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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农村幼儿教育现状与发展路径探究 
◆何小宇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中心幼儿园  214421） 

 
摘要：我国农村的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乎到国家总体战略发展的

大问题。发展离不开教育，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

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农村幼儿入学率低、教学质量低下、教学方法落后
等情况。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解决办法，有效提高农村幼儿教育

的质量，改善当前农村幼儿教育的不利现状，对农村幼儿的发展提出理

念规划与实际执行措施，切实提高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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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幼儿教育的基本理念，然

而这种理念在农村幼儿教育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农村幼
儿教育的缺失，使得农村人口整体文化水平无法提高，和城市之
间的总体素质出现较大的诧异，越来越无法根上城市高速发展的
步伐，导致农村经济、教育、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出现严重的滞后，
这就又加剧了农村教育的缺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本文将就农
村幼儿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路径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一、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的教育理念落后 
教育，是一项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教育，是发展的基础，

然而在教育理念落后的农村，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仍有不足，
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存在偏差。 

在当前的农村，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教育观念，即读书无用
论。造成这种想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农村缺乏浓厚的文化底蕴。这就导致幼儿的监护人、
长辈对教育的漠视，认为对幼儿的教育成本高、收益低，与其投
入精力放在教育方面，不如投入精力放在对其生存技能的培养以
及成家、生子等人生大事的关注。 

其次，农村出身的学子并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许多地区，
一个村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就会成为全村重点关注的目标。然而
农村学子来到城市，受到城市高度繁荣的吸引和各种娱乐手段的
诱惑，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出现学习态度不坚定的问题，这就使
他们的学习成绩出现大幅度下降，影响了专业技能的学习。毕业
之后，自身能力无法适应高收入的知识密集型劳动，往往只能从
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或者直接回乡发展。这对于农村地区的教
育理念，往往起着不好的示范作用，使人们产生“读了大学一样
挣不到钱”、“读完大学还不是要回家，而且还耽误了找对象”的
错误观念，就更加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二）农村的经济条件落后 
落后的经济条件，一方面降低了农村家庭对幼儿进行教育的

可能性，使得人们无力承担高昂的教育成本，造成幼儿成长之后
无法胜任知识型的高收入工作，无法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并建
立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落后的经济条件不利于吸引高质量的教
育人才，导致农村的教师队伍往往存在专业技能不足、持续工作
意向低、工作状态不良好等情况，这对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是有
很大影响的。 

（三）教学环境利用水平低 
农村拥有者得天独厚的教育环境，即自然环境，这是城市所

不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天然教学资源。通过对大自然的有效利用，
引导学生亲近自然、认识自然，在自然界中更加高效的学习文化
知识和进行品格素质的培养，这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目前正在
城市教育中进行探讨和推广。 

然而，农村幼儿教学工作者没有将这种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
应用在实处，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采用城市幼儿教育的“老
一套”。在课堂中，通过照本宣科对幼儿进行填鸭式的教育，并
通过重复朗读、重复记忆等僵硬的教学手段，使幼儿能够数几十
个数、背诵几首古诗等，并通过这种方式对学生家长进行交差，
没有将幼儿教育的理念落在实处。 

二、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更新教育理念 

农村教育理念的缺失和错误，不仅仅是幼儿家长单方面的问
题，更是幼儿教育工作者、当地政府与全社会的责任。 

地方政府方面，要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宣传、建设、督管
的作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当地农村幼儿教育的指导
方针。对幼儿家长要进行有效教育宣传，提高其对教育理念的理
解能力；对幼儿教育场所，要大力扶持，提高资金投入，并给与
政策倾斜，加快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设施的完善；要发挥政府部门
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政府补贴、财政拨款、企业合作等方式，切
实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水平，吸引优秀的幼儿教育工作
者参与到农村教学中，切实提高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 

（二）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 
除了前文说到的对外部优秀教师的有效吸引以外，农村地区

还要切实的制定提高本地区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计划。 
首先，要提高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农村地区的教师，尤其

是幼儿教师，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人们往往缺乏对教师的崇高敬
意。教师收入低、地位低，这不仅影响了外来人才的引进，更加
影响了本地知识分子选择教师行业的意愿。 

其次，要改善教师队伍的结构。当前，农村教师的队伍结构
存在很大的问题。年龄方面，出现极大的老龄化和年龄断层的现
象；性别方面，农村教师中性别比例极度失衡，女性教师占比极
大。不完善的队伍结构，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水平的提升，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一方面，容易出现教师断层、青黄不接的情
况；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生育和家庭方面的
负担，导致年轻女教师婚后、产后继续从事教师行业的意愿较低。
这些都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因此，当地政府要和教育部
门配合起来，改变目前的教师队伍结构，实现农村幼儿教师队伍
的可持续发展。 

三、充分利用农村的自然优势 
前文说过，农村拥有城市无法比拟的、独到的教学优势，那

就是农村的自然环境。农村幼儿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这种天然
优势在教育中的有效运用。让幼儿回归自然，在教师的组织和开
户下，在田野中进行玩耍。如玩泥巴、放风筝、抓蚯蚓、捉蚂蚱、
打水仗、跑步比赛等等。随着幼儿年纪的增长，教师还可以将他
们组织起来，参与一些简单的田间劳动，如捡麦穗、掰玉米、摘
苹果、捡菜花，或者给庄稼捉虫、教育等等。 

这样的教育方式，就是城市幼儿教育一直向往的自然式教
育，然而碍于城市环境和场地，一直无法实施。在农村，拥有着
广阔的田野、洁净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是释
放孩子天性的最佳场所。通过这些游戏式的活动以及简单的田间
劳动，不但能促进幼儿身体的健康成长，更加能够培养他们艰苦
耐劳、互相协助、团结有爱的个人品格。在游戏、劳动之间，体
会生活的乐趣，促进心理健康的成长，这对幼儿来说，远远要比
多数几个数、背几首古诗来的重要且有意义。 

结语：教育，要以人为本，农村幼儿的教育同样如此。想要
切实的提高农村幼儿的教育质量，就要尽可能的从“人”的角度
出发，对幼儿家长、幼儿教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思想的转变、
素质的培养，去挖掘并利用农村的自然优势，对农村幼儿进行有
质量且全方位的教育。避免出现农村幼儿教育的低质化、表面化
和小学化。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问题，目前仍有许多的讨论空间，
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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