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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城乡幼儿园师资队伍现状，推进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
文献研究法，对Ｃ市城乡幼儿园教师队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城区幼儿园师幼比显著高于农村，

农村幼儿师资配置难以达到标准水平；城区幼儿园教师学历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城区幼儿园教师未定级
的比例高于农村教师，城区幼儿园教师拥有职称的人数显著高于农村教师，但占比却低于农村；Ｃ市幼
儿园教师队伍以青年教师为主，城区幼儿园青年教师人数平均值显著高于农村；城区教师培训情况显著
优于农村教师。对策与建议：改革教师招聘和配置机制，落实保障机制，加大教师培养与培训力度，建立
双向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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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资源配置是指从最优化的目的出发满足社
会客观需求，最充分地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财力资
源、物力资源，用最优的方式分配在教育系统内部和
各系统之间。［１］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配置是学前教育
事业发展的软实力，也是幼儿园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２］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
示，我国城乡学前教育师幼比长期徘徊在１∶２０～
１∶２３，［３］学前教育本科生就业后倾向转行的比例为

４９％，［４］同时，幼儿园教师向发达地区和待遇较好的
园所单向流动问题非常突出，农村幼儿园、部分民办
园和资源薄弱的园所成为了幼儿园教师的“跳板”，
优秀师资流失现象比较严重。［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加强和改善薄弱地区硬件方面的配置，建设一支
具有专业素养的幼儿园教师队伍，成为加快推进城
乡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Ｃ市所辖２区（Ｙ

区，Ｘ区）、４县市（Ｈ县，Ｒ市，Ｑ县，Ｂ市）８２所幼儿
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农村幼儿园４３所，城区幼儿
园３９所；公办园２０所，民办园６２所。共计发放教
师问卷５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０７份，有效问卷率

９２．１８％。
（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
搜集整理有关学前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各种政

策和制度文献和有关Ｃ市城乡学前教育资源的教
育年鉴文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学前教育人
力资源配置指标，对城乡学前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差
异问题进行分析。

２．问卷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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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编《Ｃ市学前教育人力资源配置调查问卷》，
共２２题，分别从师幼比例、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
龄结构和培训情况展开调查，进行样本幼儿园人力
资源配置的差异分析。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幼比差异比较

１．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幼比概况
据Ｃ市教育年鉴统计（见表１），Ｃ市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学前教育师幼比分别为１∶１６．４，１∶１６．４和

１∶１５．４，幼儿园教师总数和幼儿人数总体呈缓慢上
升趋势，但全市园所整体上尚未达到《幼儿园教职工

配备标准（暂行）》条例中规定合理的１∶５～１∶７之
间学前教育师幼比，差距较大。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Ｃ市学前教育师幼比总体情况
（单位：人）

年份 在园幼儿人数 幼儿园教师人数 师幼比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３４８３　 １２３７６　 １∶１６．４
２０１８年 ２１７９５６　 １３２８１　 １∶１６．４
２０１９年 ２５５５００　 １６６４０　 １∶１５．４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

２．Ｃ市学前教育师幼比差异分析

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幼比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Ｃ市学前教育师幼比差异比较

园所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Ｍ　 ＳＤ　 ｔ　 ｐ

城区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２
农村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４．７４３　 ０．００９＊＊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ｐ＜０．０１．

　　表２呈现了Ｃ市城乡学前教育生均教师数的
差异情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城乡学前教育教师数量总
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对城区和农村生均教师数进行

ｔ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差异，城区生
均教师数显著高于农村。《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对班
额明确规定“小班２５人，中班３０人，大班３５人，混
合班３０人。”［６］按照文件规定，我国幼儿园教师与幼
儿比例应不低于 １∶１６，［７］那么生均教师数为

０．０６２５，城区生均教师数近三年已经达标，而农村生
均教师数还远不及标准。

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
中明确指出“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备２名专任教师
和１名保育员，或配备３名专任教师。［８］通过样本幼
儿园５０７份教师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城乡幼儿园
师资配备情况（见表３）。

表３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师资配备情况差异比较

园所 两教一保 一教一保 两名教师 一名教师或保育员 其他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２１６　 １　 ０　 ０　 １
农村 １２　 ２４３　 １５　 １９　 ０

４５６．５５３　 ４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教师问卷；＊＊＊ｐ＜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城乡样本幼儿园师资配置差异十
分显著，城区主要以“两教一保”的配置方式，而农村
师资配置方式较为多样化，“一教一保”形式较为多
见。对城区和农村学前教育师资配置方式进行卡方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差异。从样本
幼儿园师资配置情况来看，城区基本能够达标，但农
村能够实现“两教一保”或“三名教师”的园所仅占所

调研的４．１５％。可见，农村幼儿园师资配置难以达
到标准水平。

（二）Ｃ市学前教育师资学历差异比较

１．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概况
表４呈现了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调查

情况。

表４　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概况（单位：人）

园所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或中专） 高中以下 达标率

城区 １６　 ２３４１　 ７０７８　 ２１４０　 ７３　 ８１．００％
农村 ０　 ７６９　 ２６７５　 １４２５　 １２３　 ６８．９９％
合计 １６　 ３１１０　 ９７５３　 ３５６５　 １９６　 ７７．４０％
占比 ０．１０％ １８．６９％ ５８．６１％ ２１．４２％ １．１８％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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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４可以看出，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
整体上结构不尽合理，２０１９年城乡学前教育教师总
数为１６６４０人，专科毕业教师人数最多共９７５３人，
占学前教育教师总数的５８．６１％；其次是高中学历

３５６５人，占教师总数的２１．４２％；第三是本科学历教
师３１１０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８．６９％；高中以下学历
教师１９６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１８％；学前教育教师

队伍中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最少，仅１６人。城区教师
学历达标率为８１．００％，农村教师学历达标率仅为

６８．９９％，学前教育师资平均学历达标率为７７．４０％。
城区教师的平均学历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教师，农村
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

２．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学历差异分析

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情况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专科以上学历人数差异比较

园所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７６５３　 ８８７６　 ９４３５
农村 １８７５　 ２７６６　 ３４４４

１５０．８６５　 ２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ｐ＜０．００１．

　　表５报告了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差异
情况，本数据主要统计了专科（包括专科）以上学历
的教师人数。根据数据显示情况来看，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城乡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人数呈现快速稳步增
长。城区专科以上学历人数（Ｍ＝８８５４．６７，ＳＤ＝

９１１．３８）显 著 高 于 农 村 （Ｍ ＝２６９５．００，ＳＤ＝
４５４．３２）。对城乡学前教育教师专科以上学历人数
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
差异。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教师学历情况见表６。
表６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师资学历差异比较

园所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中专 高中以下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农村

２　 ５８　 １４４　 １４　 ０
０．９％ ２６．６％ ６６．１％ ６．４％ ０％
０　 ７　 ９６　 １３３　 ５３
０％ ２．４％ ３３．２％ ４６．１％ １８．３％

１９４．８２７　 ４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教师调查问卷；＊＊＊ｐ＜０．００１。

　　表６呈现了样本幼儿园５０７份教师学历调查结
果，目前城区教师学历出现的频数主要集中在专科
和本科，占到９３％；农村教师学历出现频数主要集
中在高中（或中专）和专科，占到７９％；农村教师学
历偏低情况较为明显，其中高中学历以下人数就占
到１８％。通过对城区和农村幼儿园教师学历人数

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差异。
（三）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职称差异分析

１．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学历概况

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职称情况见
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职称概况（单位：人）

园所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助理级 员级 未定级

城区 ２　 ２０９　 １５１６　 １３９１　 ３３７　 ８１９３
农村 ０　 １４９　 ８８６　 ８２８　 ２０４　 ２９２５
合计 ２　 ３５８　 ２４０２　 ２２１９　 ５４１　 １１１１８
占比 ０．０１％ ２．１５％ １４．４４％ １３．３４％ ３．２５％ ６６．８１％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

　　合理的职称结构在各层次设置上更应注重专业
素养和职业效能发挥，并从整体上把握其职位设置
的数量与质量。［９］由表７可以看出，Ｃ市城乡学前教
育教师职称结构整体上有待完善改进，截止２０１９年
城乡学前教育教师未定级的共１１１１８人，占城乡学
前教育教师总数的６６．８１％，城区未定级教师的占
比高于农村教师，这种现象与城区近几年大量招聘

新教师充实教师队伍有直接关系；其次是中级职称

２４０２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４．４４％；第三是助理级职称
教师２２１９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３．３４％；员级职称教
师５４１人，占教师总数的３．２５％；副高级职称教师

３５８人，占教师总数２．１５％；正高级职称的教师仅有

２人。从职称结构分布来看，这是一个不尽合理的
结构，尤其是高级职称明显偏少，而未定级的教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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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又太高，给教师专业成长和梯队建设带来巨大的
困难。

２．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职称差异分析

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职称比较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职称差异比较

园所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２３８７　 ２７６５　 ３４５５
农村 １０４８　 １６４２　 ２０６７

５２．２０３　 ２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ｐ＜０．００１。

　　由表８可见，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拥有职称
的教师人数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平均数来
看，城区教师人数（Ｍ＝２９３７．１５，ＳＤ＝４４８．４８）显著
高于农村教师人数（Ｍ＝１６９５．８１，ＳＤ＝３９１．６０）；从
标准差来看，城区拥有职称教师的人数离散程度显

著高于农村；对城乡拥有职称教师人数进行卡方检
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差异。

对样本幼儿园５０７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结果
见表９。

表９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教师职称差异比较

园所 正高 副高 中级 助理级 员级 未定级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农村

０　 １８　 ３８　 ５８　 １９　 ８５
０％ ８．３％ １７．４％ ２６．６％ ８．７％ ３９．０％
０　 ４　 ２２　 ３６　 ４０　 １８７
０％ １．４％ ７．６％ １２．５％ １３．８％ ６４．７％

５５．１８９　 ４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教师调查问卷；＊＊＊ｐ＜０．００１。

　　从调查数据的统计情况看，样本幼儿园教师拥
有职称的情况并不乐观。其中农村幼儿园教师拥有
职称人数（员级及以上）仅占到３５．３％，城区拥有职
称的教师占到６１．０％，城区幼儿园教师拥有职称的
比例是农村教师的１．７３倍。通过对城乡教师职称

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
差异。

（四）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年龄差异分析

１．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结构概况

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结构见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统计表（单位：人）

园所 ２４岁及以下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４岁 ４５－４９岁 ５０－５４岁 ５５－５９岁 ６０岁及以上

城区 ２７３３　 ３０３９　 ２０６５　 １５１２　 １０４７　 ６５５　 ５０３　 ７５　 １９
农村 ４６５　 １１７２　 ９７３　 ７４８　 ５９４　 ３７６　 ５２４　 １４０　 ０
合计 ３１９８　 ４２１１　 ３０３８　 ２２６０　 １６４１　 １０３１　 １０２７　 ２１５　 １９
占比 １９．２２％ ２５．３１％ １８．２６％ １３．５８％ ９．８６％ ６．２０％ ６．１７％ １．２９％ ０．１１％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

　　整理Ｃ市学前教育教师年龄结构结果发现，２５－
２９岁教师人数最多共计４２１１人，占教师总数的

２５．３１％；其次是２４岁以下的学前教育教师３１９８
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９．２２％；第三是３０－３４岁教师

３０３８人，占教师总数的１８．２６％；随着年龄增长，教
师人数占比依次减少，分别是３５－３９岁教师２２６０
人，占比 １３．５８％；４０－４４ 岁教师 １６４１ 人，占比

９．８６％；４５－４９岁教师１０３１人，占比６．２０％；５０－５４
岁教师１０２７人，占比６．１７％；５５－５９岁教师２１５人，
占比１．２９％；６０岁及以上教师共计１９人，占比

０．１１％。整体看来，Ｃ市学前教育教师资源具有年
轻化特征，４５ 以下中青年教师占据比例高达

８６．２３％，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对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结构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城区学前教育教师在２４岁及以下、２５－２９
岁和６０岁及以上三个年龄阶段人数比例高于农村，
在３０－５９岁年龄区间人数比例都低于农村。目前学
者主张幼儿园教职工年龄比例以老中青之比

１∶３∶６或２∶４∶４为佳（老中青年龄界定为：老年

５５岁及以上，中年４５－５４岁，青年４４岁及以下），Ｃ
市城区农村学前教育教师老中青之比均没有达到１
∶３∶６或２∶４∶４的比例要求，从整体上看，Ｃ市
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以青年教师为主，４５岁以下青年
教师在教师队伍里占比高达８６．２３％。

２．Ｃ市城乡学前教育师资年龄差异

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比较见表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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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年龄差异比较

园所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６９６３　 ８６７４　 １０３９６
农村 ２０３１　 ２８３５　 ３９５２

７６．０９６　 ２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Ｃ市教育统计年鉴。

　　表１１报告了Ｃ市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城乡学前教育
教师年龄差异情况，本数据主要统计了青年（４４岁
及以下）教师人数。根据数据显示情况来看，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城乡青年教师的人数呈现快速稳步增长。
城区学前教育青年教师人数平均值和离散程度（Ｍ

＝８９０４．０２，ＳＤ＝１３８３．６０）均显著高于农村（Ｍ＝
３１５０．４３，ＳＤ＝７８０．１５）。对城乡学前教育青年教师
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
差异。

Ｃ市城乡幼儿园教师年龄结构比较见表１２。
表１２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教师年龄结构差异比较

园所 ２４岁及
以下 ２５－２９岁 ３０－３４岁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４岁 ４５－４９岁 ５０－５４岁 ５５－５９岁

６０岁及
以上 ｘ２　 ｄｆ　 ｐ

城区

农村

５８　 ３６　 ５６　 ３１　 １６　 １２　 ７　 ２　 ０
２６．６１％ １６．５１％ ２５．６９％ １４．２２％ ７．３４％ ５．５０％ ３．２１％ ０．９２％ ０．００％
３４　 ５７　 ５６　 ４６　 ４７　 ３６　 １３　 ０　 ０

１１．７６％ １９．７２％ １９．３８％ １５．９２％ １６．２６％ １２．４６％ ４．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７３７　７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教师调查问卷；＊＊＊ｐ＜０．００１。

　　从５０７份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情况看，城区幼
儿园２４岁以下教师占比最高为２６．６１％，其次为３０－
３４岁年龄段教师５６人，占比为２５．６９％；农村幼儿
园教师队伍中２５－２９岁教师占比最高为１９．７２％，其
次是３０－３４岁年龄段教师占比为１９．３８％。３０岁以
下城区年轻教师占比为４３．１２％，农村年轻教师占
比为３１．４８％，说明３０岁以下年轻教师已经成为了
城乡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主力军；作为学前教育中
骨干力量３０－４０岁之间的教师城区占比为３９．９１％，
农村占比为３５．３０％；年龄段在４０－５０岁之间的城区
幼儿园教师比例是１２．８４％，而农村教师则占比为

２８．７２％，是城区的２．３４倍。对城乡幼儿园教师年
龄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
差异。

（五）Ｃ市城乡学前教育教师参加培训情况差异
分析

虽然国家、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幼儿园都加大了
对教师培训的重视程度。但目前幼儿园教师培训、
学习机会和条件却未能得到很好的保障。［１０］针对城
乡幼儿园教师培训调研情况，对Ｃ市样本幼儿园教
师参加培训情况进行统计，见表１３。

表１３　Ｃ市城乡样本幼儿园教师参加培训情况差异比较

园所 非常充足 比较充足 一般 比较不足 非常不足 Ｍ　 ＳＤ　 ｔ　 ｐ

城区 ２０　 １２０　 ５５　 ２２　 １　 ３．６２　 ０．８１
农村 １　 ３８　 １３７　 ９５　 １８　 ２．６９　 ０．７９

１３．１１５　 ０．０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教师调查问卷；＊＊＊ｐ＜０．００１。

　　调查结果发现，城区幼儿园教师有６４．２％的人
认为培训非常充足或比较充足，农村幼儿园教师则
有３９．１％的认为培训比较不足或非常不足，城乡呈
现出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对城乡教师两组数据进
行ｔ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呈现显著性差异，城区
教师培训情况显著优于农村教师。

三、对策与建议

（一）改革幼儿园教师招聘和配置机制
教育部等四部门在《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中提到“完善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全
面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幼儿园教师须取
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在Ｃ市《关于进一步加快
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到“要健全幼儿教师
资格准入制度，新录用的幼儿园教师应取得幼儿教
师资格证”。但是在实际的幼儿园教师招聘中，很多
幼儿园未按照规定进行招录，特别是民办幼儿园。
因此，有必要对幼儿教师的招聘制度进行改革，规范
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的认知，提高
幼儿园教师对自身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的重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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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幼儿园的招聘标准要有所差异，且落实到位。相
关管理部门要对幼儿园招聘进行监督管理，严格幼
儿园教师的准入环节，从源头保证幼儿园教师队伍
的质量。

（二）落实幼儿园教师保障机制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强

调：“要努力提高幼师、保教人员的待遇，尊重他们的
劳动。现在好多幼儿园教师不能安心从教、从保，幼
师毕业的学生也不愿意到幼儿园取工作，这个问题
必须解决。”［１１］《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中提到“建立幼儿园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幼
儿园教师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
的幼儿园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策。”

促进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必须提高幼儿园
教师的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幼儿园教师职业
的吸引力。目前Ｃ市当地的幼儿园教师的薪资水
平普遍低于中小学教师，甚至在部分民办园和农村
幼儿园里，基本的薪资都没有保障。幼儿园教师的
编制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需要制定公办幼儿园的
编制标准，为公办幼儿园核定事业编制提供政策依
据，依此落实薪资、职称等方面的待遇，落实社会保
障政策，完善对幼儿园和幼儿园教师的管理，为促进
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三）加大对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力度
在幼儿园教师的培养方面，教育行政部门需要

及时调整大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计划。借鉴
其他地区的做法，建立幼师生免费培养的方式，以此
扩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规模。同时，应该加
强幼儿园教师职后的学历培训，建议利用Ｃ市大中
专院校的学前教育培养资源，制定幼儿园教师职后
学历培训计划。Ｃ市政府应设置幼儿园教师职后培
训的专项经费，各区县乡镇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
况，制定幼儿园教师的学历培训计划，确保在最短的
时间内助力幼儿园教师实现学历提升。也可以给予
优秀幼儿园教师免费培训的机会，对经济薄弱地区

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实行以奖代补。
（四）建立幼儿园教师双向流动机制
师资流动是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

段。借鉴日本的定期轮岗制度，制定相应的补偿性
政策，实施区域师资流动机制，促进城乡之间教师合
理的双向流动，有利于保障区域师资配置均衡化，实
现学前教育的优质发展。

政府要积极引导当地城乡学前教育机构之间
“互助共建”，采取“互助联盟”的形式，构建学前教育
发展共同体，探索资源共享、教研合作、文化共建等
创新的形式，为城乡学前教育机构之间提供互学习、
交流、研讨等共享资源的机会，实现城乡学前教育资
源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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