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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从社会保障伦理视角看农村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
———以浙江省１６县市区为例

朱晓斌　蒋一之　郑　报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农村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保障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实践，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特征，其

中涉及许多伦理问题。因此，从社会保障伦理的视角来 探 索 这 个 实 践 问 题，有 益 于 我 国 农 村 学 前 教 育 公 共 服 务 体

系的制度安排与设计更加平等、公平，并充满德性。这也是对制度本身内涵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以

浙江省１６县市区的调查为基础，明确了农村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儿童幸福和发展”，在兼顾公平和效

率的基础上，侧重公平；在兼顾均衡与优质的基础上，侧重均衡；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相结合，并落实补偿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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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农村学前教

育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新时期，处于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学前教育面临新变化、新任务

和新挑战。因此，研究中单一教育视角，难以满足这

些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农村学前教育研究是一个学

科还是一个领域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农村学前教育

的定位，农村学前教育从教育内容看是一个教育问

题，事实上，农村学前教育办学主体重心偏低，办学

地点、服务对象等特点并非教育系统内部所决定和

引发，而更多 地 体 现 社 会 性，更 具 有 社 会 问 题 的 特

征。为此，我们应更多在社会问题的视野下来研究

农村学前教育，特别是从社会保障伦理视角切入，以

充分理解和认识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农村学前教育的

发展。

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意 为“社 会 安 全”。

美国《社会保障法》（１９３５）中首先使用了“社会保障”

这个词，１９４４年 的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开 始 采 用 这 一 概

念。“保障”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保
护（生命、财产、权利等），使不受侵犯和破坏；保障人

身安全，保障公民权利。”［１］社会保障也是一个 动 态

化概念，随着社会变迁，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

变化。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以 来，西 方 人 本 主 义 思 潮 的

兴起，对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视角。马

斯洛认为，人的整个有机体就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

制和工具，科学和人生观也是满足安全需要的重要

组成部分。人的需求为成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

求。所以，社会保障首先是体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

求的生存性保障，其次才是走向高层次需求的保障。

因此，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全社会的责任分担机

制，涉及社会共体性德性、个体德性等伦理因素。社

会保障伦理是社会活动中的道德、价值追求及其实

现，也是政治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学前教育

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保障在教育领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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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因此，从社会保障伦理视角来探索这个实践问

题，有益于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

安排与设计更加平等、公平，并充满德性。社会保障

伦理是对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正当、合理

与否的伦理评价，也是对其本身内涵的伦理追求、道
德原则和价值判断。

一、农村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特征

公共 服 务（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这 一 概 念 源 自 经 济

学。经济学中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以服务形式而存

在的公共产品，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不管是在经济学中，还是在教育学中都没有关于

公共服务的统一概念。卢海燕认为，公共服务应该

以政府为主导，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为他们提供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２］吴爱明等分别从物品的

特征、服务的特性以及政府的职责三方面进行分析，

把公共服务 根 据 词 性 不 同 分 别 给 予 两 类 不 同 的 定

义：作为名词来看，公共服务主要指政府为满足社会

全体公民最基本的公共需求而提供的一系列产品与

服务的总称；作为动词来看，公共服务就是一种服务

活动的过程。［３］２０１２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第一次对基本公共服务

的概念做了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的

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

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

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

的职责所在。”［４］

显然，学前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特 征。辉

进宇、褚远辉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是指以国家为

主导、学前教育机构为主体、社会企业等组织为主要

参与对象，并与当前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相

结合，为保障每个适龄儿童都能充分的接受学前教

育，为他们提供最低层的、最基础的教育需求，主要

包括为其提供具有公益性价值的教学资源和教育机

会。［５］原晋霞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基于

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前提下，通过制定和

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与规章制度给予保障，为全

体适龄儿童及其家长提供的最基本、最底层的学前

教育服务。［６］李天顺认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是指大

多数幼儿园都具有普惠性、学前儿童大多数都能进

入到普惠性幼儿园、且大多数成本是由公共财政承

担、大多数家庭困难儿童都能得到政府资助。［７］综上

所述，本研究将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界定为：由政

府为主导的，以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为主体，企业、私

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基于公平、公益、补偿

性和普惠性的原则，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的一种广

覆盖、托底的教育民生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学前教育

专项布局规划、经费保障和管理、教职工队伍建设、

行政业务管理体系、内涵提升指导等方面。

目前，从浙江省各级政府施行的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来看，各地都已经开始为学前教育的发展

定制新目标，并将发展学前教育作为重点民生实施

工程，并为此制订了相关发展规划。例如，浙江省政

府颁布《浙江省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浙 政 发〔２０１１〕２９号）要 求“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完成城 乡 幼 儿 园 建 设 布 局，基 本 能 满 足 家

长就近便利送子女入园需求，全面形成以乡镇中心

幼儿园为依托的农村幼儿园管理体系。［８］

二、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

逻辑起点：基于浙江省的实践

　　任何一个伦理研究都有一个逻辑起点，我们将

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保障伦理的逻辑

起点定位于“儿童幸福和发展”。在整个农村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儿童具有最高的价值。一切的

制度设计都以儿童的幸福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政策设计和实践层面上，社会保障伦理要求更合

乎伦理性、更具德性、更显人文关怀。同时，在这个

逻辑起点下，社会保障伦理必然要遵循效用性与道

德性相统一的原则。因此，这个制度设计的最后功

用都是基于“儿童幸福和发展”。在这样的理念引导

下，浙江省非常重视农村学前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

展，始终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和补偿性的原则，制定

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促进和规范农村学前

教育，维护适龄儿童、保育员、教育人员和学前教育

机构的合法权益，提高教育质量，解决困扰老百姓的

“入园难、入优质园难、入园贵”等问题，保证每个幼

儿都能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等问题，浙江省分

别出台了《浙 江 省 发 展 学 前 教 育 第 一 轮 行 动 计 划》

《浙江省发展学前教育第二轮行动计划》《浙江省发

展学前教 育 第 三 轮 行 动 计 划》《浙 江 省 学 前 教 育 条

例》。通过本次对浙江省１６个县市区的实地调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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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分析，当前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幼儿园办

园质量得到普遍提高、办园设备普遍得到改善、管理

制度更加规范，“入园难、入优质园难、入园贵”等一

系列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已经初步形成以“公办乡

镇中心幼儿园为示范、中心村幼儿园为主体、村级教

学点为补充”的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

新格局。

目前，各地区幼儿园均能满足当地幼儿入园需

求，大多数地区均已完成学前教育第二轮行动计划

的任务和要求，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完成学前教育第

三轮行动计划的任务和要求。从各地区政府报告和

实地调研情况来看，以浙江省全省农村乡镇中心园、

村幼儿园 和 偏 远 地 区 教 学 点“三 类 农 村 园 点”的 所

数、分布、规模和设施情况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好、

中、差三类。第一类是部分地区农村乡镇中心均已

建立一所及以上以公办中心幼儿园为示范，中心村

幼儿园为主体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格局。第二类是

部分地区农村乡镇基本上建立一所以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为核心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格局。第三类是

部分地区一半及以上的农村各乡镇有一所公办幼儿

园，以中心村幼儿园为主体，以教学点为补充的学前

教育发展格局。综上所述，目前浙江省农村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主要由以下三类幼儿园构成。

乡镇中心幼儿园：乡镇建立的公办幼儿园（以下

简称乡镇中心园）。

中心村幼儿园：乡镇所辖行政村建立的幼儿园

（以下简称村级幼儿园）。

教学点：在偏远山区或交通不发达的地方设立

的学前教育教学点（以下简称学前教学点）。
（一）１６个县市区农村幼儿园情况

１．乡镇中心幼儿园情况

从抽取样本来看，目前大部分县市区基本能保

证农村每个乡镇都有一所公办中心园。上虞区、岱

山县、建德市、临安区、海宁市、宁海县、长兴县、普陀

区、瓯海区、东阳市、温岭市的每个乡镇均已建立一

所及以上公办中心园。泰顺县、江山市、庆元县、苍

南县、永康市每个乡镇还未保证有一所公办中心园。
（见表１）

表１　１６个县市区农村乡镇幼儿园数量

县市区
长兴

县

上虞

区

庆元

县

普陀

区

永康

市

海宁

市

岱山

县

瓯海

区

建德

市

苍南

县

宁海

县

泰顺

县

临安

区

江山

市

东阳

市

温岭

市

幼儿园总数 １９　 ５７　 ３０　 ６　 ９４　 ４７　 １２　 ６　 ２０　 ２３６　 ５１　 ４８　 ２５　 ６５　 ７７　 １３６

乡镇数量 １１　 １８　 １６　 ５　 １１　 ８　 ７　 １　 １６　 ３６　 １４　 １９　 １３　 １９　 １２　 １１

乡镇公办园数 １６　 ３８　 ８　 ６　 ９　 ３８　 ８　 １　 １３　 ７　 １８　 １２　 １４　 １４　 ３０　 ２８

民办园数 ３　 １９　 ２２　 ０　 ８５　 ９　 ４　 ５　 ７　 ２２９　 ３３　 ３６　 １１　 ５１　 ４７　 １０８

普惠民办园数 ２　 １９　 ２２　 ０　 ７５　 ４　 ４　 ５　 ７　 １８８　 １４　 ３１　 １１　 ５１　 ４５　 ９７

公办园占比（％） ８４　 ６７　 ２７　 １００　 １０　 ８１　 ６７　 １７　 ６５　 ３　 ３５　 ２５　 ５６　 ２１　 ３９　 ２１

　　２．村级幼儿园情况

目前各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民办和公办的村级

幼儿园存在，以补充乡镇中心园的不足。村级园建

设情况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东阳市歌山镇为

代表的部分地区，把村级幼儿园作为中心园的分园

而设立，并对中心园进行扩容，完全能满足流动人口

和“二孩政策”的孩子顺利上自家门口的幼儿园的需

求。分园一切设施配置、人员管理、经费收取等均与

中心园相同，归中心园统一管理。第二类，以永康市

舟山镇为代表的部分地区，村级园大多是民办，作为

中心公办园的补充，基本能满足当地入园需求，在课

程指导、教师编制分配、奖励补助方面均得到中心园

指导，但在收费标准、教师工资发放、经费管理等方

面由园长自行负责管理。

３．学前教学点情况

各地区的学前教学点也分为好、中、差三类。第

一类“好”，以普陀区、海宁市、岱山县、苍南县、温岭

市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已无“低、小、散”的学前教学

点存在；第二类“中”，以上虞区、庆元县、永康市、瓯

海区、建德市、宁海县、江山市为代表的部分地区，还
存在着少量“低、小、散”的学前教学点；第三类“差”，

以长兴县、泰顺县、临安区、东阳市为代表的部分地

区，还存在着较多的“低、小、散”的学前教学点。如

宁海县石门村溪夏王幼儿园距离乡镇中心较远，且

交通不发达，虽然在园幼儿仅有３３名，但该学前教

学点仍需要保留。（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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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６个县市区教学点数量

　　（二）１６个县市区幼儿入园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 到８５％，普 惠 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公 办 园

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８０％。”从抽取

的１６个县市 区 来 看，浙 江 省 农 村 幼 儿 毛 入 园 率 为

１００％，入园 率 为９８．１７％，均 已 远 超 国 务 院 的 目 标

要求，各地 区 均 能 保 证 每 个 幼 儿 都 能 够 就 近 入 园。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农村幼儿园入园幼儿基本情况

编号 县／市／区
辖区农村人口总数（万人） 农村适龄儿童人数（人）

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３～６岁儿童 入园儿童 毛入园率（％） 入园率（％）

１ 温岭市 ９６．１１　 ２９．８５　 ２．５８　 ２．６５　 １０２．９０　 ９８．０３

２ 东阳市 ８３．９５　 １８．１０　 １．６６　 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５０

３ 江山市 ４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３　 ９８．４３　 ９８．４３

４ 临安区 ３３．５ 暂无 ０．５２　 ０．５４　 １０５．００　 ９８．００

５ 泰顺县 ２４．５８　 １０．２３　 １．１６　 １．０４　 ９０．３０　 ９８．２０

６ 宁海县 ４３．０９　 ８．６５　 ０．９３　 ０．９６　 １０２．８０　 ９９．５０

７ 苍南县 １２４．００　 １８．３０　 ５．２２　 ５．１４　 ９８．３０　 ９７．１０

８ 建德市 ３９．２５ 暂无 ０．７３　 ０．７０　 ９５．５０　 ９１．２０

９ 瓯海区 １．８０　 １．００　 ０．１６　 ０．５８　 １２２．４０　 ９９．６４

１０ 岱山县 １１．３２　 ２．３５　 ０．２０　 ０．２１　 １０６．９５　 ９９．４０

１１ 海宁市 ４８．５８　 ３８．００　 １．２２　 １．２１　 １１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永康市 ３３．６９　 １９．８６　 ０．８４　 ０．８４　 ９９．５０　 ９９．５０

１３ 普陀区 １０．７８　 ２．２５　 ０．１８　 ０．１３　 ７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庆元县 １３．７３　 ６．８７　 ０．４７　 ０．４６　 ９９．８７　 ９７．９６

１５ 上虞区 ３９．８　 ５．００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长兴县 ４３．２１　 ８．４７　 ０．９４　 ０．８９　 ９４．００　 ９４．４０

　　通过调查，笔者了解到各地区由于流动人口的

数量和流动的方向不同，原有的学前教育规划已不

适合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部分地区由于

流入人口较多，导致部分幼儿园短时间内出现爆满

现象，只能扩充公办园班级数和发展民办园；另一部

分地区，由于人口流出较多，部分家长迁移到城区，

导致农村原有的部分幼儿园出现闲置或在园幼儿减

少。往往出现管理上的两难：取消该园，无法保证每

个幼儿都能就近入园；保留该园，则需要政府投入大

量经费，也会出现教育资源闲置现象。
（三）各县市区学前教育专项布局规划情况

各县市区通过学前教育第一轮行动计划和第二

轮行动计划的实施，农村学前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基
本上解决了当地幼儿“入园难”的问题，充分保证每

个幼儿都能入园。目前，各地区也纷纷出台第三轮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为实现“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全面覆

盖城乡、质量有保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目

标而努力。部分地区对学前教育未来发展已经做好

超前规划，对二孩入园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长

兴县为推进本县教育全面优质化、实现教育现代化

为目标，坚持 学 前 教 育 的 公 益 性 和 普 惠 性，科 学 规

划，合理布局，优化配置，进一步扩大优质学前教育

资源，构建城乡一体、发展均衡、活力四射的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编制了《长兴县学前教育近期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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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海宁市为完善幼儿园布局，

加大中心村幼儿园建设力度，促进各级各类幼儿园均

衡发展，出台了海宁市教育布局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

征求意见稿，并对未来乡镇幼儿园规划建设做了如

下详细的规定。（见表３）

表３　海宁市农村乡镇幼儿园规划表

项目名称
班级

规模
性质

启用

时间

１．扩建硖石街道中心幼儿园 ６ 公办 ２０１９．８

２．易地新建黄湾幼儿园 ９ 公办 ２０１８．１２

３．新建许村镇联心幼儿园 １５ 公办 ２０１８．１２

４．易地新建许村镇塘桥幼儿园 １２ 公办 ２０１９．１２

５．易地新建许村镇永福幼儿园 １２ 公办 ２０１９．１２

６．新建长安镇仰山第一幼儿园 １２
普惠性

民办
２０１９．０８

７．新建长安镇仰山第二幼儿园 ９ 民办 ２０１９．０８

８．易地新建丁桥镇新仓幼儿园 ９ 公办 ２０２０．４

９．新建袁花镇龙溪幼儿园 １８ 公办 ２０２０．８

１０．易地新建盐官镇丰士幼儿园 １８ 公办 ２０２０．８

１１．新建伟才幼儿园 １２ 民办 ２０２０．８

１２．扩建许村镇中心幼儿园分园 ６ 公办 ２０２０．８

１３．改扩建许村镇景树幼儿园 ９ 公办 ２０２１．８

上虞区为回应群众关于“入园难、入优质园难、

入园贵”等问题，开展学前教育资源调查和应对二孩

全面放开后入园高峰的预测，区政府印发《上虞区学

前教育网点建设和布局调整计划目标（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制订未来３～５年３０所幼儿园的建设或改造

目标。临安区为积极规划和实施农村薄弱幼儿园改

造提升计划，编制《临安区教育设施专项规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对太湖源镇、天目山镇、

於潜镇、昌化镇等乡镇幼儿园进行改建扩建，提升农

村学前教育的品质，提高农村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和

办学水平。泰顺县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前教育基

础设施，提升学前教育均衡化服务水平，制订出台了

《泰顺县发展学前教育第三轮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泰政办〔２０１８〕３８号）。综上所述，

浙江省各地区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对未来学前教育

的发展做好相关规划，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着力推

进和实 现《浙 江 省 发 展 学 前 教 育 第 三 轮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总体目标。

概念分内涵和外延，前者反映了本质性特点或

属性，是质的规定性；后者体现了数量和范围，是量

的规定性。我们要对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

保障伦理有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界定，以分清其内

涵和外延，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伦理为

主体框定了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以契合儿童的幸

福和发展为要义，以当下共同体德性为准绳，是伦理

与法理的综合，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另一方面，主客

体之间关系也是重要的。主体是社会活动的主要承

担者，学前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可分为国家（政府）、

企业、非营利组织，这是社会保障伦理的权利主体；其
中，国家（政府）属于第一部门，企业属于第二部门，非
营利组织属于第三部门。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

具体对象，社会保障伦理的客体也是其中所 产 生 的

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即幼儿、家庭及相互关系。

三、构建农村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的建议

　　公平和效率的二律背反是社会保障伦理在面临

实际情境时所遇到的首要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有两个基本原则：平

等自由原则和经济平等原则，前者优先于后者。正

义社会的实现有三个要素：第一，有一个正义的宪法

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第二，营造一个有利于机会

平等的环境；第三，政府要采取差别原则来保障弱势

群体的最大利益，即发挥兜底作用。［９］具体到农村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上，就要求社会保障设置必须

符合程序正义，注重规则上的平等，避免异化为选择

性保障政策。因此，对于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的构建，提出以下建议。
（一）公平与效率兼顾，侧重公平原则下的高质、

高效发展

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

制度、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换而言之，即

收入均等合理的分配或财产均等合理的分配。公平

是人类的价值追求，而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

平。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的起点公平、受教育

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方面。教育公平的基

本含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公共教育资源分

配的公平性。主要指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

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公共教育资源

指社会每个成员都享有使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和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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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二，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补

偿性，是指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尤其是对学生资助

不能够均等分配，公共教育资源要更多的用于对处

境不利者拥有的教育条件的补偿，帮助贫困者克服

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入学困难。［１０］

效率在经济学概念中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

例关系，主要包括投入与产出的数量、社会需要的满

足程度、产品 的 生 产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程 度 等。［１１］教 育

效率的基本含义包括：第一，教育的投入是有限的，

在不能满足所有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较少的教育投

入可以产生较多的产出，视为有效率的教育行为，反
之则为无效的教育行为；第二，增加教育投入是提高

教育产出的主要措施之一。［１２］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两个相互联系、同等重

要的教育目标，是影响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的重要因素。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道德的，没有效

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１３］因此，公平与效率应该二者

兼顾。但由于历史原因，学前教育发展缓慢，底子薄、

欠账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在公平与效率发展

的同时，要优先侧重公平，保证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全面覆盖、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其发

展质量和发展水平，增强产出效率，从而促进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向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教 育 规 划 纲 要》）中 指 出：“把

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

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

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

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

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当前各地区学

前教育资源（尤其是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公共教育

资源提供有限，优质教育相对较少，不能一味追求效

率目标，而忽视或弱化甚至放弃对教育公平的追求，

防止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出现两极分化的现

象。同样也不能因为追求教育的公平，而忽略、压抑

甚至放弃教育效率。

综上所 述。浙 江 省 农 村 学 前 教 育 公 共 服 务 体

系，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尽最大限度提升其效率和

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向公平、

高质量、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二）均衡与优质兼顾，侧重均衡原则下的合理

布局

正义的制度安排要有合理的覆盖范围，破除以

身份隔离为特征的规划，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赋予广

大农村居民以公民资格，从而享受本该拥有的国民

待遇，将其真正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使农村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是发展浙江省农村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目标。公平和效率是

均衡与优质发展的前提条件及重要影响因素。没有

均衡的优质是不公平的；没有优质的均衡是不合理

的、不完善的、是难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因此，

要注重均衡与优质并重。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发展农村教育，并将

其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而发展农村学前

教育的重要 方 面，在 于 解 决 城 市 和 乡 镇、乡 镇 和 农

村、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合理分配学前教育优质

资源，重心是增加农村幼儿园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保
证所有农村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资

源。只有发展均衡了，公平才得以体现，农村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 体 系 才 能 更 加 趋 于 完 善。２０１０年 颁 布

的《国务院 关 于 当 前 发 展 学 前 教 育 的 若 干 意 见》指

出：“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覆盖城乡、布局合理”是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真正把教育

公平和教育均衡的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

总之，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应注

重均衡与优质的兼顾，优先侧重均衡发展，在保证均

衡发展的前提下，针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高质

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三）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下的基本服务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公益”界定为“社会公

共的利益”。公益主要包含国家的公共利益、全民族

的公共利益以及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１４］公益性是

学校及其他 教 育 机 构 有 别 于 企 业 组 织 的 根 本 性 特

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教

育的公益性主要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１５］教育的 普 惠 性 主 要 是 指 不 分 种 族、性 别、社

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条件，为全体公民提供的一种基

本的公共服务，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得起，其核心特性

是具有高度 的 包 容 性、公 平 性、均 等 性 和 非 竞 争 性

等。［１６］因此，发展学前教育，建立健全农村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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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相结合原

则。由政府主导，承担主要责任，为所有儿童尤其是

处于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基本的教育需求。通过扩

大学前教育资源，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在广覆

盖、保基本的基础上，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增加政府公

共投入，减轻家庭负担，大力发展公办和普惠民办幼

儿园是主要渠道。
（四）有针对性地补偿，促进发展

落实补偿性原则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

量、提高教育效率的重要手段。促进农村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发展，必须坚持补偿性原则，加大

和落实对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补

助力度，实行有针对性的补助政策，确保补助经费到

位，真正能被运用到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中。落实

补助性原则，一方面，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性

幼儿园，引导其提供面向大众，收费合理的普惠性服

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补偿性的奖励政策，促进

一些“低、小、散”的幼儿园得到改进和提升，更能激

励他们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农村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是在

社会保障的伦理原理下进行的一项社会实践，以“儿
童幸福和发 展”为 宗 旨，在 兼 顾 公 平 和 效 率 的 基 础

上，侧重公平；在均衡与优质兼顾的基础上，侧重均

衡；同时，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相结合，并落实补偿

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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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ＥＴ职业能力测评方法手册》

赵志群　菲利克斯·劳耐尔（Ｆｅｌｉｘ　Ｒａｕｎｅｒ）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出版

近十年来，职业能力测评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职业教

育质量保障与质量提升的重要工具。过去，中国开展的职业能力

测评主要是学校内部的专业教学质量监控活动，采用的模型和评

价指标体系有较强的学校或区域性特征，无法藉此进行专业间、校
际间和区域间的比较。由于相关理论研究不足，能力模型和测评

方法无法反映职业认知能力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对测评结果与

能力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的解释模型。

ＣＯＭＥＴ大 规 模 职 业 能 力 测 评 项 目（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英文缩写为ＣＯＭＥＴ）是一个起源于德国，由中国、瑞士和南

非等多国参与的国际职业教育比较研究项目，其内涵相当于职业

教育的ＰＩＳＡ。ＣＯＭＥＴ采用大规模能力诊断方法，对学生的职业

能力、职业承诺和职业认同感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

不同院校、地区间的教学质量比较，并为教学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ＣＯＭＥＴ能力模型和测评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设 计 导 向 的

职业教育思想”“行动导向教学”“发展性任务”“职业成长的逻辑规

律”和“工作过程知识”等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它们在国际职业教

育研究和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因此ＣＯＭＥＴ能力模型和测

评方案也得到普遍认可，它建立了对职业能力解释的科学基础，并
有较好的跨职业和跨文化特点。

《职业能力测 评 方 法 手 册》介 绍 了ＣＯＭＥＴ职 业 能 力 测 评 方

法的相关内容，包括ＣＯＭＥＴ职业能力测评的理论框架、ＣＯＭＥＴ
职业能力模型、测试题目的开发、测试结果的呈现与阐释、能力测

评与毕业考试等，并在附录中提供了几个专业的试题样例和利用

ＣＯＭＥＴ职业能力测评进行项目教学设计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