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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推动农村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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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量研究

表明，学前教育作为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积累最早的一个阶段，不仅涉及知识的传授，还包括社会技

能的培养、学习动机的激发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这些技能和素养不仅对个人成年后的职业发

展和社会参与影响深远，而且与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息息相关。此外，学前教育还有助

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实现起点公平，缩小差距。可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仅是新时代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国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经建成拥有 29.17万所幼儿园、4818.26万在园儿童的学前教育大

国。虽然“有园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幼有优育”的需求。

农村地区底子薄、欠账多，仍是“幼有优育”、建设学前教育强国的短板弱项。2023年我国新出生人口

已经跌至 902万，人口出生率总体呈下降之势，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新出生人口仍将主要来自于农

村。有鉴于此，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决定了建设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必须从农村娃娃抓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举旗定向，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
进教育公平。学前教育公平是新时代人民群众所追求之教育公平的基础。报告强调要在“幼有所

育”为首的七大民生工程上持续用力。为此，本期特组织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推动农村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专栏，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实践创新。

专栏的 3篇文章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农村教育管理与政策”、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乡村建设行动和公共服务的政策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实验追踪

数据的早期养育干预与农村儿童能力形成研究”等的阶段性成果。其中，白钰等的《县域内入园时机

与儿童早期发展》认为，新时代的“幼有所育”应该关注儿童的入园时机，该文在描述样本儿童入园状

况及早期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识别入园时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前入园和推迟入

园均不利于儿童早期发展。该研究发现有助于缓解家长对入园“越早越好”的执着和焦虑，并为教育

部门制定“入园年龄规定”提供实证依据。

唐雅琳等的《农村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现状、成因及对策——以四川省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村适龄

儿童就读幼儿园的质量现状和县域内均等化水平。研究发现，农村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和安全卫生质

量相对较好，但面临教职工配备不齐且资质有待提升、课程开设不齐全等挑战。该研究成果发现为

政策制定者因症施策提升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提供实证依据。

曹月明等的《农村幼儿园设立与儿童入园选择》则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影响村庄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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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幼儿园的相关因素及其对村内适龄儿童入园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适龄儿童数量越多的村庄，有

幼儿园的可能性更大，且这种关系在高中及以上劳动力占比高、距离乡镇近、较富裕、平原地区的村

庄更明显。此外，村内有幼儿园可显著增加本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园的可能性，进而节省交通成本和

家庭开支。该研究发现为学前教育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专栏聚焦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分别就入园时机、学前教育经历的溢出效应、农村学前教育

供需等关键问题的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了学前教育在儿童早期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3篇文章不仅展示了学前教育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多维度影响，还为中国未来的教育政策和人力资

本提升提供了深刻启示。首先，白钰等的研究强调了入园时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重新审视了

一些早期的教育观念，为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这有助于引导家长和教育部

门更科学地选择入园时机，从而更好地满足儿童早期发展需求。其次，唐雅琳等的研究关注了农村

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均等化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涉及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

核心原则。通过实证分析农村学前教育的现状，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县域内教育资源分配的理

解，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学前教育、促进县域内学前教育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最后，曹月明等的研究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考察了村庄是否有幼儿园以及其对村内适龄儿童入园选择的影响，为学前教

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有助于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的问题，提高农村地区

的学前教育覆盖率，从而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综合而言，本专栏通过对学前教育不同方面的深

入研究，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学前教育质量和均等化的理解，揭示了学前教育供需的复杂性及其对儿

童发展的深远影响。这些理论贡献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

依据，助力实现“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的目标。

当然，除如上所述的重要问题外，如何推动“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还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

的理论课题、实践探索与政策问题。本专栏希望以 3篇拙作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幼有所育”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儿童早期发展，通过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共同推动我国“幼有所育”迈

向“幼有优育”，推动农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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