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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一支数量稳定、结构合理、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有利于促进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进而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目前农村幼儿师资队伍建设中还存在着教师流动性大、教师

队伍结构不均衡、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以及教师培训系统不完善等问题。为加强农村幼儿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农村幼儿园教育教学水平，应保障教师待遇、优化师资配备、加强教师自我学习、完善教师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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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民族的希望在于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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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加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幼儿园教师培养力度。可见，

农村幼儿师资队伍的建设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儿童接受教育

的起点，有着储备建设人才、传承乡土文化、促进农村发展等作用，而制约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

素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因此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良好、业务素质高的幼儿教师队伍有利于推动农村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本研究采用问卷、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调查了湖南省 A 市二十所农

村幼儿园，调查显示，农村幼儿园普遍存在教师队伍数量不稳定、教师队伍结构不均衡、教师专业化程

度偏低以及教师培训系统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本文着重阐述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可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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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困境

1.1  教师生存状态不佳，师资队伍不稳定

农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落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比较滞后，导致农村幼儿教师

的流动性比较大。在调查中，根据农村幼儿园园长反馈，农村幼儿园的新教师入职后很容易离职，很少

有教师能够长时间坚持任教，农村幼儿园几乎留不住教师，更留不住优秀的幼儿教师，教师队伍流动性

很大，师资队伍非常不稳定。

（1）教师的薪资和福利待遇偏低

农村办园点教师的待遇较差，而且大多没有编制，缺少基本保障。据调查，农村幼儿教师工资普遍

偏低，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幼儿教师工资一般低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且工资

待遇低于当地其他行业平均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农村幼儿教师也没其他奖金或福利，甚至没有五险一

金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险等。教师的待遇较低，且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教师工作任务繁重，职业压力大

农村幼儿教师不仅无法获得合理的薪资待遇，更要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许

多农村幼儿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时间过长、日常工作量过大、工作内容繁重，感到身心压力巨大。大多

教师都身兼数职，上班时不仅要负责教育还要负责保育，工作任务细碎且繁重。幼儿园常常面临人手不

够的问题，教师下班后还要制作玩/教具、策划活动、备课、沟通家长等。教师工作繁琐、工作时间也较长，

教师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

（3）没有编制，教师缺乏职业安全感

幼儿园教师编制比较少，职业认同感较低，这样会降低幼儿园教师对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同时

会影响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进程，这是幼儿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难题之一。目前，农村幼儿教师在编率

普遍偏低，在编老师与非在编老师在工资和福利保障方面相差较大，在编老师比非在编老师工资高，且

拥有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非在编老师的福利待遇无法受到保障，而农村幼儿教师的主力军却是非在编

教师，这也是农村幼儿教师队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1.2  师资配备不合理，教师队伍结构不均衡

（1）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幼儿的健康发展需要适当比例的男教师，而现实情况是幼儿园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目前农村幼儿

园男教师非常稀缺，许多幼儿园几乎没有男幼师。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

会普遍认为幼教是专属女性的工作，男性从事幼教工作会遭到他人的质疑和轻视；二是在照顾幼儿的工作

上女性的情感细腻和温柔形象具有天然的优势，男教师需要投入更大的情感精力；三是大众观念，默认男

性需要养家糊口，承担家庭大部分经济责任，幼儿教师待遇较低使得男性一般不愿意从事幼教工作。

（2）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

调查显示，农村幼儿园教师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说明农村幼儿园新教师较多，中年骨干教师相对

较少，虽然教师队伍年轻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教学经验不足、坚持性较差等问题，并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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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年骨干教师的带领和榜样作用，青年教师对自身专业成长的目标不明确，成长速度较慢，再加上农

村幼儿园工作待遇不佳，很多年轻的幼儿教师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容易离职，教师年龄结构年轻化也成

为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3）学历层次不合理

农村幼儿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很少，大多教师学历水平为大专及大

专以下，教师的整体水平不高，还有部分教师并未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或教师资格证属于其他年龄阶段，

且部分教师专业不对口，不属于正规的幼师生，有些则是由农村的小学老师转岗而来，他们未接受过正

规学前教育的专业培养，这些教师对幼儿保育和教育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缺乏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

教师整体素质不高。

1.3  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教师队伍质量不高

（1）教师角色定位不清晰

目前，农村幼儿教师缺乏对自身专业的全面认知，她们认为自己只要负责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

证孩子的安全就行，充当“保姆”的角色，并未意识到她们的专业职责远远超出这些范畴，对幼儿的全

面发展起着引导作用。她们没有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师观和教育观，未意识到幼儿教师工作的重要性

和特殊性，对于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工作职责、自身的专业学习与发展都不够重视，对幼儿教师的角

色定位不够清晰。

（2）专业认知不够

除了对教师角色定位不准确以外，对教学工作的专业认知也是片面的，她们认为传授知识是幼儿园

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教学内容以“读、写、算”为主，过早地教授幼儿拼音、数学等知识，“小学化”

现象较为普遍。教师片面地把幼儿园教学工作等同于小学低龄儿童的提前学习，忽视了学前儿童本身的

心理发展特点和儿童情感、精神、个性的培养，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教学理念。

（3）教学能力偏低

从农村幼儿园的教学现状来看，农村幼儿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能满足幼儿全面发展的需求。从教学活

动设计来看，农村幼儿教师缺乏科学规范的教学活动设计指导；从幼儿与教师的互动来看，农村幼儿教

师并未深入理解幼儿的心理，不能与幼儿达成情感共鸣；从教师本身声乐、舞蹈、美术等教学技能来看，

农村幼儿教师本身素养并未达到引领幼儿成长的水平。教师整体素养偏低，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1.4  教师培训制度不完善，教师专业发展受限

（1）培训机会少

受过良好培训且受到激励的教师是高质量教育最为重要的保证因素。但目前农村幼儿教师能够获得

培训学习的机会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幼教相关部门每年组织的教师培训活动的次数有限，能够接受培训

的教师的名额较少，且幼儿园本身组织教师培训的机会也不多，另一方面是教师本身没有精力和时间参

加培训，农村幼儿教师往往身兼数职，教师忙于应对各种工作，工作负担较重，故而教师很少有精力参

加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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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目前，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内容大多以理论知识为主，很多培训课程生搬硬套，培训内容缺乏针对

性，并未结合农村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农村幼儿教育的特点以及农村幼儿教师的实际情况设置培训内容，

故而农村幼儿教师的学习内容也无法做到根本的学以致用和因地制宜。

（3）培训缺乏系统规划

目前农村幼儿师资队伍培训系统普遍不完善，很多教师教学理念与知识更新缓慢，专业技能与专业

素养较低，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从培训主体来看，高校教师培训中心、教育行政机关、幼儿园都在

培养幼儿教师，但培养培训主体各自为政，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从培训方案的设计来看，

培训方案缺乏特点和针对性，大多培训方案并未结合农村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从培训方案的实施

来看，培训时间较短，且缺乏后续的追踪和反馈。

2  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2.1  保障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

只有物质基础有了保障，幼儿园教师才能安心地从事这份职业，工资待遇差一直都是农村幼儿教师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由于农村幼儿园教师待遇较差，生存状况不佳而导致教师流动性较大。因此，为稳固教

师队伍，第一，政府应依法落实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全面保障

他们的职称评定和社会保障等权益，改善农村幼儿教师的生存环境，努力让所有到农村幼儿园工作的教师

都能安心的从事教学工作，提升幼儿师资队伍的稳定性。第二，农村幼儿园应优化管理制度，良好的管理

机制能够调动幼儿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幼儿园应在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师幼配比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

本”的管理方针，切实优化幼儿园的管理制度，提高各项工作的效率，减轻幼儿教师的工作负担，减少教

师加班时间。第三，给予教师人文关怀，给予教师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帮助和支持。第四，应增加农村幼儿

园在编教师比例，编制与教师的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职务晋升甚至价值实现紧密相关，

落实编制成为保障教师队伍稳定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农村幼儿教

师编制问题，以安抚农村幼儿教师心理情绪，稳定师资队伍，使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稳步发展。

2.2  优化师资配备，促进教师结构均衡

为规范师资配备，促进农村幼儿教师结构的合理性。首先，应努力创造条件，鼓励男教师入园，保

障教师队伍中男女性别结构的均衡，各幼儿园应该为男教师进入幼儿园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如：在招生、

录取中给予男性幼儿教师一些特殊政策，鼓励和支持男性加入幼儿教师行列。其次，积极推进学前教育

专业免费师范生教育制度，继续推行农村或条件艰苦地区幼儿教师的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制度，向农村

幼儿园定时定点输入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保障农村学历层次均衡。最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引进来”则是引进城镇幼儿园的优秀幼儿教师到农村幼儿园支教，示范教育教学

活动，手把手地指导农村幼儿教师布置环境、创设区域以及组织幼儿开展活动，“走出去”则是积极派

农村幼儿教师外出学习，农村幼儿教师在城镇幼儿园进行“一对一”的跟岗学习，弥补农村幼儿教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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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过于年轻化而形成的教学经验缺乏导致教师成长速度太慢的缺陷，促进农村幼儿教师的高效、

高速学习，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2.3  提升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师整体素养

提升幼儿教师的整体素养，是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为此应加强教师的自我学习，提高

教师整体素养。第一，农村幼儿教师应注意个人的品得的修养。幼儿教师要特别注意提高自身的修养，

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同时作为幼儿的学习榜样，教师要严于律己，通过以身作则，以规范的言行影响

幼儿。第二，教师应该主动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学习观念，只有通过

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更新专业理念，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同时教师还应该抓住机会，

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第三，教师应学会学以致用，提升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幼儿教师要利用自己的学识、技能与幼儿进行

互动，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同时教师还应擅长反思，及时发现和总结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并能够根据问题及时的进行调整和解决，促进自身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的提高。

2.4  系统规范教师培训，完善教师培训制度

培训是教师进行自我学习、继续自我提升的最好的方式之一，为系统规范教师培训，完善教师培训

制度，首先，应拓宽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渠道，除了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以外，还应积极鼓励高校

与农村开展双向培训，扩大农村幼儿教师的培训机会，同时，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还可进行线上培训

组织教师学习。其次，应根据农村幼儿教师的特点，选择恰当的培训内容。农村幼儿园在设置培训内容

时要立足农村幼儿园的师资实际情况，要面向农村，注重乡土特色。要根据农村幼儿教育的独特性和地

域性，不断创新农村教育的培训内容，同时，还可增添一些富有农村幼儿园特色的知识，如自然物的制作、

废旧物品的利用和稻草编织等技能知识，增加培训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最后，建立完善和稳定的教师培

训系统。在培训的主体上，应加强高校教师培训中心、教育行政机关、幼儿园三者的沟通与交流，促进

培训的高效性；在培训方案的设计上，应注意农村幼儿教师的实际情况，针对的进行理论性和实践性的

培训；在培训方案的实施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监管和保障力度，同时建立完善的评价

和反馈制度，保障培训的实施。

3  结语

幼儿教师是幼儿园教学工作的实施者，是幼儿教育的实践者。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的建设为制约农

村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但目前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仍面临诸多问题，只有切实解决农村

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整体水平，才能帮助农村幼儿教育走出困境，

有效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乡村教育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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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han Jinting Zhou Ling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with a stable number, reasonable structure, 
love for children and good busines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eschool education,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culture and indus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such as unstable number of teachers,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teachers, low degree of teacher specialization and imperfect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t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 remuneration of teachers, 
optimize the deployment of teachers, strengthen teachers’ self-study and improve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eam buil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