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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教研是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主要途
径，区域教研的质量影响教师群体的整体
发展水平。2018 年，《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完
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落实教研指导责任
区制度。此后，各地加快了学前教研指导
责任区建设步伐，但因为各地基础不同，
推进速度不同，建设水平也不同。现在，
学前教研指导责任区建得怎样了？是否有
一些典型做法值得借鉴？今天起，学前周
刊将持续刊发相关文章。

加速提质，建好教研指导责任区
刘占兰

管理方略·学前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①

2018 年，《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完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健全各级
学前教育教研机构，充实教研队伍，
落实教研指导责任区制度⋯⋯充分
发挥城镇优质幼儿园和农村乡镇中
心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对薄弱
园的专业引领和实践指导。”

学前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
省 （市） 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
体制。这一文件勾画出了学前教育
教研指导的政策框架和以区县为主
体建立并落实学前教研指导责任区
的制度要求，明确了区县级教育部
门必须承担起学前教研的主体责任。

其实，学前教研政策和制度，早
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中已进行了前期设计。在学
前教研指导责任区的建立上，明确了

“划分责任区，具体落实到人”“健全
各级网络，全面覆盖到园”“优质园传
帮带，薄弱园重点扶”“完善区域教
研，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要求。

因此，学前教育教研体系的完善
也必须是省（市）统筹，以区县为主进
行规划和落实，建立“区县—学区（乡
镇）—幼儿园”分级联动的学前教育
教研指导责任区网络，并使得区域
教研的每一个链条和每一个环节都
有具体责任人。具体到每个幼儿园
或办园点，都有来自学区或乡镇指
定的教研员负责业务指导。而每一
个学区或乡镇的学前教研组织或个
人都有来自区县的指导者或负责
人，做到“层层有人管”“园园有人
抓”。

那么，学前教研指导责任区，
究竟建得怎么样了？

令人鼓舞的是，在许多城市地区，学
前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已进行了富有成
效的探索，取得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在
区县层面，一些地区根据自己的资源和
特点，创新挖潜，尽最大可能完善学前教
研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教研员，并
在本区域内调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
学前教育专业力量和优质园的优秀师
资，充实区县教研队伍，指导或直接参与
基层区域教研和园本教研。在片区或乡
镇层面，主要依靠优质园的力量，聘请实
践经验丰富的优秀师资作为兼职教研
员，把每个片区或乡镇每所幼儿园的指
导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

如北京市，2019 年实施了“创新教
研方式，推进北京市教研全覆盖”项目，
建立并完善了市—区—园三级教研网
络，逐步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深入的全
覆盖学前教研体系，特别是加强了区域
教研和园本教研的实效性，尤其是加强
了对薄弱园的教研指导与帮扶。

在战线长、园所多的海淀区，创建了
学区教研层级，形成了区级—学区级—
园所级“三级联动深度教研”的区域教研
模式。以优质园为依托设立研修基地，
目前建成了17个学区教研指导工作坊，
使辖区内340余所幼儿园和办园点都以
不同形式纳入教研网络。教研责任区的
指导惠及每一所幼儿园、每一个办园点
和每一位教师。

为补充区级和学区层面专职教研员

的不足，海淀区还从各市区两级示范性
幼儿园中聘请经验丰富、适合教研工作
的业务干部作为兼职教研员，极大充实
了区级教研队伍的力量。2020 年中国
教科院的调查显示，全国来自幼儿园的
兼职教研员占比 28.3%，一线优秀师资
在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广大农村，公办乡镇中心园在建
立学前教研责任区的实践探索中也发挥
了主力军作用。2018 年中国教科院的
调查显示，中西部 23 个省份中，2169 个
区县制定了乡镇中心园业务管理和教研
指导措施，占比 92.4%，负责对辖区内
各类型幼儿园、幼儿班和办学点进行业
务指导。通过保教示范、教研拉手互
助、专业咨询等方式，发挥教研中心作
用。

如贵阳市，2010 年起本着共建、共
享、共赢的原则，开展“教研指导责任区
整体推进区域学前教育优质发展的实
践”探索，形成了四种责任区组建模式，
其中之一就是“乡镇中心园＋”模式。即
乡镇中心园＋乡镇级村级幼儿园，实现
农村园教研全覆盖。建构了市—区县—
责任区—责任园的四级教研网络，明确
了各级教研工作职责，形成了以教研室
为点，以责任区为线，以幼儿园为面的教
研链条，还建立了学前教研责任区质量
监测和评价机制，不断提高责任区教研
效果。

城乡各自建立起有代表性的区域教研模式

近年来，全国各地学前教研
指导责任区陆续建立，由于基本
条件和起始时间不同，落实情况
不一，在组织建构和内涵发展上
都呈现出巨大的地区差异。在基
础较好的一些地区，不仅完成了
教研指导责任区组织建构，而且
正在向科学规范、深度有效的内
涵提升方向快速发展。而有些地
区则刚配齐教研人员，工作机制
尚在形成和探索之中。还有一些
地区尚处于教研人员未落实、教
研网络不健全的“两无”状态。

因此，起步晚、发展慢的地
区还需加快学前教研指导责任区
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建设步伐。在
已完成基本组织建构的地区，当
前和未来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教研
指导责任区的内涵发展。尽管国
家文件中已明确了问题导向的学
前教研内容方向和工作重点，但
研什么、怎么研仍是教研员普遍
面临的难题。

从区域教研内容和形式看，
长期以来，研究集体教学、看课
评课、玩教具制作和评比仍然是
主要内容和形式，常常触及不到
幼儿园保教实践的真实问题和教
师专业发展的真实需求。

在当前学前教育质量亟待提
高的新形势下，落实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聚焦各幼儿园不同的实
践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规
范、有质量内涵的教研活动，是
区域教研和责任区工作的重点。

国家相关文件和发达省市的
经验探索，为确定学前教研的内
容范畴和方法路径提供了依据和
参考。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 《幼
儿园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
指南》 中针对教师“幼儿研究与
支持”能力提出的五项岗位核心
素养，和针对教师“幼儿保育与
教育”能力提出的五项岗位关键
任务，都能为规划设计区域教研
的核心内容与主要任务提供方向
性依据和参考。早在2017年江苏
省就发布了 《关于加强学前教育
教研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教研
员团队了解一线教师的真实需求
和现实困难，尊重一线教师的思
考和实践，主动给予专业支持；
集体审议制定区域教研工作方
案。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儿童利
益优先、生活化游戏化、教师专
业发展、系统规划设计等学前教
研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些教研工
作思路和具体措施，都能为提高
教研员能力和责任区实效提供经
验借鉴。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

内涵提升是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重点

（上接第一版）
漳州从各县选拔出素质好的骨

干教师，到新开办的乡镇中心园挂
职。派骨干教师到农村园换岗、支
教，农村园教师到省级示范园学
习。同时，根据地形，漳州将全市分
成市直区、海片区、山片区和山海片
区，以实施《指南》为抓手，实现农村
教研网络全覆盖。

“通过城乡交流、片区教研，科
学的保教理念、知识、技能源源不断
地输入到农村园，农村园教师的环
境创设能力、游戏组织能力、活动设
计与实施能力等，都得到了提升。”
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幼教教研
员、幼教部主任李丽玲说。

2018 年，漳州又开始通过各县
区的省、市、县三级示范幼儿园，对
农村小规模学校附设幼儿园（班）进
行一对一精准帮扶。

据统计，2018 年，漳州市共
有农村小规模学校附设幼儿班 448
个。经过两年多的三级联动帮扶，
这些附设幼儿班的教师游戏课程化
水平明显提升，1.34 万个孩子受
益。

“送东西不如送理念，送爱心
不如手把手教。”李丽玲认为，联
动帮扶最大的价值在于，科学的教
育理念被送到了农村园。这样，即
便帮扶者走了，农村幼师与孩子也
能一直受益。

其实，无论是建设资源中心，还
是城乡协作教研区，抑或是联动帮
扶，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发挥乡镇中心园的核
心作用。

在贵州，资源中心全部建在乡
镇中心园。在山东宁阳的城乡协作
教研体系中，乡镇中心园充当着农
村幼师培训中心、幼教资料中心、幼
教科研中心等角色。在联动帮扶模
式下，李丽玲正在探索“镇带村，镇
村一体化”教研模式。

实际上，这并非巧合。早在《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就明确提出，
要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村幼儿园

的示范指导作用。经过连续三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各地乡镇中心园
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园舍条件还
是师资配备，乡镇中心园都汇集了
当地的优质资源。

因此，刘占兰认为，政策的要求
和现实的需求已经把乡镇中心园推
到了影响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
位置。“要让每一所乡镇中心园的每
一位骨干教师都发挥教研指导作
用，实现村级园‘园园有人管，教师
人人有指导’。”

（报道组成员：纪秀君 赵彩侠
赖斯捷 尹晓军 景应忠 鲁磊
魏海政 李大林 徐德明 执笔
人：赵彩侠）

（上接第一版）
记者获悉，到今年年底，潼南城区独立

公办园将达到 10 所，全区独立公办园将由
4 所增加到 30 所。随着一批批公办园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学前教育“腰板”硬朗
了。校园美丽、师资稳定、质量更高、价格实
惠⋯⋯公办普惠越来越受到老百姓青睐，很
多高端民办园也纷纷向普惠靠拢。

“2+1”模式，固本培元强队伍

编制问题一直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
关键。独立公办园增加了，教师需求多了，
哪来的编制？

为稳定教师队伍，实现“固本培元”，潼
南区率先探索实施“2+1”模式，即一个班级
核定 2 名有编制教师和 1 名政府购买服务
人员。“两教一保”由财政买单，保教费全额
由幼儿园自主使用。

首先，对全区学前师资核编。由区委
编办牵头，教育、财政等部门配合开展实

地调研，对幼儿园班额设置、幼儿人数、
实有教职工数等进行摸底，精准掌握编制
需求总量。

截至目前，全区公办园共核定教师编
制 638 个，核定保育员员额 198 个，教师
总量较2017年增加两倍以上。

其次，建立编制“蓄水周转池”教育分
池，在编制总量内单列学前教育专项编制，
建立编制台账，形成规范有序的专项编制管
理模式。统筹60余个编制用于招聘学前教
育教师，确保人才引进。

下一步，为解决编制总量不突破和幼教师
资不足的现实问题，潼南将积极探索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招聘一批非在编教师，同工同
酬，社保、待遇、考核都跟在编教师完全一样。

“教育发展之路，只有足迹，没有奇迹。”
刘昌荣说，接下来潼南区还要新建 16 所公
办园，到2025年，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
达到 93%以上，普惠率保持在 98%以上，公
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70%以上。

农村幼师如何实现专业发展

1
2 3

长期以来，由于学前教研工作
制度不完善，存在管理比较松散，
对教研员个体依赖性强，地区差异
大等诸多问题。在那些重视学前教
育、配备了专业能力强且负责的教
研员的地区，通过教研活动能有效
带动辖区内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和
教师专业发展。但全国各地情况非
常 复 杂 ， 由 于 学 前 教 育 发 展 不 平
衡，在基础薄弱的地区尤其是边远
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学前教研员。也

有 一 些 地 区 ， 学 前 教 研 员 身 兼 多
职，常常无暇顾及学前教研活动，
形同虚设。

2019 年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
心和中国教科院对“三区三州”的
调研显示：在区县层面，197 个县
级教研机构中只有 45 个有学前教研
员，仅占 23%。在设有教研员的区
县，19.2%的教研员没有幼儿园工作
经验，29.3%的教研员为非学前教育
专业。

边远农村地区建立学前教研指
导责任区和教研网络，使教研活动
覆盖到每所幼儿园和每位教师，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1 年 中 国
教科院对 11251125 名名
学 前 教 研 员 的 调学 前 教 研 员 的 调
查显示查显示：：专职教研专职教研
员仅占员仅占 2727..44%%，，兼兼
职 教 研 员 占职 教 研 员 占
7272..66%% 的 高 比 例的 高 比 例 ，，
其 他 学 科 或 岗 位其 他 学 科 或 岗 位
兼 任 学 前 教 研 员兼 任 学 前 教 研 员
的 占的 占 2828..55%% 。。 可可
见见，，学前教研队伍学前教研队伍
的 专 业 化的 专 业 化 也 任 重
道远。

学前教研队伍专业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

贵州省遵义市学前教育发展中心组织教研指导责任区开展教研活动贵州省遵义市学前教育发展中心组织教研指导责任区开展教研活动。。 刘敏刘敏 摄摄

视觉中国 供图

构建“课—社—坊”立体
化非遗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开设课程，面上覆盖。实现全
校 18 个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通识课
程的全覆盖，在教学中以本土非遗项目
为案例贯穿课堂。开发了以冰薄月饼、
汉绣、水竹凉席、泥塑技艺 4 个非遗项
目为教学内容的课本活页教材，增强了
教学实效性。二是组建社团，线上链
接。在班级中设立“双创”委员，成立
创新创业社团、汉绣社团等。连续 4 年
举办艺术文化节，组织创新创业成果
展、非遗进校园等活动。举办创新创业
故事分享沙龙、创业高峰论坛等活动
20 余次。三是搭建工坊，点上突破。
斥资 300 多万元打造“蚁众工坊—众创
空间”，搭建非遗冰薄、非遗汉绣、非
遗水竹凉席、非遗泥塑“大师工坊”，
成功引入 4 位非遗传承人和 13 位技师参

与教学管理，开设非遗技艺学习班 13
期，培养非遗创新人才 400 余名。

实施“产—教—研”协同
的非遗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促进校企合作融合，构筑校
内外实践基地。实施“校中坊，坊中
校”“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在搭建
校内工坊的同时，构筑校外企业实践教
室。

其次，推动专业教学融合，实施专
业创新教学。以“学生主体+教师引
导”“专业交叉+专业互补”为运行模
式 ， 确 立 了 教 师 、 技 师 （非 遗 传 承
人）、创新创业导师相结合的“三师”
作为师资保障，以及在线课程、翻转课
堂、微型课程等多元教学方法和“四个
报告”（案例分析、商业计划书撰写、
项目答辩、分组讨论总结） 的考核方
式。

再其次，加强研发中心融合，开展
自主研发创新。成立师生创新研发中
心，并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近年来师
生共申请专利 50 余项。

搭建“赛—展—销”非遗
创新人才培养平台

搭建赛事展示舞台：以“项目驱
动+竞赛搭台”任务式平行推动模式，
搭建校、区、市、国家级别层次鲜明的

“四级”竞赛平台，累计立项 237 项，
参与学生达 1153 人次；搭建项目展示
平台：整合政府部门、企业相关资源，
为师生作品提供多元展示平台，师生作
品多次参加重庆市农产品消费扶贫展销
会、第十届中国秦巴地区产品交易会等
活动现场。学校还与景区合作，将作品
入驻景区消费点，用“非遗+”文创融
合新模式为师生提供展示平台；搭建产
品销售梯台：为学生搭建近 1500 平方

米的蚁众工坊、4 个非遗大师工坊和 1
个电商运营基地等“四坊一基”创客实
训平台，学生研发的非遗创新产品“香
薄薄”冰薄月饼新品牌成功上市。

传递文化薪火 彰显教育
新风

学校根据中职人才培养特点，构建
了“专创教学、实践训练、指导服务、
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孵化转化”的

“六位一体”非遗创新实践体系，实现
了中职创新教育课堂活动实质化、实践
活动标准化和内涵实效显性化。学校人
才 培 养 覆 盖 面 广 ， 年 均 受 益 7000 余
人。学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获得第二
届“黄炎培杯”非遗创新作品大赛全国
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为该届重庆
市获奖数量之首），获第四届中华职业
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一等奖 1 项 （为
该届重庆市仅有），先后获得“渝创渝

新”创新创业大赛市级奖项 6 项。在青
少年科技大赛、职业技能大赛等比赛中
获市级奖项 300 多项。教师专业水平显
著提升，学校有“双师型”教师 207
名、创新创业导师 37 名，专任教师获
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达 70%，其中两位
教师获全国技能大赛优秀教师指导奖。
教师创新创业课题成功立项 3 项，编写
教材 9 本，发表科研论文近 40 篇。学校
被评为全国非遗职业教育集团理事单
位，非遗创新实践受到各级领导赞誉，
成功承办重庆市职业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师资培训会，“蚁众工坊—众创空
间”被评为市级优秀众创空间，并被地
方政府部门确定为“非遗传承教育示范
基地”。学校还积极发挥示范辐射作
用，实践成果应用于兄弟学校发展建
设，效果显著。学校对外开设非遗培
训，年均受益 500 人次以上，并助力企
业转型升级，为传承非遗技艺、促进地
区非遗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非遗是中华民族丰富智慧与独特情
感的集中体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教育
财富。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将坚
定用“新”守遗之信念，不断深化教育
改革创新，让民族文化绽放新光彩，推
动学校的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再上新台阶！

（陈珺瑶 石磊）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非遗搭台 唱响创新人才培养主旋律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
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这是当前各类学校
肩负的重大使命，也是重庆市开
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始终在探索实
践的教育命题。学校将创新纳入
校园文化建设重点，结合所在区
域拥有14项市级非遗、59项区级
非遗的优势，秉承“非遗创新驱
动”理念，深入探索以非遗创新
为抓手培养中职创新人才的行动
模式。基于非遗活态传承的视
角，以2013年引进非遗冰薄月饼
文化进校园为起点，2014年设立

“汉绣文创班”为转折，逐步形成
非遗主线、需求导向、专创融通
的“三环九措”创新人才培养行
动路径，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教育
改革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