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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更深层次探讨了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表。针对农村幼儿教

师教育背景的不足，从学历要求、专业培训和实践经验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培训和支持的建议。同时，对

于幼儿园设施设备的陈旧问题，从使用年限、维护状况和功能性能等方面进行了界定。为了改善农村幼

儿教育的现状，需要政府、社会和家长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大投入、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模

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家校合作以及推动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措施，为农村幼儿提供更好的教育

服务，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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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issues of rur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rom a deeper level, 
and propos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timetables.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rural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raining 
and support are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requirements,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defines the obsolescence of kindergarte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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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qui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rvice life, maintenance status, and functional perfor-
manc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
forts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parents to provide better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rural children 
through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investment, updat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odels,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promoting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pro-
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thus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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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之基，随着义务教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政府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教育部等

九部门印发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指出，要加强村级幼儿园建设，完善农村学前

教育资源布局，基本完成县、乡、村幼儿园的网络覆盖，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入园需求[1]。在政策支持下，

农村学前教育得以发展，但还存在现实问题，例如农村幼儿教师物质待遇横向比较差距大、教学负担过

重、职业发展空间有限、教师流失率较高等等，农村学前教育整体性薄弱并影响教师队伍建设[2]。因此，

充分了解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促进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农村幼儿教师是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村幼儿教育模式、促进中国教

育公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重大的意义[3]。通过对农村幼儿教师生存状态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农

村教育问题的认识，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对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发展的选题也有助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和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观察等综合性研究方法，以全面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同时，为了确保研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将尽量选择不同规模、不同教育

背景、不同工作年限的农村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问题。 
研究对象主要是位于河南省内的农村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可能位于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背景和

特点，包括公办园、民办园、村集体办园等。通过选择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我

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为相关政策和实践的改进提供参考。 

2.1.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我们将设计包含 7 个方面的问卷，如农村幼儿教师的教育背景、工作情况、薪资

待遇、工作环境等，并选择河南省信阳师、开封市、平顶山市的 21 个农村幼儿园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样本

收集，问卷通过网络(问卷星)发布，一共回收幼儿教师有效问卷 150 份，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

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2.2. 访谈法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幼儿教师的实际工作体验和感受，我们采用访谈法，从 150 名教师中选择不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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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 12 位农村幼儿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将其编码为 T1~T12，访谈提纲设计包含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

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通过手机录音来收集一手资料。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农村

幼儿教师的真实需求和面临的挑战。 

2.3. 观察法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教学情况，我们采用实地观察法，一共在三个城市中

选择了 15 所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幼儿园作为观察对象，深入观察其设施、设备、教育活动、师资情况等，

并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通过实地观察，我们可以为后续的分析提供第一手资料。 

3. 农村幼儿教师生存状态调查 

3.1. 农村幼儿教师基本情况 

农村幼儿教师队伍以女性为主，占比约为 70.40%。平均年龄在 30 岁以下，其中 25 岁以下的教师占

比约为 40.00%。在性别比例方面，男性教师占比 8.67%。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队伍中具有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数量较少，仅占 15.33%，而具有中专或以下学历的教师占比达到 61.00%，详细统

计信息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类别 选项 数量(人) 比例(%) 

性别 
男 

女 

13 

137 

8.67 

91.33 

年龄 

25 岁及以下 

25 岁~35 岁 

35 岁~45 岁 

45 岁及以上 

60 
30 
12 
48 

40 
20 
8 
34 

学历 

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92 
35 
20 

3 

61 
23.33 
13.33 

2 

合计  150  

3.2. 农村幼儿教师教育背景 

农村幼儿教师普遍缺乏正规的教师教育背景，仅有 20.70%的教师接受过正规的教师教育。此外，我

们还了解到他们所学的专业多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等与幼儿教育相关的专业，但多数教师缺乏系统的

幼儿教育知识和技能。 

3.3.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动机 

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动机具有多样化，在接受问卷调查的 150 名教师中，如图 1 有 35.20%的教师是

因为热爱幼儿教育事业而选择这个职业；有 35.50%的教师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而选择从事农村幼儿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75


袁怡曼 
 

 

DOI: 10.12677/ae.2024.145675 185 教育进展 
 

教育工作；28.1%的幼儿教师表示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临时就业；还有 1.2%的教师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选

择从事农村幼儿教育工作。此外，我们还了解到这些教师的职业动机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教

育理念等因素密切相关。 
 

 
Figure 1. Proportion of career motivation 
图 1. 职业动机比例 

研究者：您为什么选择从事农村幼儿教育工作？ 

T6：我当时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也不想出去打工，觉得在农村也能有所作为。刚好村里的幼儿园缺老师，

我就去应聘了。刚开始很新鲜，觉得小孩子很可爱，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的知识有限，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

教他们。 

3.4. 农村幼儿教师薪资待遇 

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我们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的薪资待遇普遍较低。在接受访谈的 50 名教师中，

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教师占比达到 60.47%。此外，福利待遇也较差，有 85.30%的教师没有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城市地区的幼儿园教师相比有较大差距。 

3.5. 农村幼儿教师工作环境 

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往往比较简陋，在观察的 15 所幼儿园中，设施设备陈旧的幼儿园(研究者

通过设备使用年限、维护状况以及功能性能方面指标判断幼儿园设施状况)占比达到 70.02%。此外，有

80.51%的教师认为自己缺乏基本的教学工具和材料。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农村地区幼儿园的工作压力较

大，教师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和压力。 

3.6. 农村幼儿教师工作认同 

通过问卷调查法，我们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对工作的认同感普遍较低。在接受调查的 150 名教师中，

仅有 25%的教师对工作感到满意和认同。此外，有 55%的教师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黯淡。此外，我们还

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普遍缺乏职业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导致他们对工作失去信心和热情。 

研究者：您对未来有什么职业规划？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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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小学工作，工作会更加轻松。 

3.7. 农村幼儿教师职业培训 

通过问卷调查法，我们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接受的职业培训机会较少。在接受调查的 150 名教师中，

每年接受职业培训的教师数量仅占 20.43%。此外，对于培训内容，有 75.90%的教师认为与实际工作需要

脱节。此外，还了解到农村幼儿教师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计划和指导，导致他们难以提升自己的教

育教学能力。 

4. 农村幼儿教师生存状态的困境分析 

4.1.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资

源分配不均，更多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资源分配不均是影响

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教育领域中，资源的分配通常受到政策导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社会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在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社会认知不足

等原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突出[5]。 
具体来说，农村幼儿教育在师资力量、设施设备和教育经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短板。首先，农村

幼儿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很多教师的学历背景和教学经验有限，这直接影响了教育

教学质量。其次，农村幼儿园的设施设备普遍陈旧，缺乏必要的维修和更新，这限制了教育教学活动的

多样性和有效性。最后，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也制约了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使得许多幼儿园无法提供

足够的教育资源和改善教学环境。 

4.2. 政府政策支持不足 

政府在农村幼儿教育方面的政策支持不足，缺乏对农村幼儿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这导致农村幼儿教

育的发展受到限制，无法满足农村地区幼儿教育的需求。 

4.3. 教育观念落后 

一些农村地区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幼儿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认为幼儿教育只是简单的看护和照

顾，没有意识到幼儿教育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导致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受到限制。 

4.4. 监督机制不完善 

对于农村幼儿教育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这导致一些幼儿园存在管理不规

范、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幼儿教育的整体发展。 

4.5. 家庭教育缺失 

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农村地区，

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比较普遍。一方面，由于家长的文化水平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他们可能对幼儿教育

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家庭往往面临更多的生

计压力，导致家长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家庭教育缺失对农村幼儿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6]。首先，孩子在家庭中缺乏必要的情感支

持和教育引导，可能导致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滞后。其次，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不足，可能

造成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此外，家庭教育缺失还可能加剧农村幼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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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部分孩子在教育起点上就处于不利地位。 

5. 农村幼儿教师生存状态的解决路径 

5.1. 优化资源分配，推动教育公平 

政府应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确保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均衡。这包括制

定公平的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水平[7]。政府制定农村幼儿

教育发展政策，明确投入和支持措施。建立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确保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

之间均衡分配。总结来说可以从政策导向、资金投入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政策层面，政

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确保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分配。资金投入

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幼儿教育的经费投入，改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提升教师待遇水平。同时，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形成多元化资金来源，为农村幼儿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在社会参与方面，应积极

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形成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局面。 
另外，鼓励城市优质幼儿园与农村幼儿园结对子，通过资源共享、教师交流等方式，帮助农村幼儿

园提升教育质量。同时，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为农村幼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5.2. 完善监督机制，保障教育质量 

有效的监督机制是确保农村幼儿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对幼儿园的办

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师资水平等方面进行定期评估和监测。同时，应鼓励社会参与监督，通过第三

方评估、家长评议等方式，对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

障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对农村幼儿教育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可以定期对

幼儿园进行评估和检查，确保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符合要求。 

5.3. 创新教育模式，提高教育实效 

鼓励农村幼儿园探索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模式，结合当地文化和资源，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和

活动。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幼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鼓励农村幼儿园结合当地文化和资源，开发具有

特色的课程和活动。支持幼儿园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5.4. 更新教育观念，引领教育发展 

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更新农村地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幼儿教育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幼儿教育

的重要性，以及幼儿教育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开展农村地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

念更新培训活动。通过媒体、宣传册等途径，宣传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和益处。 

5.5. 强化家庭教育，弥补幼儿园教育缺失 

解决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更新家长的教育观念是关键，通过宣传教育、

培训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其次，加强家校合作与

沟通是解决家庭教育缺失的有效途径。幼儿园应与家长建立紧密的联系，通过定期的家访、家长会等形

式，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和家庭教育需求。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家校互动活动，增强家长对幼儿园的

认同感和参与度。最后，发挥社区支持作用也是解决家庭教育缺失的重要手段。社区应组织多样化的教

育活动，为家长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创造更多学习和成长机会。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逐步改

善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为孩子们创造更加公平和优质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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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研究对农村幼儿教师生存状态的困境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从工作与生活环境、专业发展机

会、社会地位以及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揭示了她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压力。农村幼儿教师作为乡村

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培养农村儿童、传承乡村文化的重任。然而，现实却表明，她们的生存

状态并不理想，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物质层面的困境，如薪资待遇低下、教学资源匮乏，严重制

约了她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精神层面的压力，如职业发展道路不畅、工作压力过大，使她们在

追求专业成长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此外，社会地位的不被重视以及身份认同的模糊，也让她们在职业角

色定位上感到迷茫和困惑。 
为了改善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改革与优化。首先，政府应加

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薪资待遇，改善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确保她们能够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其次，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为农村幼儿教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

提升她们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加强社会宣传，提高社会对农村幼儿教师的认可度，增强

她们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最后，明确农村幼儿教师的身份定位，为她们的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确保她们能够在乡村教育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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