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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是美国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历经多年努力研发的学前教育机构项目

质量评估工具。其内容设计严密、实施方案详尽、适用范围广泛，受到全球学前教育界的推崇。其对我

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研制和改进有以下启示：构建适宜的、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研讨科学合理

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工具；从多元视角拓展评价标准的实施途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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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chool Program Quality Assessment—Revised” is a quality assessment tool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veloped by the High Vision Educ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years of effort. Its content design is rigorous, implementation plans are detailed, and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wide, which is highly praised by the global preschool education commu-
nity. I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n China: building a suitable and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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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iscuss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ols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
cation; expa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purposes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from mul-
tipl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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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往研究表明，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学前教育高层次发展，能获得多方面的回报，譬如，增加经济

和社会效益，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发展，减少贫困，促进教育公平实现，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实现[1]。因此，

发展高质量学前教育是各国目标，是当代学前教育发展的主流。而通过评价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是有效手

段，通过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可以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努力方向。故怎样科学的进行学前教育

质量评价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 
高瞻课程模式创建的《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reschool Program Quality Assessment—Revised，

以下简称 PQA-R)是经过理论和实践检验的科学评价工具，评价内容、条目表达形式、方案设计等方面都

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可为我们在创建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

提供借鉴。 

2.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的内容与实施 

2.1.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的内容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是由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 2021 年修订的最新版本。 
PQA-R 以评估 3 至 5 岁儿童的幼儿课堂质量，并确定课堂工作人员的培训需求。《学前教育项目质

量评估(修订版)》(PQA-R)包括《学前教育课程质量评估管理手册》《学前课程质量评估表 A——课程项

目》《学前课程质量评估表 B——婴幼儿和学前班项目的机构项目》三个部分。学前 PQA-R 管理手册主

要介绍了 PQA-R 的基本内容以及详细说明了评估流程。 
《学前课程质量评估表 A——课程项目》的内容侧重于课堂上的物理环境、日常活动以及成人与儿

童的互动的质量等，主要包括学习环境；教学和学习惯例和成人与儿童互动；课程、计划、评估和家长

参与三部分。每个部分又包含具体内容，譬如，学习环境又包含室内区域种类多样，有意组织；课程材

料丰富；户外空间宽敞安全，材料丰富；展示儿童作品等内容(详见表 1)，在观察前要填写一个程序、教

室、评估员基本信息表，评价者主要通过观察真实的课堂活动，以及通过访谈教师来获得评价信息，需

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观察时不得少于 3 小时，且对于观察者的能力要求很高。《学前课程质量评估表 B
——机构项目》侧重于学前教育项目质量的机构层面，例如家庭参与、员工资格、机构管理等内容。评

价者主要通过访谈领导者、教师和家长等相关人员获得评价信息。并且，评估表中每个指标下面分为水

平 1 到水平 4，且每个水平应该达到的程度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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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QA-R evaluation content—course projects 
表 1. PQA-R 评价内容——课程项目 

班级维度(表 A) 

学习环境 教学惯例和成人与儿童互动 课程、计划、评估、家长参与 

室内区域种类多样，有意组织 遵循一日常规 运用基于证据、全面的教育模式 

课程材料丰富 儿童室内、室外活动时间 全面的儿童记录 

外空间宽敞安全，材料丰富 儿童发起活动，成人支持儿童行动 进行轶事记录 

展示儿童作品 大型团体活动 家园互动 

 小组活动  

 为儿童创造环境  

 支持儿童制订计划  

 支持儿童语言、读写能力发展  

 支持儿童数学能力发展  

 发展儿童推理及解决问题能力  

 社交活动  

 解决冲突能力  

2.2.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的实施 

PQA-R 是一种观察性评估，因此结果的可靠性及其使用的有效性取决于观察者准确观察和可靠评分

的能力。PQA-R 的管理，出于问责的目的，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可靠的观察员在幼儿园教室里至少花三

个小时到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表格，因为每一行的证据必须在分配分数之前输入。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完

成材料清单，并保存观察期间观察到的所有活动和成人–儿童互动的运行日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包

含只能通过观察得分的行，第三部分包含只能通过使用提供的指导性问题从课堂工作人员那里收集额外

信息来得分的行。每行评分为 4 分。所有得分 1~4 的指标都被描述为协助评估员评分，评分指南提供了

每个级别的证据示例，用于在 1 到 4 的范围内确定该行的质量水平。然后将每行分数相加以得到该部分

得分。 
每个部分由描述课堂特征的条目和描述课堂特征质量的行组成。评估人员为每一行分配一个级别，

从 1 (无或质量差)到 4 (最高质量)。将每行的分数相加得到每部分的总分，之后给每个部分进行低、中、

高的性能水平分级。PQA-R 沿着连续体定义质量。教师和项目管理者能够看到每个教室在质量连续体上

的位置，并使用结果系统地计划学校改进的目标和目的。基于课堂观察和对教学人员的结构化访谈，

PQA-R 评估员对课堂的学习环境质量、教学和学习惯例、成人–儿童互动、课程、计划和评估以及家庭

参与进行了评估。 

3. 《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的特征 

美国已有很多种早期教育和保育的质量评价工具，比如，美国《学前教育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

全美幼教协会(NAEYC)的《幼儿教育机构质量标准与认证体系》等。其中《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顺

应当前质量评估的要求，并且有实践依据，可以适用于多种学前教育机构。因此，备受世界各国学前教

育界的认可和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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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侧重于过程性质量的综合性评价 

各国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估都特别关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处于由规模数量向质量内涵的转变时期，

以评促建是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学前教育质量包括结构性质量、过程性质量和结

果性质量三种。结构性质量是指对幼儿园中教育要素的评价，譬如，班级规模、硬件设施、师幼比、教

师工资等要素[2]，通常来说，这些要素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调控，并且这些要素比较稳定。过程性

质量主要指与儿童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联系紧密的指标，包括教学活动课程、材料投放与使用、师幼互

动、同伴互动、家园共育等要素。这些指标能够预测儿童发展，并且会对班级层面和课程项目层面的学

习质量产生影响[3]。结果性质量主要指学前教育机构对促进儿童发展的有效性考察，包括思维、认知、

社会性和情感以及语言[4]等方面。PQA-R 既关注结构性质量评价，更关注过程性质量评价，有表 A 课程

项目和表 B 机构维度两个评价表，不仅重视学习环境、园舍设备等结构性质量，在 PQA-R 的评价条目中

有近八成倾向于考察过程性质量[5]，由此可见，PQA-R 对于能更好促进儿童发展的师幼互动、家园共育、

同伴互动和交往、材料投放等过程性质量尤其关注。 

3.2. 对质量评估定义具体，且强调质量的连续性 

PQA-R 中的质量评价层级界定为“从不、有时、通常、总是”四个等级，每个等级有明确说明，譬

如，在学习环境评估中的“展示儿童作品”中有时是指不止一次展示，但在不是在评估者观察的整个过

程中始终使用。通常是指经常使用等。对于每一级别应达到的水平有明确的阐释，易于评估者在评价过

程中操作，评估结果更具有客观性。 
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做过调查，发现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和研究者不喜欢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

这样问题的评价工具，他们更喜欢质量是可以分阶段实现的评价工具[6]。为此，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开

发了将质量定义在一个连续体上的 PQA，2021 年进行更新，形成 PQA-R 版本。PQA-R 评估表中的每一

个条目都被分解为不同的水平，每个水平单独呈现，且有详细说明。譬如，学习环境中的“室内区域总

类多样，有意组织”评估中，水平 1 指材料是最低限度组织或没有组织到感兴趣的领域；水平 2 指水平

4 中的要求至少达到一项；水平 3 指水平 4 中的要求至少达到两项；水平 4 指有意组织感兴趣领域的材

料、按功能分组、全天可供儿童使用这些要求都满足。把质量定义为连续体，可以使学前教育机构以及

实践工作者明确所处的位置和水平，为下一步努力提供方向和建议[7]。 

3.3. 不断更新和完善评价体系 

PQA 起源于 1989 年的《高瞻项目实施简况》，1998 年修订并更名，研究者在修订时十分重视修订

内容的全面性和定义的明确性，是为了使 PQA 既成为一个学前教育培训工具又成为一个学前教育评价工

具[8]。2003 年时又进行修订，对其不足进行改进和完善，比如对冗余条目进行删减，从 1998 年的 72 个

条目变成 63 个条目。在结构上，1998 年版本的 PQA 评分规则是只有一个指标，易使评估人员在评价时

习惯性的给高分，2003 年版本为改正这一状况，将每个条目的水平特征都单独呈现一行，提高了评估结

果的客观性[9]。2013 年版本的 PQA 在 2003 年版本的基础上，在每个条目的指标水平上增加说明性问题，

对内容和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2021 年，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又对 PQA 进行修订，形成

PQA-R，以评估任何学前教育课程的基本质量，不断使其以最符合当今学前教育机构实际情况的方式进

行评价。从 1989 年到 2023 年，历经五个版本，成为现在的 PQA-R，由此可以看出，高瞻教育研究基金

会始终坚持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工具的高质量追求。 

3.4. 评价方法使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的结合 

PQA-R 中的中的质量评价方法主要是观察法和访谈法，学前教育质量评估强调评估的客观性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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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评估者需要深入真实的学前教育机构场景中进行观察，且观察时间不能过短，3 小时或整天，

以做出真实评价。需要注意的是，在观察时，对评估人员的能力要求很高，评估者要做记录，写轶事等，

所以需要对评估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评估人员还通过访谈领导者、教师和家长等相关人员获得评价信息。在访谈时，评估人员要向领导

者、教师或者家长提出一些标准性的问题[10]，譬如你会与家长非正式地交流儿童的一日活动经历吗？运

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质量评价，观察和访谈的结果既可以互为补充又能够相互证明，通过访谈，评估

者可以了解到观察表面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容。 

3.5. 适用范围广泛，满足领导者、教师和家长等多方面的需求 

PQA-R 适用范围广泛，不仅仅用于评估人员对课堂特征进行评估，还可作为学前教育机构管理人员

和教学人员的一种自我评估工具，用于课堂规划、监控、研究等，该评估工具还可作为教育行政人员的

外部监测工具，并为政策制定者、项目管理者、家长和研究人员提供信息。PQA-R 是通过观察法和访谈

法进行评价的，教育行政人员可以通过评估人员在观察和访谈时的记录的评价信息，对学前教育机构进

行监测。PQA-R 界定发展适应性实践的术语是通过将“发展适应性实践”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施策略

的方式界定的[6]。PQA-R 在一个连续体上界定质量，学前教育机构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可以根据每个项

目下，每个条目各水平质量的说明，了解和反思自己的管理和教学实践，为其下一步努力指导方向。并

且还可根据 PQA-R 中各条目水平的要求指导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通过对教师培训

前后，学前教育机构质量评价的结果来考察教师培训的质量如何。 
PQA-R 服务主体广泛，有幼儿、教师、家长、管理者等多主体，因此，PQA-R 中没有晦涩难懂的专

业术语，语言简单，表达清晰，内容具体，并且还有一本指导手册，无论是评价者还是被评价者都能够

理解。正是因为 PQA-R 能够使多主体都理解它的核心要义，所以能促进学前教育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4. 对我国幼儿园工作评价的启示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处于由规模数量向质量内涵发展的转变时期[11]，如何提高我国学前教育向高层次

发展，以评促建是重要举措，创建既能与我国国情、社会文化相符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

估标准迫在眉睫。 

4.1. 构建适宜的、标准化的评估体系 

首先，制定并不断完善我国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一套好的质量评估标准应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且操作性较强。PQA-R 的信度和效度经过了大量的实践研究[12]，所以该评估工具适用于大部分私立和

公立幼儿园，并帮助这些幼儿园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我国也陆续出台了不少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

但这些评估标准主要是基于专家的经验，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明，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13]。在要提高幼儿园工作评价的质量，进而提高我国学前教育整体质量的背景下，借鉴 PQA-R 构建一

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操作性较强的幼儿园教育质量

评估工具势在必行。 
其次，幼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应反映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于学前教育“最佳实践”的理解。PQA-R

详细指出，其适合于以发展为基础的课程方案，基于学前教育领域的“最佳实践”以及幼儿发展的基本

原则和研究。因此，在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也必然要考虑我国的社

会文化背景。譬如，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那么在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时，应考虑到地区

差异，考虑到资源丰富和匮乏地区在评价内容、评价过程以及评价如何实施等方面如何进行。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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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充分考虑了评价体系的“地区差异”后，社会公众、尤其是学前教育相关利益主体会提高对学前

教育质量评估的理解和认识。 

4.2. 研讨科学合理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工具 

首先，重视过程性质量评价。PQA-R 的评价内容既包括结构性质量，也包括过程性质量，但对过程

性质量的评价占比较多，具体指标也非常细致深入。我国各地颁布的相关质量评估文件，如《上海市幼

儿园分等定级评分标准》《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及细则(试行草案)》等，涉及很多结构性质

量评价的内容，而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过程性质量评价的内容少之又少。此外，我国幼儿园工作评价

的内容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杨莉君教授提到幼儿园质量评价若过分强调静态性指标，易导致幼儿园在硬

件建设上的盲目比拼，而忽视诸如班级管理、师幼互动、课程、家园共育等对幼儿身心发展产生影响的

过程性要素[14]。因此，我们应借鉴 PQA-R 的评价思路和标准制定，弱化结构性质量评价，重视过程性

质量评价，重视班级管理、师幼互动、家园合作、课程等要素，并在自然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去评估过程

性质量的实效。 
其次，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应关注所有儿童，体现教育公平。目前，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受到

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也不例外，因此，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应关注每一位幼儿的发展，尊重

个体差异。在制定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指标时应增设与学前融合教育相关的内容，在评价指标中，

适当减少统一性的要求而增加对个体差异的包容和尊重的内容，引导我国幼儿园教育实践工作者教育观

念和教育行为的转变，更新对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的看法和观念，最终实现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最后，增强评估体系的可操作性。高瞻课程的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历经五个版本的修改和完善形

成今天的 PQA-R，其十分注重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并且每一个条目下的水平标准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

明，为评估者在评价的过程中提供了便利。相反，我国已制定的一些评估标准，表述相对笼统，可操作

性差，譬如“课程编排体现全面性、整合性、系统性和适宜性”，并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衡量课程编排的

全面性、整合性、系统性和适宜性，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在评估过程中，会有较强的主观性，

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因此，我们在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时应明确各层级、各指标，并对各指

标所对应的水平进行详细阐述，并附有评价指南，这样评估者在对幼儿园工作进行评价时有明确的依据，

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使评价结果更具有应用价值，进而促进幼儿园整体质量的提升。 

4.3. 从多元视角拓展评价标准的实施途径和用途 

首先，多主体参与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学前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幼儿、家长、教师、幼

儿园、政府等多方主体，因此，对幼儿园工作进行评估不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事，也是各利益相关者

值得关注和参与的事。PQA-R 不仅关注幼儿，而且关注学前教育所有利益相关者，其评价过程也主张多

主体参与，并且还可以是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自我评估。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主体

较单一，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下属机构承担，在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制定上也主要是从教育

行政部门一元视角进行考虑，这样的评价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对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帮助不大。我

们应从包括幼儿、教师、家长、幼儿教育专家、教育行政部门等在内的多元主体[15]从不同视角来进行幼

儿园教育质量评估，综合多方观点，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在评估过程中也应建立科学的多元评价主体

共同协作的评估机制，真正促进幼儿园全面了解自身水平，为幼儿园教育工作改进提供事实依据，也有

利于社会各界对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注和监督。 
其次，发挥评估标准的多项功能。PQA-R 根植于高瞻课程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中，它不仅是一个评

估学前教育机构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具，还能为机构管理者、教师、其他工作人员的自身发展提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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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且学前教育机构还能通过它对教师开展培训，并通过教师培训前后，学前教育机构质量评价的结

果来验证教师培训的成效。因此，我国在制定和执行学前教育机构质量评价标准时，应考虑如何能更有

效地发挥其形成性功能。一方面，评估标准可以提供相关信息，促使幼儿园对照评估标准不断进行自我

评价，帮助幼儿园领导、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了解和反思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的优势和问题所在；另一方

面，评估标准可以为培训提供方向和目标方面的指引，引导幼儿园工作人员不断调整教育观念和教育行

为，弥补自身不足，努力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5. 结语 

本文主要对由美国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历经多年研发的《学前教育项目质量评估(修订版)》(PQA-R)
的内容以及如何使用该工具进行评估进行了探讨，对我国研制适合我国国情、文化以及我国学前教育现

状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具有借鉴意义，包括构建适宜的、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研讨科学合理的幼

儿园教育质量评估工具，以及从多元视角拓展评价标准的实施途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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