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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量：推进广东农村学前教育进一步普及 

韩昱洁  张亚楠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农村学前教育对广大农村

低收入家庭提供均等的学前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

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也是我国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人口素质的全面提

升，乃至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学前教育的政策

保障体系，对强化监管体系、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教质量等方面做了更加细

致的规定。同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

对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各类幼儿园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截止到

2018 年，广东省拥有各类幼儿学校 18953 所，幼儿教育在校生数达到 449.11

万1。 

虽然广东省的学前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广东的农村学前教育阶段仍然

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全面把握农村学前教育的现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

院在 2019年 7月至 8月发起了第二轮广东千村调查，调查范围覆盖 119个行政

村 3000多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广东村内幼儿园覆盖率低，公办幼儿园

数量少；对口地段幼儿园数量少，村内就读比率低；就读公办园比率低，幼儿

在学率有待提高；公民办幼儿园就读花费存在明显差异。为此，项目组建议：

强化政府责任，逐步健全县统县管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合理扩大公办园数量；

提高办学质量，保证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 

一、当前广东农村学前教育中的现状与问题 

（一）村内幼儿园覆盖率低，公办幼儿园数量少 

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农村的幼儿园建设有待加强，接近半数的

村内没有幼儿园，且仅有三成的村庄有公办幼儿园。在所有行政村样本中，拥

有幼儿园的村庄有 63个，占比为 52.94%，而没有幼儿园的村庄占比接近一半。

此外，仅有 30.56%的村庄有公办幼儿园。从各村内幼儿园数量分布来看，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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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教育厅政务公开：http://ygzw.gdedu.gov.cn/jysj. 



 

 

数有幼儿园的行政村只有一所幼儿园。分地区来看，西翼地区拥有幼儿园的村

庄占比为 75%，为各地区最高，山区拥有幼儿园村庄的占比为 32.14%，为各地

区最低。各地区中村内有公办幼儿园比率最高的为西翼地区（46.88%），山区村

内拥有公办幼儿园的比率最低（18.18%），这些比例都远远低于广东省 50%的要

求。因此，广东农村幼儿园的覆盖情况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行政村缺乏幼儿园，无法在村内入园入托 

千村问卷调查了农村儿童对口幼儿园的分布情况和在园儿童在村内就读的

情况。数据显示，三成以上村庄的农村儿童没有对口幼儿园，过半农村的在园

儿童主要于村外就读。全省平均 35.9%的行政村的对口幼儿园在村内，31.62%

的行政村的对口幼儿园在村外，而 32.48%的行政村没有对口幼儿园。分地区来

看，对口幼儿园在村内的比率最高的为西翼地区，占比达到 43.75%，最低为珠

三角地区，占比为 29.63%。对口幼儿园在村外的行政村占比最高的为山区，比

例为 48.15%，比率最低为西翼地区，占比为 18.75%。没有对口幼儿园的比例最

高为西翼地区，占比为 37.50%，最低为山区，比例为 22.22%。 

同时，项目组调查了多数在园儿童在村内就读的情况，不到一半的行政村

其多数在园儿童在村内就读。数据显示，46.96%的广东省农村其多数在园儿童

在村内就读。分地区看，东翼和西翼地区 60%左右的农村里在园儿童主要在村

内就读，珠三角和山区仅 30%左右的行政村的在园儿童主要在村内就读。结合

幼儿园建设情况来看，村内幼儿园建设更完善的西翼和东翼地区，其对口幼儿

园在村内的比例更高，且其大多数在园儿童在村内就读的比例也更高，这可能

与东翼和西翼地区人口众多有着一定联系。虽然各地区情况均有不同，但是整

体来看广东省对口幼儿园的建设情况还是有待提高的，在园儿童在村内就读的

情况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幼儿年龄小，入园入托都需要家长陪送，因此村内没

有幼儿园对他们的入园率的影响很大。 

（三）农村幼儿入园率有待提高，就读公办园比率低 

从千村调查的数据来看，广东省农村幼儿的入园率有待提高，在园儿童就

读公办幼儿园的比例较低。总体情况来看，广东省农村幼儿的在学率为 74.49%，

全省在园儿童就读公办园的比例为 37.99%。分地区来看，幼儿在学率最高的为

西翼地区，为 80.22%，其余三个地区的在学率均为 72%左右。各地区幼儿的就



 

 

学情况与当地幼儿园的建设情况有着紧密联系，西翼地区村内幼儿园建设最完

善，其幼儿在学率也最高。幼儿的具体就学情况中，就读幼儿园比率最高的为

西翼地区，占比为 97.57%，就读小学比率相对最高的为珠三角地区，占比为

6.01%。在园幼儿入读公办园比率最高的为东翼地区，占比为 43.69%，最低则

为山区，占比为 28.80%。可见，广东农村幼儿的在学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幼

儿在学率低、就读公办园比率低，这成为广东进一步普及学前教育的突出问题。 

（四）公民办幼儿园就读花费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将就读于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在园儿童进行对比后发现，两类儿童的

就学特征呈现了一些显著区别。相对于民办园就读的幼儿来说，公办园就读的

幼儿家距离学校更近，上学时长也更短。就读于公办园的幼儿家距离学校平均

为 2.11 公里，而就读民办园的幼儿家庭距离学校平均为 3.05 公里。相应的，

就读公办园的幼儿主要步行上学，就读民办园的幼儿主要坐校车上学。而就读

公办园的幼儿上学时长平均为 11 分钟，显著短于就读民办园的幼儿上学时长

（12 分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办园对幼儿及幼儿家庭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性。 

从上学花费的对比来看，民办园幼儿的学费、餐费、交通费、保险费班费、

其他费用以及教育费用的总和都是显著的高于公办园幼儿的，而在书籍和学习

用品费、辅导班费用则没有显著区别。上述有显著差异的费用几乎都是由学校

直接收取，说明民办园的收费比公办园更高，而两类儿童在家长可以自主决定

投入的书籍学习用品、辅导班费用方面的差异则不显著。民办园较高的花费水

平，对于经济能力普遍不强的农村家庭而言是有一定负担的，这对农村幼儿就

学可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二、进一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建议 

作为经济强省，广东省的学前教育水平与其经济水平尚不匹配，要进一步

提升人口素质，就要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学前

教育投入力度，推进农村学前教育进一步普及。 

（一）强化政府责任，逐步健全县统县管机制 

要真正落实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政府就要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逐步将学前教育纳入县内统筹统一管理的范围，享受和义务教育同样的

重视程度。其次，政府要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价值，并将其作为提升人口素

质、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要将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学前教育工作的重点和

关键，充分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和普及质量。要将农村学前教育的普

及程度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督促政府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工作。与此同

时，教育部门作为农村学前教育管理的主要部门，应当切实承担起学前教育管

理的主要责任，在农村幼儿园建设和管理方面要给予充分支持。 

（二）加大财政投入，合理扩大公办园数量 

政府要充分考虑广东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幼儿园并

非适合居住分散且经济条件有限的广大农村居民，这甚至会影响到农村学前教

育的普及速度。因此，在广东农村地区应当以政府投入为主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进一步扩大农村公办园数量，提高农村公办幼儿园的比例，增加农村适龄儿童

的入学机会。在珠三角等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引导进一步发展民办幼儿园的

规模。另外，政府要在资金上给予农村义务教育充分的支持，要对农村义务教

育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设置农村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并全面落实公办幼儿园生

均拨款机制，以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机制。 

（三）提高办学质量，保证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 

除了幼儿园数量少之外，幼儿园的办学质量也应受到更多重视，这样才能

提高农村幼儿的就读比率。在提高幼儿园的办学质量方面，应当强化农村幼儿

园的安全管理，定期对幼儿园周边进行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幼儿园的日常运

行中，应当设置趣味益智的多项活动，培养幼儿各项基本能力和认知的形成，

同时抑制幼儿园小学化趋势。另外，要关注幼儿的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在幼

儿教师的队伍建设上，政府应适当扩充幼儿园教师编制，提升农村幼儿教师队

伍数量和质量，并保障幼儿教师待遇，逐步实现聘用教师与同等岗位幼儿园公

办在编教师同工同酬，与此同时，要注重考查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加强幼儿

园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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