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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在

教育，乡村教育滞后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

教育。《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 8 —— 202 0 年》进一步提出，

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继续把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

农村，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

斜，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振兴必需将农村学前

教育发展放到突出位置。

长久以来，受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我

国的乡村学前教育长期处于困境之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长时间

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乡村教育一直以来缺乏优质的资源和令人满

意的教育质量，师资、设备、位置等与城镇相比均处于绝对劣

势，教育发展速度缓慢、水平滞后。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

列重要的政策文件来帮助提高乡村地区学前教育质量，不断努力

缩小城乡教育起点水平，如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提高乡村儿童的

生活补贴等，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政策效果，但其中还有很多的问

题难以解决，尤其在如何正确提高乡村儿童教育质量上有着巨大

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教育的提高更多的在向城市教育

看齐，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标准城市化明显，用城市标准评价乡村

儿童，使得乡村教育偏离了农村孩子的实际需求，影响儿童未来

发展。乡村教育质量低下。乡村学生身份认同淡漠。乡村教师身

份迷失。乡村学校社区“失联”等问题频发。相比城镇幼儿园，乡

村学前软硬件设施均处于弱势地位，质量低下、学生不认同自身、

教师迷失挫败也是必不可免的问题，但乡村教育不能就此放任不

管，没有先进设备，挖掘身边乡土资源，多开展教师、家长培训，

家园结合进行学习互补。儿童始终是学习的主体，没有儿童的积

极主动参与，再先进的设施理念也只是破铜烂铁和一纸空谈，没

有儿童自身生活经验的知识教学也只是空中楼阁，缺少夯实的地

基易于毁于一旦，必须通过乡村学生的生活经验，从自身拓展到

周围，以儿童自身自有经验带动周边，从旧知到新知，从自身到

周边辐射，以乡村儿童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充分发掘自身已有乡

土资源，教师正确引导，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物多方

面结合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1　乡村儿童生活经验及其教育价值

基于乡村儿童生活经验进行学前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策略研

究，那么必须要知道乡村教育是什么？要知道生活经验是什么？

知道生活是什么？经验是什么？幼儿园教育教育质量是什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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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必须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发展位置。如何让乡村儿童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水平，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强国，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

以乡村幼儿园为例，分析部分乡村学前教育质量，对乡村儿童的学前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依据乡村儿童的生活经
验结合乡村的情况，提出从生活经验中提高乡村学前教学质量的建议，充分利用乡村学前的本土资源，从幼儿主体和资源客体出发，
两方面措施提高幼乡村学前教育质量，更加贴合乡村学前教育发展现状，通过儿童自身利用已知熟悉创造出更大的未知发展空间，通
过自救而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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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育主要有五种涵义，第一种区位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展

下的产物，乡村教育的内涵及案例在地理区位之上，多是基于城

乡行政区划的视角。第二种是产业说。主要依据教育服务对象的

从业种类来界定乡村教育。第三种是对象说。按教育对象界定乡

村教育的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指向乡村人口，发生在乡村且以乡

村人口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另一种只想乡村人口年龄阶段和教育

层次。第四种功能说。一般关注教育对乡村人口和乡村社会发展

的价值。第五种动态说。产生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都是动

态变化的过程，所以农村教育的内涵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生活在《辞源》中的解释为，1生存；2犹言况境，生计3泛指一

切饮食起居动作，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生，进也，

象草木生出土上。活，水流声。”故，人的生活就是人生长发展、

体现生活活力的过程。杜威认为，生活就是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

经验。郭元祥指出，生活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之中，通过享受、战

友、内化和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围绕人的

生命存在和发展，实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动的活动。狄尔泰说：

“生活表达在经验之中。”柏拉图认为：经验属于过去，属于习惯。

经验差不多是与既成习惯相同的，不是由理性或在知的控制下所

构成的，只是由重复的来的。洛克的经验主义再三强调，“人的知

识“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而

且，最后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洛克认为经验依赖于人与自然的直

接接触。杜威认为，生活就是经验的过程，经验就是包含了个体

经验和人类种族共同拥有的经验。幼儿园教育质量作为质量和教

育质量的下位概念，可以依据质量和教育质量的基本内涵界定，

教育质量是幼儿园满足主体某种特性的总和。

2　学前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2.1充分发挥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对学前教育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足、重视不够、学前教育起

步慢、底子薄等导致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频发。但是随着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逐渐加大，而我

国学前教育由于底子薄、起步慢导致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出

现教育教学质量差距过大，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学前教育是我

国教育体系最薄弱的一环，保教人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幼儿

园软硬件设施落后，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困扰着学前教育的发展

必须要加快通过学前教育立法建立以社会办园为主体，政府办园

为主导的办园体制。政府借助社会力量弥补自身不足，能够更快

更好的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要

制定好相关政策法规，完善制度体系，领好学前教育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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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健康快速发展。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并向乡村学前教

育倾斜，第二，注重幼儿教育人才的培养，努力实现教育资源

的均等化。

2.2对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虽然我国近年来学前教育发展快速，入园难、入园贵等问

题基本得到缓解，但是师资队伍不健全、经费投入充足、办园

设施不完善等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仍较为突出。由于政府没有

充分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为主体，政府为

主导的办园体制，使公办园办学力量削弱，导致学前教育资源

短缺，发展困难。要调动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积极性，对学前

教育尤其是少穷边远地区的学前教育加大经费投入，使其资金来

源得到持久保障，其次对地方政府实施考核目标，落实各地政

府应对学前教育的责任，注重优惠政策，鼓励培训进修机制，

对学前教育加大师资、经费、政策等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对学

前教育的支持，弥补政府不足，通过活性的力量努力实现教育

资源均等化，出台相应适宜政策及管理规范，加快学前教育向

系统化、多元化、民生化、社会化体系转变，在不影响其他

正常进行情况下，有意识向乡村学前教育倾斜更多资源，促进

学前教育平稳快速发展。

2.3优化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认证标准中指出，人才培养目标包括对人才的基本素

养、从事专业领域、服务面向、职业特征和人才定位的描述，

应体现专业人才培养的“产出”的质量预期与追求。人才培养

制定应改充分结合国家、地方、人民等各个相关利益方面的需

求，因地制宜的制定出培养方案。在此之上做到学生为中心的

理念，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

心个性发展，以实践能力为导向培养专业实践型人才，加快教

师专业化成长，建立培训和奖励制度，树立终身学习思想，加

大师资投入力度，提高专业水平，调动积极性。提高乡村教师

队伍水平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重点，教师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

儿童的受教育水平，高水平教师更能进行资源开发，让原不富

裕的乡村园所能够从自身找到合适的玩教具，儿童从自身周围找

到新的知识。充分挖掘乡村本土人才，发掘乡土资源，提高自

我认同感，通过乡村学前教育的人才培养实现自救。

2.4 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形式和内容

要想提高现有学前教育质量，那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是

必不可少的，在目的和发展性中找到平衡的关系，在幼儿主体

性和教师主导性找到动态平衡，以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前提，

依据最近发展空间，在现实和兴趣之间找到交叉点。在全面性

和差异性之中找到适合的区域，面向全体，注重差异，因材施

教，按需教学。不能按照一刀切的水平，一味的与城镇学前儿

童比较，要承认不足，按照乡村儿童当时需要去教学，无论是

满足生活需要还是促进适应社会，还是文化知识的习得，都是

知识的一种体现，要依据乡村学前的特点和需要进行适宜的教

育。更要提高儿童学习兴趣和思想行为习惯。儿童是学习的主

体，杜威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布鲁纳认为儿童是发现学习的主

体，蒙台梭利认为，孩子是教学的主体，应追随幼儿，但教

师的主导作用不应忽视等。种种理论凸显儿童在学习中的重要

性，乡村学前儿童经济较为落后，家庭教育较为不足，大多缺

少先进的教育养护理念，更多的是放任自由，俗话说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放任自由也让他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了解使用

各种工具，从另一方面来说积累了很多的生活经验，乡村学前的教

学更要贴近乡村实际情况，既能够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又能让儿童

感到兴趣，从现实需要和自身兴趣中找到共同区域，让儿童主动参

与到学习中才能最大程度上进行提高知识能力。从国家、管理层、

师资队伍、内容方法、家园合作、幼儿主动各个方面有机结合，以

乡村儿童自身生活经验出发，已有经验为基础，结合相应的乡土资

源，从已知到未知，从旧知到新知，才能够更有质量，更加快速的

提高乡村学前教育质量水平。

3　结语

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人民群

众的不懈努力，学前教育不断快速发展，但其本身是国民教育

短板的现状还没有得到解决。且城乡间学前教育质量相差较为巨

大，城市学前教育无论是教育理念、师资队伍还是软硬件设备

都远远领先农村。若想建立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体系，必

须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通过国家的指导和资源配置，优化

学前教育内部的人才培养目标，改变教育理念，创新教学形式

和内容。从国家到个人，从上到下充分挖掘农村学前的优势资

源并积极主动结合相应适宜的方法措施，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

质量，建立公平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体系，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共

同向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乡村振兴真略规划(2018-

2022年)[Z].2018.

[2]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贵州农村教育发展路径研究,2019年

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19GZYB117.

[3]论我国乡村教育的潜藏性危机及其消解——基于在地化

教育视角.丁学森,邬志辉,薛春燕.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年第6期

20页.

[4]辞源(修订本)(第三册),社会是在问题[Z].北京:商务印书

店,1984.

[5]皮军功.幼儿生活教学论[D].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11.

[6][美]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1,7.

[7]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基础论纲

[M].武汉:化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6.

[8][美]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49.

[9]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137.

[10]中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十一省市幼儿园教育质量

调查.刘占兰等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8.

[11]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内蒙古

H市为例.朱晓红,陈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12]赵宜君.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升策略.

作者简介：

张培伦（1996.02-），男，汉族，北京，研一在读，云南民

族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


	教育5期正文_93.pdf
	教育5期正文_9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