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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福卿

2011 年以来，内蒙古以农村牧区为重点先后

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供

给不足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但随着城镇化步伐

加快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学前教育面临着新的

供给压力。在此情况下，本文进一步从地方视角

分析内蒙古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

出对策建议。

一、内蒙古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园供给总量不足，公办园与民办

园发展不平衡，规划布局不合理

 从数量上看，内蒙古目前有幼儿园 3672 所 ,

其中公办园 1233 所，占总数的 33.58% ；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 472 所，占总数的 12.85%。而毗邻的

甘肃省公办园占总数的 64.22%，普惠性民办园占

总数的 21.24%，相比之下差距不小。从质量上

看，公办园校舍较为完备，教师素质相对较高，

收费也低，导致供不应求，形成了新的教育分配

不公等问题 ；而民办园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具备

一定办园条件的往往收费偏高，收费较低的又无

法保证保教质量。此外，幼儿园的规划布局也不

够合理，巴彦淖尔市 59 个乡镇中有 5 个苏木乡镇

没有幼儿园 ；包头市固阳县除县政府所在地金山

镇有幼儿园，其他乡镇均没有幼儿园。        

（二）幼儿园教师编制数量紧张，工资待遇

偏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根据中央编办的统一要求，事业编制总量实

行全国统一核定，中小学教师实行专项编制，并

要求严禁挤占、挪用和截留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由于幼儿教育目前还没有纳入国民九年义务教育

序列，幼儿教师编制无法单列，只能在其他事业

编制中调剂解决，导致编制严重不足。目前内蒙

古有幼儿教师 5.2 万人，在园幼儿 60.75 万人，师

生比为 1 ：11.7，按照《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

幼儿教师缺口达 1.55 万人，且大多幼儿教师学历

不高，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仅为 36.3%。同时，

幼儿园聘任制教师工资待遇普遍较低，“五险一

金”没有保障，社会认同度不高，导致许多年轻

聘任教师频频跳槽，直接影响幼儿园的保教质量。

（三）无证幼儿园大量存在，保教内容随意

性较大，“小学化”现象比较突出

由于内蒙古公办普惠性学前资源供给不足，

具备一定办园条件的民办园收费又偏高，导致全

区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证幼儿园。这类无证

幼儿园大多租用底店或闲置房舍改造，存在较多

的安全隐患，食品卫生防疫条件无法保证，保教

质量和办学条件令人堪忧。同时，内蒙古目前尚

没有形成统一的学前教育课程设置标准，各地幼

儿教育普遍存在教育资源匮乏化、课程理解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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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体教学薄弱化、游戏活动形式化、一日活

动单一化等问题，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因缺乏科学

的教育理念，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比较突出。

（四）相关支持保障政策不够完善，普惠性

幼儿园认定办法亟待修改

在经费保障方面，内蒙古还未建立生均经费

拨付机制和持续稳定的财政经费投入机制。在幼

儿教师招录方面，内蒙古教育部门招录聘用幼儿

教师目前主要是参考公务员考试模式，虽然能够

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但在幼儿教师应

具备的声乐、舞蹈和心理等方面还缺少针对性的

要求和规定。此外，现行的《内蒙古自治区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规定“主城区普

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同级同类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 2.5 倍”，制约了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的发展。自 2015 年办法实施以来，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没有成立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二、对策建议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幼有所育”，并将其

纳入重点民生工程，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终身教

育的前提下，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开端是国

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日益凸显。

（一）加强学前教育供给

一是在中心城区扩大公办幼儿园的供给。

逐年安排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幼儿园，支持企

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扩大公办资源。老旧城

区、棚户区改造和新城区、城镇小区建设要根据

人口情况规划、配建幼儿园。二是支持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发展。修改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

标准，通过购买服务、综合奖补、减免租金、派

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方式，支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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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同时，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

量作为奖励和支持学前教育的一项重要依据。三

是继续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充分发挥乡镇中心

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

合办园，优先利用中小学闲置校舍进行改建。四

是加大民办园的扶持力度。各地应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将学前教育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内

容，切实加大对民办园的扶持力度。

（二）重点解决幼儿教师短缺问题

一是拓宽师资补充渠道。尽快建立完善幼儿园

教师招录聘用制度或办法，通过事业单位招考、特

岗计划、转岗、聘用、支教等多种形式招录幼儿教

师。根据教育部《关于各地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

编制标准情况的通报》要求，出台公立幼儿园教职

工编制标准，采取核定编制、区县统一招考管理等

方式及时补充公办幼儿园教师。采取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派驻园长、派驻公办教师等多种方式支

持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二是切实保障幼儿

教师的工资待遇。采取多种方式切实解决聘任制

幼儿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可推广包头市对

旗县区聘幼儿教师采用市财政统一补贴（每月人

均 1600 元）方式，并逐步将幼儿园教职工依法全

员纳入社保体系。在保障幼儿教师工资和社保的

基础上依法签订用工合同，提高教师违约成本，

保证教师队伍稳定性。三是加强教师培训的有效

性和针对性。将互联网 + 引入幼儿教师教育培训

体系，提高幼儿教师培训的覆盖面和针对性。四

是逐步建立完善的幼儿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积极探

索建立有利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职称评定标准，

给幼儿教师更大的职业发展前景和预期。同时，

各级各类优秀教师表彰活动向学前教育倾斜，将

一定的名额划拨给民办幼儿园，提高幼儿教师的

职业荣誉感，使幼儿教师职业更加有吸引力。

（三）建立和完善相关支持政策

一是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机制。尽快制

定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逐步建立起与管理

体制相适应的生均拨款、收费和资助一体化的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可借鉴陕西省 1300 元

/ 生·年，青海省 1200 元 / 生·年（三江源地区

2200 元 / 生·年）、天津 1200 元 / 生·年的生均

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建立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二是

适当调整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收费标准。根据经

济发展状况、办园成本和家庭承受能力，对公办

幼儿园的保教费收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缓解地

方政府财政压力和幼儿园运行难的问题。

（四）加强幼儿园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一是规范办园行为。严格落实县级政府监管责

任，完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幼儿园准入、安全、

卫生保健、营养膳食、保育教育、经费使用和收费

等方面的规范管理，推进幼儿园依法依规办园。

二是加强“无证园”的整治。各级教育、卫生、

食药、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

规范正常的办园行为。对于手续齐全、条件合格的

幼儿园及时规范相关手续和证照，纳入“有证园”

规范管理 ；对于办园条件不合格且有改进空间的

幼儿园积极加以引导，下发“整改”通知单限期

整改 ；对于严重违规、扰乱学前教育市场，有重

大安全隐患的幼儿园，要责令停办。三是建立健

全城乡、公办民办园所的“手拉手”帮扶体系，

推动“捆绑式”发展。加强幼儿园之间的交流合

作，采取形式多样的手拉手、互助、帮带等活

动，充分发挥公办及示范类幼儿园在教育教学、

园务管理等方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高幼儿园

保教质量和管理水平。四是科学合理设计保教指

南，提升保教质量。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和《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要

求，研究出台《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一日活动指

南》，指导幼儿园根据幼儿教育的特点和需求制定

教育计划、安排一日教学活动，提高保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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