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幼
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该规程专章规定了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和职责,包括园长、副园长、教师、保
育员、医务人员等,对幼儿教师队伍具有良好的规范引领作用。1995年,国家教委着手对《幼儿园工作规程

(试行)》进行修订,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家继续重视学前师资的培养,到1987年职业高中幼师

专业的在校学生人数已达11万。为了提升职业高中幼师专业的教育质量,国家教委于1988年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办好职业高中幼师专业的意见》,1995年,又出台了《三年制中等幼儿师范学校教学方案(试行)》,对
中等幼儿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设置与时间安排等进行了详细说明。相关文件的规范引领,促进

了幼儿教师队伍的稳步建设与发展。
(三)调整化曲折发展阶段(1996—2000)

1997年7月,国家教委印发《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国幼儿教育事业

“九五”发展目标,要求切实加强幼儿师资队伍的建设,并保证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稳定[3]471。进入90年代

中后期,由于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幼儿教师队伍也进入到

调整化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因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剥离教育职能,
企业和事业单位所办幼儿园与其母体剥离,致使这些幼儿园断掉主要经费来源,不少幼儿园因此被迫停办。
这一时期,全国学前教育事业受到较大影响,入园率、幼儿园数、在园幼儿数、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等反映学

前教育发展情况的基本数据均有所下滑,幼儿教师队伍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调整中曲折发展。
(四)专业化有序发展阶段(2001—2009)

2001年,为了适应新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需求,教育部印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该指导

纲要对《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进行了较大修订,突出幼儿园教育的地位与价值,并将幼儿园教育内容

分成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大领域,每一领域又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内容与要求以及指导要点。此

外,该指导纲要还对幼儿园教育的组织与实施、教育评价等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对引导幼儿教师科学开展一

日生活和保教活动有鲜明的指导引领价值。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目标,要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幼儿教师素质[4],
并从职前教育改革、继续教育规划、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幼儿教师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该文件对幼教师

资建设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促使幼儿教师队伍在经历了低谷后重回稳步有序回升的发展道路。
(五)标准化快速发展阶段(2010至今)
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愈加重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强化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建设,幼儿教师队伍

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2010年,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文

件对学前教育事业空前重视,要求“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1]。同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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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5]。为推进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分别于2012
年和2015年出台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前者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

知识和专业能力三大方面提出了62条标准,后者从规划幼儿园发展、领导保育教育、引领教师成长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60条标准。这两个标准填补了幼儿园教师和园长专业标准的空白,为幼儿教师教育、幼儿园教师

准入与评价、园长准入与评价等方面提供了依据,推进了幼儿教师队伍的标准化建设与发展。2013年,国家

出台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成为规范幼儿园教师队伍标准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准。
二 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重要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关注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幼儿教师队伍发展成就斐然。
随着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稳步推进,我国已建成一支数量日益壮大、结构逐步优化、素养显著提升的幼儿教

师队伍。
(一)幼儿教师队伍数量日益壮大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学前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幼儿教师队伍日益壮大。1978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

为46.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7.75万人;2017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为419.2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43.21万

人①。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比1978年均增长了将近9倍(见表1)。在

此需要指出的是,全国幼儿教师队伍数量的发展并非逐年上升或匀速递增,而是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1996—2001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呈下降趋势;2009—2017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

数则呈迅速增长的态势。
表1.1978-2017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及教职工数和在园幼儿数的比值

年份
教职工数
(万人)

专任教师
(万人)

教职工数和在园
幼儿数的比值

年份
教职工数
(万人)

专任教师
(万人)

教职工数和在园
幼儿数的比值

1978 46.90 27.75 1∶16.80 1998 115.76 87.54 1∶20.76

1979 53.27 29.45 1∶16.51 1999 115.83 87.24 1∶20.08

1980 60.97 41.07 1∶18.87 2000 114.43 85.65 1∶19.61

1981 59.89 40.11 1∶17.64 2001 86.17 54.62 1∶23.46

1982 63.72 41.52 1∶17.47 2002 90.33 57.12 1∶22.54

1983 67.35 43.30 1∶16.93 2003 97.32 61.29 1∶20.59

1984 73.67 49.10 1∶17.57 2004 104.73 65.61 1∶19.95

1985 79.81 54.98 1∶18.54 2005 115.20 72.16 1∶18.92

1986 88.09 60.49 1∶18.49 2006 123.86 77.65 1∶18.28

1987 94.11 65.14 1∶19.21 2007 131.72 82.68 1∶17.83

1988 97.91 67.04 1∶18.94 2008 143.42 89.86 1∶17.26

1989 101.24 70.91 1∶18.25 2009 157.08 98.59 1∶16.92

1990 105.21 74.96 1∶18.75 2010 184.93 114.42 1∶16.10

1991 106.24 76.89 1∶20.80 2011 220.44 131.56 1∶15.53

1992 112.14 81.50 1∶21.65 2012 249.00 147.92 1∶14.8

1993 112.63 83.60 1∶22.66 2013 282.68 166.35 1∶13.78

1994 114.92 86.18 1∶22.89 2014 314.22 184.41 1∶12.89

1995 116.03 87.51 1∶23.37 2015 349.60 205.10 1∶12.20

1996 117.38 88.86 1∶22.72 2016 381.78 223.21 1∶11.56

1997 117.29 88.44 1∶21.48 2017 419.29 243.21 1∶10.97

  伴随着全国学前教育事业和幼儿教师队伍的发展,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在园幼儿数的比值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1978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和在园幼儿数的比值为1∶16.80;2001年,该比值下滑至1∶23.46,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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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最低值;2017年,该比值增大到1∶10.97,为近40年最高值(见表1)。当前,幼教教职工数和在园幼

儿数的比值日趋合理,这与幼儿教师队伍数量日益壮大关系甚密。
(二)幼儿教师队伍结构逐步优化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结构逐步优化,形成了一支职称结构日趋合理、性别结构逐步改善

和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幼儿教师队伍。
就职称结构而言,据国家对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职称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到2016年,全国幼

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中中学高级、小学高级、小学一级、小学二级、小学三级人数分别从2825、85217、155398、

73213、11178人增加到19242、222553、294687、117494、22130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数量增长比例最快,16
年间约增加6.8倍。

性别结构也是反映全国幼教教职工基本情况的重要维度。因学前教育的独特性,全国幼教教职工中女

教职工一直占绝大多数。从1996到2016年,全国男教职工数从7.97万人增加到30.49万人,增加了22.52
万人;男教职工数在全国幼教教职工数中的比重由6.79%增加到7.99%(见表2),男教职工数量逐步增加,
有利于幼教教职工的性别结构逐步优化。

此外,随着近年来幼儿教师队伍数量的快速增加,越来越多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进入学前教育领

域,担任幼儿园专任教师、保育员等工作,使得整个幼儿教师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
表2.1996—2016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性别结构

年份 教职工数(万人)
女教职工 男教职工

人数(万人) 占比(%) 人数(万人) 占比(%)

1996 117.38 109.41 93.21 7.97 6.79

1997 117.29 109.96 93.75 7.33 6.25

1998 115.76 108.39 93.63 7.37 6.37

1999 115.83 107.80 93.07 8.03 6.93

2000 114.43 105.96 92.60 8.47 7.40

2001 86.17 81.29 94.34 4.88 5.66

2002 90.33 84.84 93.92 5.49 6.08

2003 97.32 91.01 93.52 6.31 6.48

2004 104.73 97.68 93.27 7.05 6.73

2005 115.20 107.19 93.05 8.01 6.95

2006 123.86 114.84 92.72 9.02 7.28

2007 131.72 122.11 92.70 9.61 7.30

2008 143.42 132.90 92.66 10.52 7.34

2009 157.08 145.58 92.68 11.50 7.32

2010 184.93 168.93 91.35 16.00 8.65

2011 220.44 200.70 91.05 19.74 8.95

2012 249.00 228.01 91.57 20.99 8.43

2013 282.68 259.17 91.68 23.51 8.32

2014 314.22 288.12 91.69 26.10 8.31

2015 349.6 321.19 91.87 28.41 8.13

2016 381.78 351.29 92.01 30.49 7.99

  (三)幼儿教师队伍素养显著提升

专业素养是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的体现,是衡量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要提升学前

教育质量,促进学前儿童健康成长,就需要一支专业素养高的幼儿教师队伍。改革开放40年来,幼儿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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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高学历人数提升迅速,低学历人数的占比逐渐减少;并且,幼儿园教师队伍中持证人数不断增加,整个幼

儿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明显提升。1981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幼儿园专任教师共147163人,占36.69%,初中

毕业及以下幼儿园专任教师共253966人,占63.31%;到2000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幼儿园专任教师占比已

上升为89.83%,初中毕业及以下幼儿园专任教师占比下降至10.17%(见表3)。
表3.1981—2000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学历和资格情况

年份 总计(人)
高中(中师)毕业及以上 初中(初师)毕业及以下 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教师总计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1981 401129 147163 36.69 253966 63.31 / /

1984 491123 210038 42.77 281085 57.23 / /

1985 549869 238524 43.38 311345 56.62 / /

1986 604933 261969 43.31 342964 56.69 / /

1987 651392 294520 45.21 356872 54.79 5096 0.78

1988 670368 326801 48.75 343567 51.25 19964 2.98

1989 709119 363300 51.23 345819 48.77 32003 4.51

1990 749569 398906 53.22 350663 46.78 48782 6.51

1991 651435 464696 71.33 186739 28.67 68365 10.49

1992 815014 563990 69.20 251024 30.80 / /

1993 835976 593578 71.00 242398 29.00 95650 11.44

1994 861756 634355 73.61 227401 26.39 104872 12.17

1995 875063 659428 75.36 215635 24.64 123421 14.10

1996 888596 694433 78.15 194163 21.85 123342 13.88

1997 884429 721586 81.59 162843 18.41 113520 12.84

1998 875427 740252 84.56 135175 15.44 104245 11.91

1999 872422 763595 87.53 108827 12.47 100549 11.53

2000 856455 769391 89.83 87064 10.17 87271 10.19

  有论者认为,“幼儿园教师学历是幼儿园教师所达到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指

标。”[6]254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学历的提升,使整个幼儿教师队伍表现出更好的专业化水平,这必将有

利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000年以后,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中研究生、本科和专科学历的人数

和占比都持续上升,而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者占比持续下降。2001年,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专科及以

上、高中和高中以下所占比例分别为31.96%、60.38%和7.66%;到2016年,三者所占比例分别为77.55%、

20.56%和1.89%。16年间,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中研究生、本科和专科学历者分别增加了4.5倍、9.1
倍和1.9倍,而高中和高中以下学历者则分别减少了66%和75%(见表4)。

表4.2001—2016年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年份 总计(人)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 高中以下

人数(人)占比(%)人数(人)占比(%)人数(人)占比(%)人数(人)占比(%)人数(人) 占比(%)

2001 630067 368 0.06 14474 2.30 186505 29.60 380445 60.38 48275 7.66

2002 659268 552 0.08 19305 2.93 224776 34.09 373893 56.71 40742 6.18

2003 709075 857 0.12 25446 3.59 264567 37.31 379839 53.57 38366 5.41

2004 759569 996 0.13 36150 4.76 308435 40.61 377079 49.64 36909 4.86

2005 836120 1175 0.14 50044 5.99 359773 43.03 389308 46.56 3582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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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898239 1333 0.15 64839 7.22 403397 44.91 393411 43.80 35259 3.93

2007 951930 1458 0.15 83508 8.77 437867 46.00 394692 41.46 34405 3.61

2008 1032017 1631 0.16 105029 10.18 487206 47.21 403510 39.10 34641 3.36

2009 1127798 2053 0.18 132539 11.75 538528 47.75 418418 37.10 36260 3.22

2010 1305311 2472 0.19 167371 12.82 632554 48.46 459356 35.19 43558 3.34

2011 1495991 2962 0.20 207454 13.87 742087 49.61 496757 33.21 46731 3.12

2012 1677475 3393 0.20 256028 15.26 854014 50.91 515125 30.71 48915 2.92

2013 1885093 4291 0.23 313650 16.64 989945 52.51 526263 27.92 50944 2.70

2014 2080317 5225 0.25 377392 18.14 1117219 53.70 529036 25.43 51445 2.47

2015 2303134 5875 0.26 448990 19.49 1270226 55.15 529441 22.99 48602 2.11

2016 2498783 6654 0.27 522639 20.92 1408570 56.37 513707 20.56 47213 1.89

  与此同时,全国幼儿教师队伍中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教师也在不断增加。1987年,取得专业合格证书

的教师仅5096人,占比0.78%;到1995年,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教师达123421人,占比上升至14.10%;

1995至2000年,全国取得专业合格证书教师的人数和占比都有所下降;2001年之后,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

教师又不断上升,而无证教师人数的占比总体上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2014年,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

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7]幼儿教师队伍中持证人数的增加,也是整个幼儿教师队伍专业

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体现。
三 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幼儿教师队伍从一支数量不足、结构欠佳和素养不高的队伍,发展为数量明显壮

大、结构逐步优化、专业素养显著提升的高素质幼儿教师队伍。回顾40年的发展成就,我们可从中总结幼儿

教师队伍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重视幼教师资规划,强化专业发展引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和幼儿教师队伍的发展规划,加强幼教师资建设,强化专业

发展引领。一方面,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规划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正常化恢复发

展阶段,国家规划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在规范化稳步发展阶段,国家规划建设一只合格而稳定的

幼教师资队伍;在调整化曲折发展阶段,国家规划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相对稳定的幼儿教师队伍;在专业化有

序发展阶段,国家规划建设一支素质和水平高、地位和待遇有保障的幼儿教师队伍;在标准化快速发展阶段,
国家规划建设一支热爱儿童、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2018年1月,国家出台了《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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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该文件为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国家利用学

前课程政策,强化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过去40年,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国家注重通过课程标准、工作规程、指南等专业性强的学前课程政策,强化对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

引领,提升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其中,《幼儿园教育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是改革开放40年来引领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学前课程政策。以《指南》为例,该文件2012年9
月出台,从五大领域描述幼儿园教育和幼儿学习与发展,是引导幼儿教师科学开展保教活动的基本依据,对
幼儿教师具有重要指引价值。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

告》显示,各地注意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并将《指南》精神与要求落实到幼

儿园教育实践之中[7]。近年来,幼儿教师队伍专业提升迅速,这与《指南》的引领作用密不可分。
(二)注重学前继续教育,提升幼儿教师素养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重视发展幼儿教师教育,一方面通过职前的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准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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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职后的继续教育,提升幼儿教师的素质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幼儿师

范教育,分别是中等幼儿师范教育、高等师范专科幼儿教育和高等师范本科幼儿教育。在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等幼儿师范教育是幼儿师范教育的主力军;进入新世纪,高等师范专科幼儿教育和高等师范本科幼儿

教育逐渐成为幼儿师范教育的主力军。同时,国家特别重视幼儿教师职后教育,以提升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

素养。为了促进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提出,“六五”期间,将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幼儿园主任、年轻教师轮

训一遍,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系统的幼儿师范课程进修;“七五”期间,要求全国示范幼儿园园长和50%以上的

骨干教师通过系统进修达到幼儿师范毕业程度。1999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明确

指出本规定所称中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要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原则上每五年为一个培训周期,其中

新任教师在试用期内培训时间应不少于120学时,教师岗位培训每五年累计不少于240学时[9]。2011年以

来,国家为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开始实施面向幼儿教师的“国培计划”———“幼师国培”项目。2011年

至2014年,“幼师国培”项目培训幼儿教师人数分别为6.9万、10万、12.7万和28.8万,四年累计培训58.4万

人。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加强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并明确

要求幼儿园按照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近年来,各级各类职后培训基本已使幼

儿教师队伍至少轮训一次,有效地提升了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
(三)关注幼儿教师地位,提升幼儿教师待遇

幼儿教师的地位体现了幼儿教师在整个社会中的受欢迎度和受认可度。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十分关

注教师地位的提升,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的待遇报酬,以致幼儿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越来越高,受欢迎度和受认

可度也越来越高。1979年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要积极解决托幼工作的经费和保教人员工

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问题;教育部印发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明确规定了要提高幼教工

作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3]124-125。1986年5月,国家教委下发的

《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在其附录部分明确指出本条例适用于幼儿园,这为幼儿教师职务(职称)晋升提供

了政策支持。1987年,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的《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的实施办法》规定提高工资

的范围适用于幼儿园的教师,这些教师在离退休前享受提高10%的工资待遇。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了包括幼儿园教师在内的各类教师的

权力和义务、待遇、奖励等内容,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教师的地位与待遇,极大地保障了幼儿教师

队伍建设。2011年以后,国家推进教师职称改革,幼儿园教师的职称增加了正高级。2013年,全国共评审出

12名正高级幼儿教师。2015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使幼儿园教师职称制度更加完善。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幼儿园教师从“保姆”“阿
姨”到“专业化的”教师,“阿姨”这个称呼不再被接受[10]。这是幼儿教师地位提升的体现。

(四)完善学前管理体制,加大学前经费投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有效促进了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和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我国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教育部门主

管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1978到1995年,政府统一领导、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有

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逐步确立和推行,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有效有序推进。1996到2000年,学前教育

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幼儿教师队伍数量不断减少。2000年以后,国家不断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全国幼儿

教师队伍中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等快速回升,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成果明显。另一方面,幼儿教师队伍的建

设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0年后,
国家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资金相应增加,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如

2011到2014年,国家分别投入2亿、4亿、5亿、6亿元开展“幼师国培”项目,促进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2017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55亿元,比2016年增长16.11%[11]。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占全国教

育经费总投入的7.6%,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额及其在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占比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学前

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增加,将使国家有更多经费用于幼儿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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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12]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幼儿教师队伍。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幼儿教师队伍发展成就显著,但幼儿教师

队伍建设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下发的《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的意见》指出,“教师数量短缺、工资待遇偏低,幼儿园运转困难,保教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还普遍存

在”[13]。幼儿教师队伍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实现教育强国目

标,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们尚需不断推进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一)加强师德建设,提升幼儿教师境界情操

师德是衡量教师合格与否的第一标准。幼儿教师是幼儿成长发展的生命之师,对幼儿生命的展开与完

善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幼儿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幼儿教师队伍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不断提升,但在幼儿教师队伍中仍有部分教师缺乏师德。如近年来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给幼儿集体喂药

事件、给幼儿食用过期食物、幼儿园校车事故等,集中反映出幼儿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道德失范问题。因此,加
强师德师风师品建设,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十分必要。一方面,结合《幼儿教师职业标

准(试行)》等的相关要求,将师德作为幼儿教师职前培养、职业准入、职后培训、教师管理和职务晋升等的核

心评价内容,促进幼儿教师队伍师德的提升;另一方面,激发幼儿教师队伍的内生发展动力,自觉升华自己的

精神境界,激发自己的教育情怀,提升自己的道德情操。
(二)增加规模数量,优化幼儿教师资源配置

要继续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需增加幼儿教师的规模和数量,优化幼儿教师资源配置。2017
年,全国幼教教职工数为419.2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43.21万人,但幼儿教师队伍数量依然不能适应学前教

育事业的发展。其一,根据《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的重要目标,到2020年,全国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而2017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9.6%,在园幼儿4600.14万人。要实

现2020年的目标,按照2017年的标准进行粗略保守估计,到2020年将增加312.07万在园幼儿,与此相应,
将增加专任教师和保育员至少31万。在国家二孩政策的影响下,未来几年适龄的入园儿童数量更多,这意

味着需要的幼儿园教职工数也更多。有研究指出,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下,到2021年,学前教育一共需要

补充335.59万名教师,包括专任教师198.97万名和136.61万名保育员[14]。此外,根据《幼儿园教职工配备

标准(暂行)》的规定,其中全日制幼儿园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半日制为1∶8—1∶10[15]。近

年来,全国幼儿园教职工数量虽然持续上升,全国幼儿园教职工与在园幼儿的比值也不断增大,其中2017年

的比值为1∶10.97,距标准依然还有一定差异。要促进学前教育的持续发展,就需要按照标准不断增加教职

工的规模和数量,优化幼儿教师资源配置。当然,在幼儿教师资源配置时,我们应充分关注农村地区、贫困地

区的幼儿教师队伍发展。
(三)强调专业素养,强化幼儿教师保教素质

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直接决定着学前教育的保教质量。近年来,学前教育的质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由于学前教育质量关系到个人的发展、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未来,以至我们不仅要让学前儿童能上幼儿

园,还要让学前儿童享受高质量或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人们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发展、家庭解放、社会进

步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都是基于有质量或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假设。在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众多因素中,幼儿

教师的专业素养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历经40年的发展,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已有跨越式的发展,但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2016年,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中,高中毕业及以下的占22.45%;另一

方面,全国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中未评职称人数和占比都较大,其中未评职称人数从2001年的30.22万人

增加到2016年的182.22万人,占比从47.97%增加到72.94%。幼儿教师队伍的学历和职称现状,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在未来的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我们仍需从专业理念与师德、专
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关注整个队伍的专业素养提升。

(四)健全保障体系,完善幼儿教师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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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幼儿教师队伍发展的保障体系,既能促进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又能

提升社会对幼师职业的认可度,增强幼教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幼儿教师队伍发

展的保障体系不断加强,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国家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完善幼儿教师发展的法律保

障体系。我国在教育领域已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

育促进法》等法律,但却没有《学前教育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幼儿教师地

位和待遇的提升。要促进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学前教育立法势在必行。其次,完善幼儿教师队伍的职称制

度。长期以来,幼儿教师职称评定都是参照小学教师职称评定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学前教育和幼儿教师的

特殊性。由于教师的待遇报酬与职称直接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幼儿教师队伍的待遇和地位。因

此,国家应根据学前教育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幼儿教师队伍的职称制度。再次,国家还要继续推进幼儿教

师准入制度、培养制度、考评制度等的改革与立法,促进幼儿教师队伍的发展。

注释:
①文中数据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各年度《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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