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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把“佛系”
“躺平”挂在嘴上，但已经87岁的祝士
媛，依然在只争朝夕地写书、外出讲
课、参与扶贫……她在用行动告诉所
有人：“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热。”

从15岁开始立志做新中国第一
代学前教育工作者，祝士媛一辈子没
有离开过幼教园地。从教60多年，
无论是为学、为事，还是为人，祝士
媛都担得起作为共产党员的忠诚。

一生为师，乐在其中

有人说，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或许，从少年时
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祝士媛就已
经在储备那“一桶水”了。

1950年，祝士媛初中毕业，已被
保送上高中，另外又被一所市立高中
录取。二者任取其一，祝士媛都会如
鱼得水，但她一个都没选。因为当时
中学的教导主任来自北京市师范学
校，她从“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教
师”的愿望出发，动员毕业生中的团
员报考师范学校。祝士媛就响应号
召，成了北京师范幼师科的一名学
生。

幼师毕业后，祝士媛留在北京师
范附属幼儿园当了两年教师，后被调
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担任视导员。
1956年，考大学时，祝士媛可以任选
专业、学校，但她坚定地报考了北师
大学前教育专业。

得到大学学习机会后，祝士媛如
饥似渴地学习。她记得，当时学校经常
停电。她就在停电时赶紧睡觉，来电后
又赶快到教室学习。大学四年，祝士媛
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时，北师大教育系打算新开
“儿童文学”课，祝士媛接了讲授任
务，但她并没有学过“儿童文学”科
目。为此，她先到北师大中文系听
课，进修文艺概论和现代文学，并自
学儿童文学参考资料。苦学一年，祝
士媛终于写出了“儿童文学”讲义，
1962年，“儿童文学”课开出来了。
1988年，祝士媛编写的《儿童文学》
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幼儿文学类大学
教材诞生了。

1980年，祝士媛又开始讲授“学
前儿童语言”教育课，她立即着手撰
写“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讲义。
1982年，《幼儿语言教学法》出版，
这同样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幼
儿园语言教学法教材。

祝士媛对教师职业爱得深沉，上
世纪80年代，先后有两个中央所属单
位，都想调祝士媛去担任中层领导。
那时她的职称只是讲师，如果调动，可
以连升好几级，但她都婉拒了。

在祝士媛的印象里，当时社会上

很多人看不起幼儿教育，说幼儿教育
是“小儿科”，幼儿教师是“高级保
姆”。所以，有人说她放着好机会不
要是犯傻，但她却乐在其中。

“我到现在也没后悔过，让我当
一辈子讲师也行，我就不愿意离开教
师岗位。”祝士媛说，她从教师工作
中得到的快乐，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时隔多年，祝士媛的学生对她上
课时的风趣、健谈、善模仿还记忆犹
新。北师大退休教师赵静记得，祝士
媛会使用各地方言、童谣、谜语，经
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如今，已经87岁的祝士媛，脚
下生风、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依
旧没有停下读书学习的脚步。她时刻
谨记着恩师卢乐山先生的教诲：“活

到老学到老，不学到老就没有资格活
到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除了做学问，祝士媛还很长时间
兼职做管理和社会工作，也毫不含糊。

1979年，祝士媛开始参与中国教
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她先
后担任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常务
理事兼秘书长、副理事长等16年。

祝士媛记得，研究会创立之初，
面临着“三无”局面，无办公地点，
无编制，无经费，也不被社会所认
可。她和研究会的同事到北京以外地
区开会，必须有教育部办公厅的公
函，才能被接待办事。就是在这样的
条件下，祝士媛在时任理事长孙岩的
领导下，和全国各地的理事们一起摸
着石头过河，为研究会的发展做了大
量奠基性工作，也为后来我国参加世
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成为会
员国付出了许多艰辛。1992年，经民
政部批准，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学前教
育研究会，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工作的同
时，1984年起，祝士媛也开始在北师
大学前教研室做管理工作，先后担任
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1年。在此期
间，她与全教研室的老师们做了许多
开创性工作，比如学科改革与建设、
开拓多元化办学模式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前教育
借鉴的是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办园模
式，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学前教育学
科体系，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界的头
等大事。改革开放后，学前教研室的
老师们在总结苏联教育理论经验与不
足的同时，一方面学习西方当代教育
理论，一方面重读中国老一辈教育家
如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并以此
为基础尝试改革课程，如新增20多门
必修课和选修课，加强教材建设等。
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原理》《学前教育新论》等一
系列有分量的教材陆续出版，北师大
学前教育学科改革成效卓著。

与此同时，祝士媛还带着全教研
室的老师们，编写了一线教师可以自
学的函授教材。在北师大教授冯晓霞
的印象里，当时全国适合成人系统学
习的学前教育教材很少，而这套教材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非常难得。

为满足社会需求，快速提升幼儿
教师业务水平，北师大学前教研室还
开设了夜大学、证书班、刊授班等，
多年下来，累计培训教师竟有两万多
人。当然，这背后是教研室的老师们
不舍昼夜的辛苦。祝士媛记得，当时
很多老师多年都没休过寒暑假。

做好对内工作的同时，祝士媛也
积极放眼世界，帮助北师大与世界学
前教育接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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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物
质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费投入
与成本分担机制，是完善学前教育保
障机制、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
优质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学前教育
经费投入总量、生均教育经费水平、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等均有大幅提
升。但是，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质量
导向和公平意识仍显不足，不同办园
体制普惠园的教育质量和财政投入
存在较大差异。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将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
平、保教质量全面提高、保障学前教
育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任务，这对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提
出了新挑战，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政投
入如何突破办园体制限制，保障幼儿
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

宏观层面，要厘清政府对普惠园
财政投入的责任边界。近年来，强化
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责任
已成为社会共识，但财政投入应对谁
负责任、负多少责任却一直存在争
议。公共财政是利用社会资金满足社
会公共需要的工具，公共财政的投入
方向和投入规模与公共物品的属性密
切相关。普惠园是构建普惠性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载体，公办园、
公办性质园、普惠性民办园均承担提
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
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能因学前教育机
构举办主体、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生产
方式的不同，给予差别化对待，而应
在确保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的基础上，突破办园体制限制，对
不同办园体制普惠园一视同仁。

2012年开始，“学前教育资助”被
列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项目，2019年
再次明确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为基
本公共服务，并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学前教育资助的责任，这意味着
该项公共服务已纳入政府“责任清
单”，意味着可以获得政府的财力保
障和兜底责任。国内外经验告诉我
们，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随着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
大。“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将普
惠性学前教育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
务责任范畴，全面提升本地区学前
教育保障水平。

中观层面，要制定普惠园财政投
入标准区间。如何根据“提供普惠性
服务”制定财政投入标准是中观层面
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十四五”期间应
努力攻克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普惠
性学前教育服务是一种“有限”服务，
普惠园财政投入需要有两个限度。
一是所有普惠园财政投入都必须达
到的“下限”，即保障普惠园具备基本
办园条件、达到基本办园质量的财政
投入最低标准。二是任何普惠园财
政投入都不能超过的“上限”，即避免
办园条件过于奢华、园所配置过高的
财政投入最高标准。

普惠园财政投入标准应该是由
“下限”和“上限”、最低标准和最高标
准组成的一种标准区间。省级政府
根据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
力和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基础，统筹制
定省域范围内普惠园财政投入标准
区间，为市、县政府提供政策依据。
市级政府结合本市实际可适当提高
标准，但不能降低标准。县级政府以
省市相关标准为基础，结合本地实际
最终确定县域范围内普惠园财政投
入的标准区间。

普惠园财政投入标准应充分体
现质量导向，从而引导普惠园提升质
量。县级政府通过示范学校法或资
源成本法测算不同质量等级的普惠

园办园成本，在财政投入的标准区间
内根据普惠园办园质量给予财政奖
励，园所质量越高、办园成本越高，财
政投入标准也随之提高。最后，县级
政府根据不同质量普惠园办园成本
和财政投入标准，核定普惠园收费标
准，实现同等办园质量的普惠园教育
经费、财政投入、保教收费基本一致。

微观层面，要建立有质量保障的
普惠园教师薪酬标准。教师薪酬待
遇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目
前，公办园、公办性质园、普惠性民办
园的生均公用经费、基本建设费差别
不大，人员经费却存在较大差异，专
任教师的薪酬待遇差别最大。为确
保普惠园质量提升，地方政府应制定
科学合理的普惠园教师薪酬标准，将
教师薪酬标准与教师质量、园所教育
质量挂钩，从根本上扭转不同办园体
制普惠园教师薪酬待遇差别巨大这
一现状。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国家学前教师薪酬标准制定
的相关经验，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或受过同等教育的全职工作者工
资水平确定普惠园教师待遇。地方
政府除了制定普惠园教师薪酬标准，
还应通过多种方式保障和监督普惠
园执行相应标准。从地方政府的已
有探索来看，行之有效的措施有两
个，一是将普惠园教师薪酬待遇保障
作为幼儿园年检和财务审计的基本
内容，二是将普惠园教师薪酬待遇作
为政府财政投入的前置性条件。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和成本分担
机制是一个有机系统，这个系统的良
性运作，需要有质量保障的成本支出
与“财政投入+家庭分担”之间的基本
平衡、不同办园体制普惠园经费投入
的基本均衡。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学前
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财政投入需一体化有质量可持续
王海英 徐莹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
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明确了
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含幼儿
园）等不同主体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作为该法一方主体的幼儿园，
也有相应的法定权利、法定义务和法律
责任，应“依法”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在法定权利方面，幼儿园有为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
教育知识，在不同时段提供针对性教
育支持的权利；有与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密切配合，提供公益性
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权利。

从《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家
长义务来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
念，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在孕期和
未成年人进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重要时段进行有
针对性的学习。应当与中小学校、幼
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
切配合，积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
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一方权利是另

一相对方的义务，一方义务也是另一
相对方的权利。《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应当”的义务性规范表述为标
志，规定了幼儿家长关于家庭教育的
学习义务。基于此，在未成年人进入
幼儿园学习时段，幼儿园有权接受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行家庭
教育的针对性学习，帮助幼儿家长掌
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幼儿家
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幼儿园作为“配
合”义务的相对方，有与幼儿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密切配合，提供公益性
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权利。

此外，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直
接赋予的权利来看，幼儿园有“采取
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
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
时联系、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参加”的权利。

在幼儿园的法定义务方面，《家
庭教育促进法》中以“应当”的义务
性规范表述为标志，直接规定了幼儿
园的义务。主要包括：幼儿园有对教
师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培训的
义务；幼儿园有了解需求、依据需求

“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
活动”的义务；部分幼儿园有“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公益性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提供支持”的义
务；幼儿园有在相关主体违法时“予
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
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义务。

在幼儿园的法律责任方面，《家
庭教育促进法》既有倡导性、引领性
规范，也有强制性规范。在“法律责
任”一章，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负有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政府
部门或机构、学校、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有违反规定的有关情形，规定了法
律责任，同时设计了兜底的法律责任
条款。作为特定义务主体的幼儿园，
如若违法，轻者会被“责令限期改正”，
重者会对相关人员“予以处分”。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关于幼儿园
对幼儿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
精神，其要义在幼儿教育相关政策文
件中已有不同角度的表述。借本法的
具体表述，形成了法规闭环，使各方权
利义务更加明确，操作要义也蕴含其
中，有利于幼教工作者进行更专业的
家庭教育指导。

（作者系南通大学副教授）

幼儿园应“依法”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顾美娟

本报讯（通讯员 陈锐军 陈宋
釜 记者 刘盾）日前，记者从广东
省东莞市教育局获悉，通过市、镇、
村三级共促公办园扩容，到 2023
年，东莞全市各园区、镇街将至少办
2所镇办公办园，2025年，全市各园
区、镇街镇办公办园将不少于3所。

“十四五”期间，东莞将通过新建扩
建和回收改建，增加3万个公办园学
位。

整洁的滑梯、崭新的跷跷板、宽敞
的游乐场地……2021年9月，东莞市
中堂镇第四幼儿园开园，该园设施齐
全、环境优美。2021年，东莞新改扩建
26所公办园，新增学位7050个。与此
同时，东莞还多措并举，鼓励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高校、部队等开办幼

儿园，引导优质公办园举办分园或合
作办园。对租用政府、集体物业举办
且合同到期的民办园，东莞探索将其
回收，办成公办园。

为进一步提升镇街建公办园的积
极性，2021年，东莞市教育局出台
《东莞市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资金补
助实施方案》，设立1.2亿元专项资
金，加大市财政对公办园建设的投
入。东莞计划从2021年起，连续3年
对符合条件的新建扩建和回收改建的
公办园学位，分类给予一次性补助。

如何分配好专项资金，保障公办
园建设稳步推进？对新建的公办园、
接收小区配套园和回收民办园办成的
公办园，东莞按核定办园规模，每班补
助15万元；改扩建的公办园每增加一

个班，补助10万元。补助资金由镇街
统筹使用，主要用于镇街内公办园设
备和教玩具添置、园舍设施修缮完善、
教职工工资待遇提升等。2021年，有
15个镇街获得资金补助，总额达2865
万元。目前，东莞已实现园区、镇街中
心园全覆盖。

东莞还鼓励各园区、镇街探索多
种公办园建设模式。比如，凤岗镇实
施“1+1+N”工作方案，一个村（社区）
至少开办一所标准班额（18个班）公办
园，在上述“1+1”任务落实后，政府兜
底，按需求开办N所公办园。实施“1+
1+N”工作方案后，凤岗镇预计可增加
12000多个公办园学位。

东莞：市镇村共促公办园扩容提质
“十四五”期间将增3万个公办园学位

学前评论

动态播报

造桥记
日前，浙江义乌新丝路

学校附属幼儿园为一座孩子
们造的桥举行了竣工仪式。

2019年起，该园鼓励每
班每学期自主生成一个班
本课程，大（2）班的孩子们
就产生了“造一座桥给幼儿
园留念”的想法。历时一个
月，桥终于造成了。

图/李佳佳 文/龚琴娟

◀锯木条

◀敲钉子

▲装饰小木桥

“学前提升计划”专家谈专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