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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对幼儿成长有重要意义。围绕目的与内容观、教育形式观、评价观、教室环创观几方面内容，对

142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观念“小学化”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学前”与“学校”的内容冲突是教育目的与内容

观的动力表现，集体教学过多是“小学化”教育形式观的组织表现，结果重于过程是“小学化”教育评价观的导向表现，教室“幼

趣”不足是“小学化”教育环创观的课程表现。幼儿园教师观念“小学化”倾向的形成与教师教育的观念保障、幼儿家庭的利益

诉求和教育机构应试教育的低龄渗透紧密相关，其治理需走分层施策之路，家庭要改变应试取向的教育方法，积极回应幼儿园

的“幼儿本位”工作；职能部门要系统改善“幼小衔接”工作，全面落实小学入学的准入监管；幼儿园要及时更新保教工作观念，

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前教育觉悟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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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children. This paper，focusing on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content，educational form，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 creation，through the survey of
142 kindergarten teachers，finds that the“primary-education oriented tendency”exists in varying degrees. The content selection con⁃
flict between“kindergarten”and“primary school”is the dynamic manifestation of educational aim and content view，and the exces⁃
sive collective teaching is the organizational manifestation of“primary-education oriented”educational form view，results over process
is the guidance manifestation of the“primary-education oriented”educational evaluation view，and the lack of“fun for young chil⁃
dren”is the curriculum manifestation of the“primary-education oriented”educational environment creation view. The formation of the

收稿日期：2021-10-03；修回日期：2021-10-24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Y19257）；萍乡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JY04）

作者简介：彭香萍，男，江西萍乡人，萍乡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教育心理学；刘紫凌，女，山西

太原人，萍乡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本科生，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李颖，女，江西萍乡人，中共宁波市

镇海区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校教育。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12月
第37卷 第12期

December 2021
Vol.37 No.12



总37卷

kindergarten teachers’“primary- education oriented tendency”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security of teacher education，the
claims of interest of children’s families，and the infiltration of test-oriented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 young 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blem requires hierarchical policy-making approach，in which families should change their test-oriented educa⁃
tional method，and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kindergarten’s“child-oriented”work;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hould systematically im⁃
prove the“transi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and fully implement primary school admission supervision; kindergar⁃
tens should update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timely manner，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level of pre⁃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Key words: primary-education oriented；kindergarten teachers；kindergarten education

一、问题提出

教育观念是关于教育现象的基本判断和看

法，是教师素质的重要部分［1］。作为幼儿园教师

以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规律的认识为基础所形成

的教育理想和观点，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对幼

儿园一日生活计划的制订、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的组织和教育环境的创设乃至幼儿园教育质量

的保障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学术界，关于教师

的教育观念研究与教学研究相互交织，研究的焦

点从教师行为逐步转向教师观念。大约30年前，

课堂教学的研究者对研究主题作了从有形的“可

观察行为”到无形的“精神理念”的转变，学术界

开始将研究的焦点转至不可观察的内容，而不再

停留于教学过程中某一可观察的行为层面。此

后，教师的教育观念研究的主题内容既有关于课

堂、儿童、学校（幼儿园）和学习的观念，又有对某

一节课（教育活动）的计划、表达、反思所作的决

策，也有关于学习内容的组织观念，还有关于课

堂事件的感知、教师的作用与教师的自我意象的

观念。在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政策背

景下的新时代，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作为幼儿

园教师素质研究［1］的新课题，迎来了普及普惠高

质量发展的社会预期。

幼儿园“小学化”在学术界也称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普遍理解为：幼儿园以小学教育的方

式对幼儿所进行的教育，主要表现在班级管理与

规范、生活制度、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环境创设

以及教育评价等多个方面［2］，幼儿园教师的教育

观念“小学化”是幼儿园“小学化”的重要内容。

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幼儿园与中小学教育一

样，同样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幼儿园教师

是组织和开展幼儿园教育的专业人员，其工作讲

究保教结合，需具有科学的教育观念。国内的幼

儿园“小学化”研究虽然在大体上有所侧重，但是

其“小学化”成因、概念纠偏和“去小学化”的建议

几类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仍然有待学术界作深

化。关于幼儿园“小学化”的成因，雷晓玲基于幼

儿园大班的数学学习，发现幼儿园“小学化”主要

有家长教育理念、小一入学考试制度、幼小沟通

协调机制几个方面的原因［3］；杜利娜、蒋美化聚焦

“小学化”的表现形式与构成因素，系统地分析了

政府职能、家长学历与教育需求以及幼儿园性质

对幼儿园“小学化”的影响［4］；刘凤辉侧重家长的

教育理念，集中探讨幼儿园“小学化”的原因［5］；关

于幼儿园“小学化”概念的纠偏，藏玲玲发现，学

术界对幼儿园“小学化”的讨论存在概念的误读，

普遍停留于教学方式、教育内容、教育行为的表

象层面，忽视了“儿童观”异化这个幼儿园“小学

化”的本质问题［6］。关于幼儿园“小学化”的治理

建议，郑琴提出破解幼儿园“小学化”问题要以促

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专业素质提高为前

提，拓展研训模式，强化教师对幼儿园“小学化”

危害的认识，提升“去小学化”能力［7］；马健生、陈

云龙基于“儿童发展中心”的理论，提出深入认识

和运用幼儿发展规律解决幼儿园“小学化”问题

的主张［8］；时艳芳、吕晓炜则基于教师和家长等利

益相关方的视角，提出了幼儿园“小学化”的“错

位”原因及“适应”对策［9］。学界在幼儿园“小学

化”研究领域中所凝聚的学术共识越来越明晰：

教师及其教育观念是联系和整合幼儿园与家庭

影响的重要中介因素，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在

预防和抵御幼儿园“小学化”倾向的过程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随着幼儿园教育监督的不断加强，

显性因素层面的“去小学化”努力不断深入，困扰

幼儿园规范发展的“小学化”问题有所改善，但是

在思想观念、管理制度等隐性因素层面的作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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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欠缺明显。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依然广泛存

在的教师过度干预幼儿活动、占用幼儿游戏时间

之类的现象，它们正期待幼儿园教师观念研究的

深入开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围绕幼儿园“小学化”的治理，侧重幼

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就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目的

与内容、教育评价、教育形式、教室布置几个维度

的“小学化”表现，以P市的幼儿园教师为对象，面

向幼儿园工作一线的教师，分层随机抽取142名

问卷调查对象、3名重点访谈对象，采集幼儿园教

师观念“小学化”表现的相应数据，并结合访谈和

观察过程所得进行质性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所采用的《幼儿园

教育现状问卷（教师卷）》由谭相府（2016）《幼儿

园教育现状调查问卷》［2］改编而成。所用问卷按

照“教育目的与内容、教育评价、教育形式、教室

布置”的四维理论模型设计，具有较好的信度，

Alpha 值为0.873，所施四个维度的Alpha 系数介

入0.881～0.604之间（见表1）。同时，所用的问卷

也有良好的效度，KMO为0.845，因子分析效度高

于0.5，巴特利特的球形检验近似卡方、自由度、显

著性分别为 2021.195、465、0.000，其显著性小于

0.001。
表1 幼儿园教育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Alpha系数

维度

教育目的与内容

教育形式

教育评价

教室布置

题项数

7

10

3

3

Cronbach’s alpha

维度

.881

.778

.762

.604

问卷

.873

（三）资料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一共发放调查问卷142份，收到有效

问卷137份，有效回收率为 96.48%。利用在幼儿

园进行集中实践教学的机会，结合所开展的问卷

调查，在2个混龄班对3位幼儿园教师进行现场

访谈，并做参与式观察，通过幼儿在幼儿园的一

日活动，系统地考察教师的教育观念在教育目的

与内容、教育评价、教育形式、教室布置几个方面

的真实表现，记录其相应的“小学化”表现，积累

相关的质性分析素材。调查数据，应用SPSS23.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三、基本现状

本研究的调查显示，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的

教育目的与内容、幼儿园的教育形式、幼儿园的

教育评价、幼儿园的教室布置四个维度上都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小学化”倾向，其中，教室环境布

置上的“小学化”表现最为严重；在幼儿园的教育

形式与教育评价上，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存在采用

小学教育形式、小学评价方法的现象；在幼儿园

的教育目的与内容上，虽然大部分的幼儿园教师

认为幼儿园的活动应以游戏为主，但是仍然有一

部分教师在组织幼儿活动的过程中缺乏基本的

游戏精神。幼儿园教师观念的这种“小学化”倾

向，与熊嘉怡的幼儿园教学方法“小学化”［10］、王

妤等的幼儿园教学内容与管理行为“小学化”［11］

等相关发现基本上相一致。

（一）“学前”与“学校”的内容选择冲突是教

育目的与内容观的动力表现

教育的目的会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科技以及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及其相关认识的

制约，体现“为谁培养人”与“培养什么人”的总体

要求，幼儿园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会反映一定

社会对幼儿园教育的总要求，是幼儿园保教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幼儿园组织内容、设计方

法、考核效果的基本依据。幼儿园的教育目的决

定幼儿园保教活动的方向，教育内容对幼儿园教

师组织开展保教活动的动力具有激活意义。本

调查显示，幼儿园教育目的与内容的“小学化”观

念及其影响集中表现在自觉与被动并存的“小学

化”目的任务预设及其内容选择与组织的动力现

状上。幼儿园教师在目的任务的确立与活动内

容的选择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内心意愿与行为依

从的取向纠结，“学前”内容与“学校”内容的选择

冲突是“小学化”教育目的与内容观及其相应影

响形成的基本动力现状。一方面，73.95%的幼儿

园教师认为在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的文化知识

技能并不合理，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近一半的幼

儿园教师会迎合家长的庸俗愿望与诉求，自觉或

不自觉地为本班幼儿编制“小学化”的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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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教活动中跨越学段，提前教授小学甚至更高

学段的课程内容（见表2）。
表2 幼儿园教育目的与内容维度的

“小学化”倾向（单位：%）

完全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符合

比较不符

完全不符合

识字数

9.86

17.61

18.31

19.72

34.51

拼音

教学

11.97

9.86

14.08

10.56

53.52

小学

知识

13.38

12.68

19.72

17.61

36.62

特色

班级

26.76

12.68

11.27

11.97

37.32

识字

练习

7.75

11.97

19.72

20.42

40.14

（二）集体教学过多是“小学化”教育形式观

的组织表现

活动过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基本载

体，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幼儿教育过程的重要依

托，在幼儿园教育形式维度上的“小学化”倾向主

要表现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安排、幼儿园班级管

理方式以及班级纪律要求几个方面。本现状调

查发现，虽然有许多的幼儿园教师希望幼儿的一

日生活以游戏为主，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幼儿园

教师的游戏精神普遍薄弱，教具配备和活动场地

设施等外在条件的改善机制又是或缺明显，在园

幼儿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还是在教室集中进行

集体教学活动。在集体教学活动过程中，有悖幼

儿“标准化童年”规范的组织要求也是多有所施，

“小学化”的组织与活动形式在相应的活动过程

中常常是若即若离、挥之不去，62.68%的幼儿园

教师经常要求幼儿严格遵守教学的纪律，45.77%

的幼儿园教师仍然习惯于对幼儿施用指令性的

语言，他们不善于为幼儿创造温馨和谐的活动氛

围和成长环境（见表3）。
表3 幼儿园教育形式维度的“小学化”倾向（单位：%）

题号

基本上在教室进行集体活动

幼儿园一日活动以游戏为主

组织活动不许幼儿插嘴

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主，幼儿安静

幼儿园的玩教具多种多样

幼儿园活动模式偏向课堂教学

幼儿园活动以指令性语言为主

集体活动用命令性纪律作约束

引入小学纪律规范幼儿

对幼儿有严格的遵守纪律

完全符合

11.27

28.87

4.93

6.34

37.32

7.04

7.04

9.15

5.63

7.75

较符合

11.27

36.62

10.56

18.31

26.76

16.90

13.38

28.17

8.45

19.72

一般符合

19.72

21.13

19.72

20.42

23.24

28.87

25.35

33.80

20.42

35.21

较不符合

28.17

9.86

33.1

30.28

9.15

25.35

23.94

18.31

27.46

19.72

完全不符合

29.58

3.52

31.69

24.65

3.52

21.83

30.28

10.56

38.03

17.61

（三）结果重于过程是“小学化”教育评价观

的导向表现

幼儿教育评价要依据既定的教育目标，借助

一定的方法技术，对所施的教育活动、教育内容以

及教育结果作价值判断。幼儿园的教育评价离不

开相应价值观的指导，基于学前教育领域对一定

的学前教育活动作出价值判断是幼儿园教育评价

的本质体现。幼儿园教育评价对幼儿园的教育活

动具有指引发展方向的导向功能。幼儿园教育属

于基础教育的范畴，较之中小学，幼儿园处于基础

教育的“基础”阶段，其“游戏”取向的“学前”特征

十分典型。“知识、技能、能力”取向下的“小学化”

教育评价观误导幼儿园及其教师“疏游戏”而“亲

学习”，将活动结果评价置于首位，甚至根本不看

过程。通过是否对幼儿进行作业评定、是否布置

“小学化”的作业、是否开展学业测试等项目，考察

幼儿园教师组织实施的教育评价过程及其现状，

发现“小学化”的学习评价与管理倾向在幼儿园教

师中广泛地存在，42.96%的幼儿园教师组织过学

业测式，超过27%的教师存在采用具有小学特点

的学业评价现象，近40%的教师会向大班幼儿布

置类似小学的课后作业（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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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儿园教育评价维度的“小学化”倾向（单位：%）

题号

对幼儿作业打分或评等并告知家长

布置类似小学的课后作业

通过学业测试了解幼儿所学程度

完全符合

2.82

7.75

2.82

比较符合

9.86

14.79

10.56

一般符合

14.79

11.27

29.58

比较不符合

21.13

21.13

16.20

完全不符合

51.41

45.07

40.85

（四）教室的“幼趣”不足是“小学化”教育环

创观的课程表现

环境是幼儿园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重要资

源，幼儿园的教室环境是一门凝聚一定育人文化

的隐性课程，创设良好的教室环境对在园幼儿的

健康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引领意义，其润物无声

的感染作用和熏陶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童趣

是“标准化童年”的基本标志，“幼趣”体现幼儿年

龄阶段的趣味，幼儿园教师对“幼趣”的基本态度

和相应理念对幼儿园课程实施及其课程文化建

设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意义。作为幼儿园重

要的课程文化，教室及其区角文化布置直接反映

了幼儿园教师和相应组织的教育环境创设观

念。本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的教室布置及其环

境创设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学前儿童身心发展

和学前教育活动规律的要求，其突出表现是崇尚

游戏的“幼趣”文化不足。在幼儿园的教室环境

中，“小学化”的课程文化痕迹司空见惯、俯拾皆

是，更为糟糕的是，一些幼儿园教师对此还习以

为常、乐此不疲，“悖幼趣”的“小学化”课程要素

似乎已经成为幼儿园课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与“幼趣”取向的课程文化要求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17.61%的幼儿园教师主要利用

语言文字来布置教室和创设相应的室内环境，

72.53%的教师是由教师自己来设立教室环境创

设主题，教室环境创设的过程及其课程文化建设

也少有听取幼儿的意见，幼儿在教育环境创设课

程中的主体性屡有所忽（见表5）。
表5 幼儿园教室布置维度的“小学化”倾向（单位：%）

题号

活动室（教室）环创以文字为主

活动室（教室）作品以教师为主

室内环创主题与内容一般由教师定

完全符合

1.41

4.23

20.42

比较符合

4.93

11.27

26.76

一般符合

11.27

21.13

25.35

比较不符合

28.87

26.76

16.90

完全不符合

53.52

36.62

10.56

四、成因分析

作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先导和幼儿园教育

工作的思想支撑，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及其

“小学化”倾向的形成涉及到教师培养与成长、家

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与众多的影响因

素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幼儿园教师自身的专

业素养、广大幼儿家庭的利益诉求、教育机构的

社会影响是重要的原因。

（一）幼儿园教师教育的“学前”工作观念保

障乏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经过前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的发展积累和学前教育行动第四

期计划的全面实施，我国的学前教育资源不断丰

富，普及普惠水平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事业已经

实现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大发展，幼儿园教师队伍

的专业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于中小

学教育而言，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起步相对较

晚、发展基础薄弱，学前教育事业整体滞后仍然

是不争的事实，幼儿园教师长期处于基础教育学

校教师队伍的边缘地带［12］，学前师范教育、幼儿

园教师的岗位培训及其专业发展面临着相应管

理体制、财政支持、社会认可、专业（职业）技能管

理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从入职前的集中培养到入

职后的岗位培训与成长，幼儿园教师成长发展过

程中应有的学前教育观念保障体系一向是捉襟

见肘、不堪重任。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看，仅

仅只有21.17%的幼儿园教师拥有本科学历，而且

没有发现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幼儿园教师，最高学

历为中职（或高中）及以下者仍然有3.65%的占比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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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园教师最高学历结构

在所调查的幼儿园，教师队伍中的“无证上

岗”现象并不少见，无任何教师资格的教师在幼

儿园的占比竟然高达13.38%。另外，凭中小学

教 师 资 格 证 担 任 幼 儿 园 教 师 的 占 比 也 达

11.97%。拥有本科及以上较高学历的幼儿园教

师相对较少，幼儿园教师队伍离“全员持证上

岗”目标的差距仍然明显，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

体系所存在的欠缺制约了幼儿园教师队伍关于

学前教育应有观念的巩固和保教工作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加之幼儿园教师普遍是流动频繁，入

职后的岗位培训又难以落到实处，幼儿园教师

的职业准备不充分、学前教育态度与立场不坚

定就在所难免，认识幼儿园“小学化”的危害就

会困难重重、难以深入，“去小学化”的行动自觉

自然也就无处安身，即使已有些许“自觉”，最终

也难以坚守。

（二）幼儿家庭升学竞争的利益驱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个体的影

响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成长驱力最强。相对于

中小学，幼儿园受学生家庭的影响更大，幼儿家

庭的教育需要及其相应诉求对幼儿园办园过程

的制约更为明显。从整体上来看，绝大部分幼

儿家长虽然并非是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

他们却是幼儿园教育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利益

相关方，幼儿家长群体的意见对幼儿园教师的

工作及其观念发展具有最直接的评价意义。在

应试教育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受应试升学的社

会舆情等影响，许多的幼儿家庭为了“不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一味注重让幼儿在短时期内掌

握更多的文化知识，这种庸俗的教育需求经过

家长群体的渲染，常常会产生并传递愈演愈烈

的升学焦虑，进而对幼儿园的发展形成某种巨

大的利益驱动力量，于是幼儿家长普遍不会从

幼儿健康成长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形成和反

馈关于教师工作的评价意见和改进建议，他们

常常向幼儿园教师提出不科学的意见和要

求［13］。基于幼儿园办园竞争的生存需要和办园

规模的狭隘效益考量，幼儿园及其教师难免会

迎合幼儿家庭的庸俗需求，被迫侧重语言和科

学活动，压缩或停止健康、艺术和户外活动，甚

至改弦易辙，动摇和放弃既有的以幼儿健康发

展为中心的先进观念。

（三）教育机构应试教育低龄渗透的焦虑引发

中小学的升学追求长期居高不下，应试教育

的思想意识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愈

演愈烈的升学竞争及其考试焦虑不仅延伸到了

广大的家长群体之中，而且催生了相关学段的补

课与培训产业，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做法还出现

了“低龄化”的现象。受师资保障乏力和应试教

育冲击的影响，部分小学一味崇尚应试升学，教

育教学过程失范，违背“零起点”教学的要求，常

常对新入校的学生（幼儿）进行超前的学业测试，

并依据测试的成绩进行分班。幼儿园教师尤其

是大班教师面临幼儿升学的压力，碍于业界同

行、幼儿家长群体和相应培训机构以及相关各界

所传的考试或升学焦虑，不得不提前向幼儿传授

小学的文化知识，并要求幼儿严格遵守纪律，由

此滋生出种种“小学化”现象，“幼小衔接”甚至成

为了幼儿园传授小学低年级文化知识的一个借

口［13-14］。

五、应对策略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教师观念的先导作用

会贯彻或渗透进幼儿园教育的全部工作之中，从

保教工作的内容到组织形式，再到对幼儿行为表

现的评价方式以及教室环境创设等诸多方面，其

影响作用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一直都是无处

不在。幼儿园教师持有“小学化”的教育观念或

是观念层面存在“小学化”的倾向，就会在幼儿园

教育过程中自觉开展或是自发迎合“小学化”的

教育活动，同时也会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传递升

学焦虑，恶化基础教育的办学生态，干扰甚至威

胁幼儿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教师成长与社会

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制约幼儿园教师观

念“小学化”倾向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程度，治理

幼儿园教师观念“小学化”的问题需要走分层治

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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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深入改变应试取向的教育方法，积

极回应幼儿园教师的“幼儿本位”工作

作为幼儿园教育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家

庭在幼儿园的“去小学化”及其发展提高过程

中具有教育活动过程层面的即时反馈意义，家

长作为幼儿园教育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和组织

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主体，理应以《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表决颁布及其宣传贯彻为契机，深

入改变家庭教育方法，大力根除应试教育的思

想影响，充分发挥家庭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的

回应与反馈强化功能。首先，家长要保持虚心

学习的态度，并在日常生活中及时关注教育类

新闻及相关事件，广泛阅读教育著作尤其是家

庭教育著作，积极参加相关的经验分享与心得

交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深入提高关

于学前教育的认识；其次，家长应主动配合幼

儿园，积极参加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沙龙、幼儿

园开放日等家园协调活动，加强与幼儿园教师

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真实

表现，协助或与幼儿园教师一块共同制定适应

幼儿实际的个性化、合理化发展计划；再次，家

长不仅要有科学的家庭教育观，而且还要深入

采取与之相一致的实际行动，在家园互动中做

到言行一致，积极回应教师“幼儿本位”的学前

教育工作，自觉践行科学的学前教育观，主动

破除庸俗的教育需要，不向教师提有违幼儿健

康发展的不合理要求，不强制幼儿学习不符合

其年龄阶段特征的文化知识，不以其他任何形

式传递升学焦虑，确保以家园一致的目标预期

保证幼儿在健康的家园环境中快乐成长。

（二）职能部门系统地改善“幼小衔接”工作，

全面落实小学入学的准入过程监管

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从表面上看

只涉及幼儿园和小学，属于幼儿进小学后的学习

适应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衔接工作及其效果

事关儿童所受基础教育的全过程，关乎幼儿健康

成长的多个方面，需要作全域、全生命周期的考

量，不能只靠幼儿园向小学做衔接工作，而要实

现从“幼小衔接”到“小幼衔接”的战略转向［15］。

作为承担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管理的行政

职能单位，教育职能部门不但要把住幼儿园教师

的入口关，严格落实幼儿园教师持证上岗的教师

准入制度，对幼儿园教师实行严格的选拔聘任，

深入组织和落实幼儿园教师的在职培训和持续

提高，促进实现幼儿园教师在岗培训的常态化和

高质量，而且要加强幼儿园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和落实，使广大家长尤其是幼儿园教师充分认识

幼儿园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自觉抵御和纠正“小

学化”意识。

面对中小学应试教育“低龄化”和幼儿园教

育“小学化”专项治理中施策主体缺乏联动［16］等

新的问题，职能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强化协同联

动，系统地改善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工作，全面

落实小学入学的准入过程监管。深入贯彻“公

平、公正、公开”的师资配备和学区生源的划分

原则，确保小学全面落实按职能部门所划区域

就近入学和“零起点”教学，杜绝小学入学测验

和遴选，消除按学生成绩编排“重点班”的现

象。同时，还要让小学教师尤其是小学一年级

教师深入认识幼儿园教育的性质，领会幼儿园

与小学的“文化衔接”实质，掌握小学与幼儿园

衔接的科学方法，主动深入幼儿园参观学习，以

积极的教育期望保证幼儿平稳过渡到小学阶

段［15-17］。

（三）幼儿园及其教师及时更新保教工作观

念，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前教育觉悟和水平

首先，幼儿园坚持组织和落实本园教师的在

岗培训，促进广大教师掌握幼儿身心发展水平，

熟悉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与内容，规范工作

要求，更新保教工作观念，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幼儿园教育是一项常新的事

业，不仅有普遍性学前教育规律与原理可循，而

且随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幼儿园教育改革

的深入，幼儿园教师素质提高中的新情况会不断

产生。这些新情况及其相伴而生的新问题具有

丰富的个性，幼儿园内部的园本培训是适应新形

势、应对新问题和提高教师队伍学前教育觉悟和

专业化水平的不二选择。幼儿园要建立并完善

系统的培训制度，既面向新入职的保育人员和教

师，做好新教师的岗前培训，促进新教师的工作

适应，提高新教师的工作技能和能力；又关注骨

干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根据青年教师的发展需

要与成长特点，协助相关教师制定个性化发展规

划，搭建园长成长平台，深入组织相应的经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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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促进教师队伍教育观念专业化水平的提

升［18］。

其次，幼儿园教师积极参加学前教育领域

的教研探索，及时更新自身的学科专业知识，

强化职业道德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学前教育

觉悟和履职能力。幼儿园教研是幼儿园教师

更新教育观念，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本途

径。幼儿园教师要立足本职岗位、提高思想认

识、做好职业规划，克服保育与教育的工作纠

结、岗位履职与集中学习的时间冲突，充分开

发和利用各种学习资源，积极争取和参加学前

教育领域的教研项目尤其是园本教研活动，通

过分析幼儿园典型的“小学化”案例，与业界同

仁分享和交流工作心得，在教研活动中改进应

对措施、凝练工作经验、更新教育观念，促进自

身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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