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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锦州市某区３３所小规模幼儿园为样本，分析了幼儿园的结构变量与在园儿童人数、教育教学质量

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幼儿园的结构变量中，教学 设 备、生 活 设 备、活 动 区、体 能 锻 炼 设 备、游 戏 设 备 和 园 舍 设 施

等教育环境变量不是影响幼儿园在园儿童人数的关键变量，但是教育环境变量是影响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的重

要结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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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０年辽宁省政府制定了《辽宁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要求“将学前教育

列入各级政府的民生工程，纳入基础教育强县（市、区）建设计划。”［１］锦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在改建、扩建

公办园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民办园的审批手续，鼓励开办民办园。在此政策的影响下，锦州市城区

和镇区民办园数量由２０１０年２６１所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３５所，增长率为２８％，其中大部分为小规模幼儿

园。依据《辽宁省小规模幼儿园暂行管理规定（试行）》，小规模幼儿园是指办园规模较小，设施条件、场

地面积达不到《辽宁省幼儿园办园标准（试行）》，办园规模在３个班级以下，收托幼儿在３０～７５人之间

的幼儿园。民办园在迅速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政府相应的管理与指导，导致民办园出现了诸如园所布

局集中、物质环境参差不齐、在园儿童人数差异大、师生比较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不一等问题。探究上

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问题彼此之间的关系，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学前教育研究者的责任。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将班级规模、师生比、教师资格等作为结构变量，研究其与幼儿园教育教学

质量的关系。其实，园所环境、设施等也是结构变量，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都有密切的关系。［２］分析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结构变量与托幼机构教育的总体质量和过程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结构变量通过

过程变量间接地作用于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３－４］但是，在关于小规模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研究中，很多研

究者仅仅是通过调查，分 析 了 园 所 布 局、班 级 规 模、教 育 教 学 等 现 状 与 问 题，并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改 进 建

议。［５］研究者大多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描述性分析，将幼儿园的结构变量与教育教学质量相联系，

借助统计数据探讨其复杂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较少。这就使得民办园的管理者和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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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问题时，只能亡羊补牢而不能未雨绸缪，更不能理解为何有些措施只适合某一幼儿园，对其他幼儿

园则无效。为了了解小规模民办幼儿园结构变量与教育教学质量的关系，解析民办园在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帮助政策制定者和民办园管理者有的放矢地投资、管理幼儿园，改善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本文以锦

州市某一区小规模民办园为例，进行调查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和观察评定法了解幼儿园的基本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首

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锦州市某区文教局托幼办依据《锦州市民办幼儿园（所）评估标准》和《锦州市民办幼儿

园（所）评估方案》制定了《小规模幼儿园评定验收标准》，以此作为总体量表。该量表包括１０个子量表，

每个子量表又包括数量不等、分值不等的评定项目，总量表的分值为７００分。其次，托幼办的领导和教

师选择本区公办园的教学主任、锦州市教师进修学校的专业教师与托幼办的领导和教师共同组成评定

委员会。第三，评定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逐一进入本区的７９所小规模幼儿园，依据评定量表对幼儿园的

环境质量和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定。在评定过程中，为了防止由于不同教师把握标准的尺度不一，影响

评定结果的公平性，遂采取一位教师负责一个子量表的方法对本区的７９所幼儿园进行评定。评定结束

之后，研究者从７９份评定资料中随机抽取了３３份作为本文的样本，从１０个子量表中选择与幼儿园教

育教学质量有关的８个子量表的项目作为本文的结构变量。本文采用幼儿园自身能够控制的、易于测

量的静态因素如教学设备、儿童、教师等变量作为结构变量，主要探讨各结构变量与在园儿童人数的关

系、结构变量与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观察者内部一致性。具

体结构变量如表１。

表１　影响幼儿园教育环境的主要结构变量

教育环境 分类　　 具体项目

物质环境 教学设备　　 桌椅　 玩具柜 电视机 琴　　 录音机 书写板 　 电子白板 空调或风扇

活动区　　　 角色区 表演区 建构区 美工区 语言区 生活区　 种植区　 科学区　　 益智区　

生活设备　　 床　　 更衣箱 被套　 枕头　 床单　 卫生间　 小便槽、器 水龙头　　 一巾一杯

体能锻炼设备 滑梯　 皮球　 蹦床　 转椅　 投篮架 平衡木　 大型玩具 沙包　　　 体操垫　

游戏设备　　 长短绳 跑道　 沙坑　 沙杷　 沙铲　 沙模　　 水桶壶　 戏水池　　 水车　　

园舍设施　　 采光　 玩具　 教具　 电器　 厨房　 建筑面积 安全制度

人际环境 幼儿与教师　 幼儿数

每班教

师数　

教师资

格证　

劳动　

合同　

教工　

福利　

有无　

保险　
发放工资 保健医　 保安　　　

教育教学　　 教学　

计划　

备课簿 档案　 教育教

学规范

环境　

创设　

幼儿状态 基本功练习 园整体面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１．幼儿园教育环境与在园儿童人数没有明显关系

本文利用积差相关公式分别计算了幼儿园结构变量中教学设备、生活设备、活动区、体能锻炼设备、

游戏设备及用具、园舍及设施、教育教学与在园儿童人数的相关系数。在教育教学这一项中，考虑到与

儿童直接互动的因素，研究者仅仅选择了教育教学规范与否、环境创设、幼儿状态、园整体面貌作为考察

项目。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包括教学设备、游戏设备、园舍及设施在内的幼儿园各结构变量得分与在园儿

童人数得分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甚至体能锻炼设备和游戏设备及用具两项得分与在园儿童人数得

分呈现了负相关的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以往研究认为在班级幼儿人数方面，物质环境得

分不同、人际互动质量得分不同的班级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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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幼儿园各结构变量与在园儿童人数的相关系数

结构变量 与儿童人数相关系数（ｒ）

教学设备　　　 ０．０９
生活设备　　　 ０．３６
活动区　　　　 ０．１８
体能锻炼设备　 －０．０９４
游戏设备及用具 －０．１２
园舍及设施　　 ０．２４
教育教学　　　 ０．２２

　　表３　幼儿园各结构变量与教育教学的相关系数

结构变量 与教育教学相关系数（ｒ）

教学设备　　　 ０．１８
生活设备　　　 ０．８９
活动区　　　　 ０．５５
体能锻炼设备　 ０．５０
游戏设备及用具 ０．４６
园舍及设施　　 ０．３７
儿童人数　　　 ０．２２

２．幼儿园教育环境与教育教学质量有较为明显关系

本文依次计算了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直接发生作用的结构变量诸如教学设备、活动区、体能锻炼设

备、游戏设备、园舍及设施、儿童人数、生活设备与教育教学的相关系数，探讨了各结构变量与教育教学

的相关性。在教育教学变量中仍然选择教育教学规范与否、环境创设、幼儿状态、园整体面貌作为考察

项目。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包括教学设备在内的幼儿园７个结构变量都与教育教学呈现正相关关系。其

中生活设备、活动区、体能锻炼设备、游戏设备及用具得分与教育教学得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

上述变量是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要改变和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先改善上述

变量的数量和质量。教学设备和儿童人数变量与教育教学质量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１８和０．２２，

说明教学设备和儿童人数在影响教育教学质量方面作用较小，这一统计结果出乎研究者的预期，也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相悖。以往的研究认为师幼比和在班儿童人数是影响幼儿园总体质量的关键因素。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评定者就教育教学一项在打分时仅仅是在进园后通过整体

的观察给出的分数，而不是在认真观察各班级教育活动之后进行的评定，因而一些教学设备如录音机、

ＤＶＤ和电子白板等没有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本研究的儿童人数一项是指幼儿园的在园儿童人数，尽

管民办园普遍存在师生比较高的问题，但是由于评定的时间为冬季，很多年龄较小的、体弱的孩子暂时

没有出勤，导致幼儿园的师生比有所降低，加上评定人员在幼儿园观察的时间有限，没有及时发现由于

师生比较高而带来的教育教学质量问题。三是教育教学子量表中缺乏师幼互动一项，也是造成儿童人

数与教育教学质量关系较小的主要原因。

　　四、讨论与建议

１．在园儿童人数与幼儿园的教育环境没有明显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教育环境与在园儿童人数没有直接关系。在教育环境项目中得分最低的幼儿

园不是在园儿童人数最少的幼儿园。同样，在园儿童人数最多的幼儿园，其在教育环境各项目中的得分

不是最高。如某一幼儿园的在园儿童人数为１５０人，位于３３所幼儿园之首，但是该幼儿园活动区项目

得分为２６分（满分２９分）；生活设备项目得分为４０分（满分４２分）；教学设备项目得分为３９分（满分４２
分）；游戏设备及用具项目得分为１６分（满分３５分）；园舍及设施项目得分为１６５分（满分１６５分）；教育

教学项目得分为３０分（满分３８分）。相反，在园儿童人数最少的幼儿园仅有１８名儿童，但是该幼儿园

在上述各项目评定中得分分别是：教学设备３９分；活动区２９分；生活设备４０分；体能锻炼设备３７分；

游戏设备２９分；园舍及设施１６５分；教育教学３５分。这就说明幼儿园教育环境不是影响在园儿童人数

的首要因素。

那么，造成在园儿童人数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假设：第一，园址因素。家长在选择民办

园时可能更多地考虑园所与家庭居住地的距离。第二，收费因素。中低收入家庭在选择民办园时更多

考虑园所的收费标准。第三，入住率因素。建立在新开发小区的幼儿园，较低的入住率影响了在园儿童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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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假设成立，依据本研究成果，我们对政府的审批部门和民办园的开办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在选址时，遵循“就近入园”原则。目前，锦州市幼儿园在发展中出现了布局过于集中的现象。

２０１１年，锦州市内共有民办园１９５所，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凌河区、古塔区和太和区，其中

古塔区有５６所，凌河区有６９所，太和区有４０所，开发区有１５所，松山新区有１５所。尽管锦州市政府

多年来一直倡导城市南扩，很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迁移到了松山新区和开发区，该区也开发了很

多新的楼盘，但是幼儿园却没有随之发展起来，尤其是缺乏与小区配套的幼儿园。这也间接影响了锦州

市城市南扩政策的实施进度。既然家长在选择幼儿园时有可能将园址远近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

在小区里开办与小区规模配套的幼儿园应是明智之举。２０１１年，锦州市政府向辽宁省申报了“城镇居民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推进城市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并组织市发改委、规划局、建设局、国土资源局、

编办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使用的若干

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政府相关部门将大力支持小区配套幼儿园工程的建设。民办园的开办

者或准开办者可以利用这一政策，抓住机会，在松山区或开发区开设新的园所。这样既可以充分享受政

府的各种支持政策，又可以避免由于园所较为集中，彼此抢夺生源，导致各幼儿园在园儿童较少，生均成

本提高，幼儿园利润降低的问题。既可以节省家长接送孩子的费用，又可以使幼儿园有固定的生源，免

去招生广告费用，从而使家长和幼儿园双盈，幼儿园可以得到稳定发展。对于一所小区存在多所幼儿园

的现象，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性的补贴政策，促使幼儿园搬迁到其他无幼儿园的小区，或者支持多所小规

模幼儿园合并成规模幼儿园。

（２）在收费时，遵循“区园匹配”的原则。私营者开办幼儿园的目的无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

逐利的目的促使幼儿园的开办者或管理者用尽各路招数来扩大招生，有的投入巨资购买大型户外玩具，

有的租用闹市区较贵的独体房源，有的斥资对幼儿园进行豪华装修，有的开通校车，招收远距离的生源，

这些投资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高额的入园费用。昂贵的入园费，使得很多学前儿童望而止步，幼儿

园的招生计划难以完成，成本回收出现困难。４００ｍ２ 的园所，每天只迎来不足２０名儿童；安置在户外

的大型玩具，由于检修费用较高，考虑到安全问题，幼儿园不得不禁止儿童攀爬，玩具成为幼儿园的一种

豪华家具，仅仅发挥其摆设和广告的作用。依据研究结果“教学设备、游戏设备、园舍及设施在内的幼儿

园各结构变量得分与在园儿童人数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幼儿园的开办者可以考虑通过缩小开支、

降低入园费用的措施来扩大招生。具体办法是开办与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只要符合

锦州市民办幼儿园环境创设标准即可。同时，锦州市学前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来评

定和验收幼儿园。

２．教育教学质量与幼儿园的教育环境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包括教学设备、活动区在内的教育环境的影响较大。在所抽

查的３３所幼儿园中，有两所幼儿园的教育环境（包括教学设备、游戏设备及用具、体能锻炼设备、活动

区、生活设备、园舍设施）得分分别为２２２．５分和２５１分（满分为３５５分），位居所抽查样本的第３２和３３
名，这两所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分分别为２４分和１７分（满分３８分），位居所抽查样本的第３０和３２
名。同样在教育环境项目评定中得分最高的两所幼儿园得分分别为３５５分和３４７分，位居３３所幼儿园

中第１名和第２名，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分均为满分３８分。这就充分说明教育环境这一结构变量是

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改变教育环境质量。依据研究成果，

我们对锦州市学前教育主管部门及民办园的主管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学前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政府应承担起民办园发展的财政投资与监

管责任。首先，政府可以制定向民办幼儿园倾斜的财政政策，增强政府对民办园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

度，将民办学前教育管理经费投入列入政府预算，新增教育经费适当地向民办学前教育倾斜。其次，鼓

励在新建小区开办幼儿园，依据民办园的发展规模和在园儿童的人数划拨教育奖励经费。划拨教育经

费时适当向偏远小区、低中档小区的幼儿园倾斜。经费应独立账户，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教育环境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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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的建设。第三，组建由高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教育主管部门专业人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制定适合不同等级、不同类别幼儿园的评定标准和科学的评价制度，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定期对幼儿

园的教育环境建设和经 费 使 用 账 目 进 行 详 细 地 评 定 和 审 计，依 据 评 审 结 果 增 加 或 减 少 政 府 所 投 入 的

经费。

（２）建立帮扶机制，加强幼儿园教育环境建设。尝试建立公办园和民办园轮岗交流制度。２０１４年，

辽宁省教育厅、财政厅、人社厅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

意见》（辽教发［２０１４］１５９号），目的在于提高义务教育的整体水平。仿照这一制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

公办园、民办园园长和教师轮岗交流制度，以提高民办园的管理和教育教学水平。具体做法是：首先，制

定轮岗计划，选择轮岗人员和对象。在锦州市的凌河区、古塔区和太和区分别选择一所具有龙头作用的

省级示范园和一所小规模民办园结为帮扶伙伴。从公办园和民办园中分别选择教学主任和骨干教师进

行轮岗。在这一轮换制度中，公办园的教学主任和骨干教师应承担起相应的培训责任，把公办园已有的

教育理念、经验和措施落实到民办园的环境建设、活动区创设、教育活动中。其次，制定科学的轮岗考

核、奖励制度。轮岗期限初步定为三年，每年定期对轮岗单位和教师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领导、教师

晋升和职称评定的必要参考内容。对公办园中参与轮岗的领导和教师施以经济奖励，对在轮岗工程建

设中表现突出的单位适当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第三，建立以点带面的制度。首期轮岗工作结束之后，

如果轮岗工作效果可嘉，政府部门应逐步开展公办园和民办园的轮岗工作。针对公办园较少、民办园较

多的现象，可通过自愿的方式由民办园轮流与本区的公办园轮岗。

（３）以人为本，加强幼儿园的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是幼儿园教育环境建设中重要的人的

因素，这一因素直接关系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首先，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民办园的幼儿教师必须

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和学前教育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方可上岗。其次，建立严格的职前职后培训制度。

民办园的准教师在上岗之前，应轮换到指定的公办园接受一年的顶岗培训。任职之后，教育主管部门和

教师任职的民办园应定期安排教师参与省级或市级有关学前教育专业的进修学习，其费用由辽宁省政

府、锦州市政府和民办园共同承担。第三，建立相应的教师保障机制。一是制定职称评定政策。政府可

参考公办园教师的职称评定政策允许民办教师参与职称评定，以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升教师的教

学科研水平。二是规范民办教师的工资标准。政府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和锦州经济发展水平及公办园同级教师的工资标准制定公办园临时教

师和民办教师的工资标准，尽量做到同工同酬。三是落实《劳动合同法》政策。民办园应依法与幼儿教

师签订劳动合同，为教师缴纳有关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稳定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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