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强调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

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任务。”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

育，办好学前教育。”基于党和国家的扶贫大背景，

学前教育扶贫工程在我国教育扶贫实践中被长期

忽视，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当前如何

将精准扶贫理念应用于学前教育扶贫实践，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学

制的第一阶段，具有奠定幼儿终身发展的良好学习

品质的作用，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其普及程度、

教育质量均与九年义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其教育

质量的高低,必将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

育的质量和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一、凉山教育精准扶贫“一村一幼”的缘起

鉴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是无法有效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扶贫需先扶

智”。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凉山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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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育短板在彝区，彝区教育难点是学前教育。

针对凉山彝区的实际情况，政府决定在彝区所有行

政村每村新建或改建一个幼教点，并建立汉语辅导

员制度，即为每个行政村配备两名辅导员，简称“一

村一幼”。①“一村一幼”是政府投入举办的公益性

和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不收取家长一分钱，同时还

为幼儿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是彝区教育扶贫的惠民

工程②。

在彝区因地制宜地开展“一村一幼”精准扶贫

工程，可以有效解决彝区学前教育严重滞后的教育

难题，从源头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打破贫困“积累

循环效应”。③幼儿是凉山彝区的未来，更是国家和

民族的希望。民族地区“一村一幼”精准扶贫工程

建设秉持保基本、全覆盖原则，补教育短板正是从

学前儿童抓起，良好的学前教育是健康品格和良好

行为习惯养成的前提，将为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定良

好的学习品质，从而带来一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

高。对彝区学前教育实施“一村一幼”精准扶贫，补

足教育扶贫之短板诠释了精准扶贫的新思路。

二、凉山“一村一幼”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境内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由于受自然因素、交通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

响，全州学前教育发展严重滞后。2010年凉山州学

前教育一年入园率仅52.6%，两年和三年的入园率

相对更低，分别为38.5%和38.7%。2011年开始实

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全州学前教育入园率

有所提高：一年、两年和三年入园率分别为62.5%，

46.2%和44%，但发展相对缓慢。2014年6月，四川

省启动《大小凉山彝区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划每

年新增投入3.46亿元扶持大小凉山教育发展，大力

改善办学条件、扩大中小学寄宿制规模、发展学前

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2015 年9月，在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凉山彝区也开始大规模启动“一村一幼”

建设，截至2016年12月25日，凉山“一村一幼”工作

已建成3 060个教学点，设立3 878个教学班，共招

收幼儿112 658人，选聘辅导员7 743人，开办资金

共计25 058.74万元，具体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15—2016年凉山“一村一幼”幼教点开办情况

县

市

西昌

木里

盐源

德昌

会理

会东

宁南

普格

布拖

金阳

昭觉

喜德

冕宁

越西

甘洛

美姑

雷波

全州总计

幼

教

点

/个

90

153

204

74

114

110

116

137

181

211

280

136

110

291

214

291

348

3060

小计

/个

91

113

213

74

128

122

125

158

181

211

280

136

110

289

227

291

348

3097

已开办幼教点

覆盖的村（个）

行政

村/个

91

69

210

73

128

122

125

153

160

158

271

124

109

289

227

291

241

2841

自然

村/个

44

3

1

5

21

53

9

12

1

107

256

设立班

/个

133

153

219

80

139

176

157

202

301

295

300

162

178

291

344

311

437

3 878

招收幼

儿/个

4 112

2 322

4 888

1 539

3 276

3 925

4 931

7 841

11 006

9 218

9 503

4 445

5 207

7 987

9 390

10 364

12 704

112 658

258

303

438

160

256

353

318

422

602

590

597

324

356

582

688

622

874

7743

选聘辅

导员

/人

7 982

9 100

20 220

10 800

13 250

7 750

32 454

16 510

31 046

15 961

35 701

15 917

96 40.3

28 118

22 898

15 952

35 318

328 617

园舍

面积

/平方米

2 177.89

586.40

498.99

752.95

633.50

1 395.00

701.00

781.07

4 428.60

928.50

2 956.50

1 383.00

943.10

2 268.00

922.30

1 148.72

2 553.22

25 058.74

开办

资金

/万元

从表1的情况来看，自2015年9月凉山州启动

“一村一幼”建设，到2016年 12月底全州“一村一

幼”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2015年全州在园幼儿和

边远乡村“一村一幼”幼儿总数222 939人，三年毛

入园率73.7%；2016年“一村一幼”幼儿总数243 412

人，三年毛入园率 83.4%。全州在园幼儿和边远

注1、“已开办”指的是幼教点已建成，幼儿已进入幼教点就读。2、“园舍面积”不包含户外活动场地面积。3、“开办资金”

指县级财政及教育部门投入的开办资金（如场地维修改造、设施设备购置等），不包含上级投入的资金和家长支付的午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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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一村一幼”幼儿总数 2016 年比 2015 年增

加 20 437人，三年毛入园率增加9.7%，这对提高全

州学前教育入园率起了重要作用。表2为2015年

和2016年全州学前教育情况统计。

综上所述，“一村一幼”不仅取得了一定成就，

同时对全州学前教育入园率的提升也功不可没。

但截至 2016 年底全州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只有

83.4%，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仍需继续努力。

三、实施“一村一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面
临的困境

经过三年努力“一村一幼”建设在数量上已取

得初步成效，显著提高了全州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但是已建成的各“一村一幼”幼教点也存在一些问

题、面临一些困境，影响了“一村一幼”幼教点的教

学质量和后续可持续发展。现将具体问题与困境

做如下分析。

（一）彝区幼儿家长教育观念落后

广大彝区幼儿家长教育观念落后，没有认识到

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在很多彝区或偏远山区3至6、

7岁的孩子基本都在家里帮父母干活：例如带弟弟

妹妹，放牛或干农活，而不在幼儿园接受学前教

育。很多彝区的家长认为养大一个孩子就是为这

个家庭增加劳动力的，而不是想着我要好好培养一

个孩子，让他对社会有所贡献。现在很多家长开始

把孩子送到“一村一幼”幼教点的初衷也不是接受

早期的学前启蒙教育，更多是冲着免费午餐、营养

午餐去的。因此，开展“一村一幼”建设先要让彝区

学前儿童家长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帮助广大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二）幼教点建设时间短、任务急、质量不高

在幼教点建设方面，因地制宜地开展“一村一

幼”非常符合凉山彝区的实际教育情况，但也面临

着巨大困难。自2015年“一村一幼”提出之后，各县

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总体良好，全州“一

村一幼”教学点建设数量巨大，2016年全州共开办

了3 060个“一村一幼”教学点，但时间、资金和人力

等相对不足，因而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数量多、质

量相对较低等情况。各项经费、园舍面积、幼教点

环境、师资等难题是每一个县在开展“一村一幼”建

设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三）幼教点建设经费问题

各县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保

证幼教点的顺利建成。例如2016年凉山州用于全

州幼教点建设的开办资金为25 058.74万元。“开办

资金”指县级财政及教育部门投入的用于场地维修

改造、设施设备购置等，因而这项资金并不包括幼

教点辅导员的工资支出、幼儿的营养午餐费用、教

学材料、教玩具购置等资金。因此幼教点在后续发

展过程中还将面临教师工资发放、工作福利待遇提

升、教师师资质量提升经费以及购置教学材料、不

断购买添置新的教玩具等学前教育教学质量提高

资金不足等问题。

（四）“一村一幼”幼教点归属权责不明确

目前几乎所有的“一村一幼”幼教点建设都属

于“县建，乡管的模式”，即各县拨付资金用于建设

各村幼教点，负责招聘所需辅导员。但是幼教点的

具体运行和管理又归属各乡，各乡又把权力下放到

各乡的中心校，由中心校负责管理和运行。这种运

行和管理模式会导致权责不明、管理不力、监督不

到位，甚至是出问题时候的“踢皮球”现象。如果这

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各幼教点在后续发展

中将会举步维艰。

（五）“一村一幼”幼教点师资匮乏、缺乏专业性

在辅导员招聘方面，很多“一村一幼”幼教点所

在的村落人口基本上全是少数民族。如果完全按

要求招聘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可能无法招

聘到辅导员。因此，为了解决彝区师资匮乏问题，

一些县放宽了辅导员招聘标准，初中毕业生也可

参加招聘，这样虽然暂时解决了师资匮乏问题。

但是大量低学历、低文化水平以及缺乏学前教育

专业背景的人员进入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将对整

个“一村一幼”幼教点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发展起到

一定的限制和阻碍作用。在现有师资严重匮乏的

情况下，如何将这样一批低学历、低起点，毫无专

业背景的辅导员打造成一支合格的幼儿教师队

伍，将是“一村一幼”后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此外，如何引导这批低学历、非专业的辅导员队伍

提升自身学历、进行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也是非常

迫切的问题。

五、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一村一幼”幼教点建设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为此我

“一村一幼”幼儿/人

全州在园幼儿和边远乡村“一村一幼”幼儿合计/人

全州3～6岁校内外适龄幼儿/人

全州三年毛入园率/%

表2 2015—2016年全州学前教育情况

2015

55 405

222 939

302 382

73.7

2016

110 049

243 412

292 032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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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重要性宣讲活动

充分利用四川卫视、凉山电视台专门为广大彝

族群众开设的彝语频道做一些宣传和教育活动。

可以把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科学的育儿观念和方

法、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和接受学前教育对孩子未来

的学习习惯、生活卫生习惯等良好品质的习得和奠

定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制作成一些教育短片、宣传教

育节目。其次，还可充分发挥各村村委会的作用，

利用每次开会时间集中所有村民，集中进行宣传和

教育活动，让广大家长从根本上认识学前教育的重

要性，慢慢改变他们已有的一些对教育和学前教育

的错误观念与看法。

（二）不断完善幼教点基础设施设备，优化教学环境

在前期时间短、任务急的情况下已建立的幼教

点普遍存在教学环境简陋、教学设施设备不全等问

题。很多村的幼教点甚至是由该村的村委会活动

室改建而成，好一点的也就是由村小改建而成。针

对以上普遍情况，为了“一村一幼”更长远的可持续

发展，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幼教点的物质文化环境、

设施设备，创设出符合幼儿身心发展需要的幼教点

学习环境，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重要性。此外，还

需要不断丰富幼教点的教玩具，充分尊重幼儿的游

戏权利，重视游戏在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

用，把游戏作为孩子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方式。针对

凉山广大彝区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让各幼教点的辅

导员重视游戏的重要性，认识到游戏最符合孩子的

天性，游戏也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在此基础上

再引导他们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乡土资

源自制一些幼儿教玩具，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民间

游戏活动。

（三）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定向推进实施“一村

一幼”

针对幼教点建设经费问题，要坚持学前教育的

公益性和普惠性，依托国家减免保教费政策，以公

办幼儿园为主，依托州财政解决园舍建设经费，县

财政解决生均公用经费、点心费、教师工资等办法

破解资金难题。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

虑各县的实际情况，不可急于求成，追求“一村一

幼”建设数量而忽视教学质量。首先，政府要加大

在“一村一幼”项目上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让基层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其次，要制定相关的政

策解决教师的编制问题，不能把辅导员的编制和待

遇问题演变成以往代课老师的遗留问题；再次，要

进一步抓好辅导员的专业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最后，要注意确保教学点的安

全，尽最大努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

（四）采取“县建乡办村管”模式，分级落实幼儿园管

理责任

彝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村组分散，因而导致

幼儿园的管理相对困难，责任不明确，是“一村一

幼”无法有效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一村一幼”

建设并不孤立，它是与彝家新寨共同发展的。随着

彝家新寨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彝区群众由分散

到集中，这为“一村一幼”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

同时也能有效地解决幼儿园管理问题。通过采取

“县建乡办村管”模式，分级落实幼儿园管理责任。

为了“一村一幼”后续的可持续发展，各县幼教点的

归属权问题必须非常明确，力争做到专人负责，从

州到各县应该成立专门部门、安排专人负责统筹安

排“一村一幼”所有相关事宜。通过定期组织幼儿

开展安全预防演练，乡镇每月对幼儿接送、营养午

餐、疾病防控、消防设施等开展专项检查等措施，以

确保幼教点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有效开展。

（五）重视师资培训，提升幼教点师资专业素质和专

业技能

为解决“一村一幼”幼教点师资匮乏，可采取

“公招一部分正式教师、转岗一批小学教师、临聘部

分代课教师、村干部和志愿者等兼任教师”的方式；

也可采取“1名转岗教师+1名基层服务人员”为各幼

教点配备教师，解决幼教点师资力量不足问题。各

县可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村级幼儿教师待遇，对转岗

教师到彝族村、汉族村任教的分别每月补助一定费

用；对基层服务人员到彝族村、彝汉杂居村、汉族村

任教的也补助一定费用。

定期对各村幼教点辅导员开展专项培训，培训

形式和内容要多样化。针对绝大多数辅导员学历

低、缺乏学前教育专业背景这一普遍问题。可以由

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统一联系高校为他们开展学前

教育大专或本科的函授课程，重视农村基层教育信

息化，提升幼教点教师的信息技术运用水平，教会

他们学习运用互联网获得知识和技能。此外，针对

绝大部分辅导员缺乏保育与教育实践技能这一普

遍问题，可邀请县幼儿园优秀教师辅导教学，例如

可以通过现场观摩指导保教保育，采取“互派交

流”、“名师结对”等形式提升他们的保育与教育实

践技能，也可通过轮流安排幼教点辅导员教师到县

幼儿园跟班听课、观摩教学提升专业素质和能力，

同时强化监督考核制度，考核合格方可正式上岗，

张 凤，等：凉山“一村一幼”实施中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 10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以确保教学质量。

重视师资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是提高“一

村一幼”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要注意培训方式多

样化，符合幼儿教师的专业学习特点；针对彝区各

幼教点分散，集中培训难度大等问题，要充分发挥

网络培训优势，因地制宜地专门为各幼教点的辅导

员和教师定制网络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应强调理

论与实践教育情境相结合，符合幼师的认知及专业

发展规律；培训教师团队应以一线优秀园长（教师）

为主，高校教师为辅，符合幼教点的迫切需求，针对

彝区幼教点教学方面的重点，可在培训内容中适当

加入一些彝汉双语教学的内容和教法指导。所以

在“一村一幼”幼教点师资质量培训方面还需注意

优化培训模式，重视实践环节。已开展或即将开展

的各级各类培训项目，要多采取专题讲座、实践案

例教学、各类工作坊及跟岗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方

式。在培训教学质量考核评估管理方面可采用参

与性评价、成果评价、课程评价和分享加分等方

式。在培训模式方面，为了确保幼教点师资提升常

态化和可持续性，可综合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培

训。此外，还需重视实践环节实训指导，每一次培

训课程需根据培训主题制定相应的实践课程计划，

重视培训学员的实践观摩和跟岗研修，通过在实践

中学习、指导、培训的方式来提升专业素质和专业

技能。

在十九大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政策指引下，本文主要研究了凉山彝区“一村一

幼”开展的具体情况，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

困境，并结合本地区实际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希望对彝区“一村一幼”幼教点的后续可持续发

展及幼教质量的提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 杨玲玲.政府出钱办一村一幼[N].凉山日报,2015-11-12(A2).

② 康君.甘洛“一村一幼”稳步推进[N].凉山日报，2015-12-26（A1）.

③ 蔡晓华，李仁芳.确保“一村一幼”工作如期完成——让贫困村的适龄儿童都能有学上[N].凉山日报，2015-09-3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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