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明确提出：“国家实行

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
度。 ”教育督导评估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教育制度之一，
也是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制度。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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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级部门组织的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是对幼儿园
教育质量的一种系统、全面的评价，幼儿园教育督导
评估标准代表着我国高质量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内涵
与评价方向。［1�］例如，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颁行的《北京
市托幼园所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及细则》是“评价托幼
园所质量的标准和依据， 也是托幼园所进行自我评
价、自我监督、自我提高的指导性文件”。 广东省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室颁行的《广东省幼儿园督导评估方
案》（以下简称《督导评估方案》）中提出，“全省各幼儿
园在每学年结束时，应对照本方案进行自评，并将自
评结果报当地教育督导部门备案”。

但在近年的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幼
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却遭遇到种种质疑、批评乃至
否定。 不少研究者指出，各地实施的幼儿园教育督导
评估往往会搅乱幼儿园的各项常规工作；督导评估要
求的书面文献资料多且繁杂，接受评估的幼儿园园长
和教师们苦不堪言，经常以造假方式应对评估；部分
地区评估程序复杂，评估人员专业水平不高且态度高
傲，接受评估的幼儿园出现“忧心忡忡迎评估”的现
象；以上种种导致部分地区、部分幼儿园对教育督导
评估工作出现较为明显的抵触心理。［2-5�］上述倾向值
得高度关注。 当前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现状如
何？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作
为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园长对幼儿园教育督
导评估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感受和评价。 园长们对
教育督导评估的关注、理解与认识的程度，直接关系
到督导评估工作的实效。 基于此，本文通过调查广东
省幼儿园园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理解、
感受与评价，从园长的视角探讨当前广东地区幼儿园
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期
为构建更为科学的幼儿园教育评估体系提供一定的
参考借鉴。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
2016年 3-4 月，对广东省接受过督导评估的幼儿

园园长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208份。依据幼儿园评估等级划分，省一级幼儿园园长
50 人，占 24.0%；市一级幼儿园园长 38 人，占 18.3%；
区一级幼儿园园长 120人，占 57.7%。依据幼儿园所处
地域划分，城区幼儿园园长 130 人，占 62.5%；镇区幼
儿园园长 50 人，占 24.0%；乡村幼儿园园长 28 人，占

13.5%。 依据幼儿园办园类型划分，教育及其他部门办
园园长 87 人，占 41.8%；街道集体办园园长 10 人，占
比 4.8%；村集体办园园长 12 人，占 5.8%；民办园园长
99人，占 47.6%。

2.� 调查工具与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广东省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

调查问卷》。 分别从总体满意度、督导评估功能、督导
评估人员、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的使用、幼儿园自评
的开展等方面，调查园长对当前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
的认识、感受与评价。 为更清楚地了解被调查者对所
调查问题的理解以及看法的倾向性，在问卷调查的同
时，辅以非正式访谈。 访谈内容主要是了解园长对幼
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各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当
前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建议与意见。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 园长对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总体评价
调查显示，园长们对当前的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

工作总体上持肯定态度。 具体表现为：99.0%的园长对
幼儿园所接受过的督导评估持肯定态度， 其中 30.8%
选择了“非常满意”；93.8%的园长认可督导评估提高
了幼儿园的教育质量， 仅有 1.9%的园长持否定意见，
4.3%持不确定意见。 在访谈中，大部分园长都表示幼
儿园所接受的督导评估“提升了办园硬件，改善了办
园条件”“幼儿园管理、 教育教学及教研工作更加规
范”“通过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及教育水平让幼儿得
到更好的发展”“扩大了幼儿园的影响力及实力”“明
确了本园的优势和不足， 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
等。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园长们对督导评估工作基
本满意，说明当前的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对幼儿园各
项工作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2.�园长对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功能的认识与评价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的意

见》中指出：“评估既是教育督导的重要手段，又是教
育督导的一项重要职能。 ”［6�］督导评估是教育督导部
门进行的教育行政评估，是代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按照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对有关部门、
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教育质量、效益，以及发展水平
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 督导评估具有鉴定、 激励、导
向、调控等功能。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单位明确提出：
“对托幼园所进行分级分类验收和年度考核， 目的在
于规范园所的办园行为， 促进园所总结成绩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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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差距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使其明确努力方向，
增强质量意识，自觉改进工作。 ”显然，虽然地区不同，
但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的主要功能都是一样的：帮助
幼儿园改进教育质量（改进功能），判断幼儿园教育质
量水平（鉴定功能），其中，改进功能应是幼儿园教育
督导评估最为重要的功能。 那么，幼儿园教育实际中，
园长们认为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的主要功能应该是
什么？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园长（51.4%）认为督
导评估工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帮助幼儿园改进教育
质量”，但落到实际感受上，则仅有 34.5%的园长感受
到所接受的督导评估是“帮助幼儿园改进教育质量”
的， 高达 64.1%的园长感受到所接受的督导评估主要
是“鉴定幼儿园教育质量水平”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
示幼儿园督导评估工作的功能在政策导向和实际操
作中存在矛盾之处：在政策导向上，政府强调为了“帮
助幼儿园不断提高质量”而进行评估，重视评估的改
进功能；在实际操作中，督导评估工作更多偏于对幼
儿园教育质量水平进行鉴定， 评估的鉴定功能被扩
大，其改进功能相对被弱化。 此外，在认可“当前幼儿
园督导评估工作的实际主要功能是帮助幼儿园改进
教育质量”中，占比相对较高的是区一级幼儿园园长
（40.8%）和市一级幼儿园园长（39.5%），最低的是省一
级幼儿园园长（28.0%）。 42.9%的乡村幼儿园园长和
40.0%的镇区幼儿园园长认可“当前幼儿园督导评估
工作的实际主要功能是帮助幼儿园改进教育质量”，
而持相同感受的城区幼儿园园长占比仅为 30.4%。
60.0%的街道集体办园园长认可“当前幼儿园督导评
估工作的实际主要功能是帮助幼儿园改进教育质
量”，41.4%的教育及其他部门办园园长持认可态度，
民办园园长（32.3%）的认可程度最低。 这提示对省一
级幼儿园、 城区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进行督导评估
时，应更加注意发挥评估的改进功能。

3.� 园长对教育督导评估人员的认识与评价
在我国，对幼儿园进行的督导评估多由教育行政

部门委托评估组进行。 教育督导评估人员是幼儿园教
育督导评估工作的实施者，他们的素质和水平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现场督导评估工作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
幼儿园园长及教职工对督导评估的印象。

在“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育评估人员最应具备的
条件”一项中，41.4%的园长选择了“要了解幼儿园教
育实践工作”，34.6%的园长选择了“要有正确的评价
态度如公正、客观”，22.1%的园长选择了“要有专门的

评价技能和评价知识”。 在“对贵园进行督导评估的专
家最需要改进的方面” 一项中，40.3%的园长选择了
“要更加了解幼儿园教育实践工作”，35.3%的园长选
择了“评价态度应更加公正、客观”，24.1%的园长选择
了“要有专门的评价技能和评价知识”。 访谈过程中有
园长提出， 要提高评估人员的教育诊断与评价水平，
结合幼儿园的实际提出可行的建议或意见，确保受评
的单位得到提升；要加强评估人员的专业评价技能和
评价知识体系，消除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态度应公
正公平， 发现问题时提出的解决方案要有可实施性，
不要以偏概全；要加强对区级评估员的培训，等等。 以
上数据及访谈结果显示，教育督导评估人员各方面的
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4.� 园长对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的认识与使用
督导评估方案是督导评估工作的总体结构与工

作计划，是督导评估工作的关键性指南，其中评估标
准（指标）是督导评估方案的核心内容。 接受督导评估
的幼儿园园长及教师是否了解并自觉使用督导评估
方案及标准，直接影响幼儿园督导评估工作的成效。

针对“您管理幼儿园各项工作时，会以《督导评估
方案》中的相关内容为依据吗？ ”“您在指导本园教育
教学活动时，会以《督导评估方案》中的相关内容为依
据吗？ ”等问题，208名园长都持肯定回答。 但在“贵园
平时是否会依据《广东省幼儿园督导评估方案》进行
自评？ ”一题中，16.8%的园长选择了“不会”，31.3%选
择了“偶尔”，这说明相当部分园长在实际工作中并不
能自觉使用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 针对“贵园教师了
解《广东省幼儿园督导评估方案》的具体内容吗？ ”的
问题，80.5%的园长认为教师了解，17.1%认为教师不
了解，还有 2.4%表示不知道。 此外，调查发现，不同评
估等级、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幼儿园园长的回答有差
异。有 23.2%的区一级幼儿园园长认为教师不了解，明
显高于省一级（13.0%）和市一级（10.5%）；乡村幼儿园
（26.0%）明显高于城区幼儿园（10.8%）和镇村幼儿园
（3.6%）；民办园（24.2%）明显高于教育及其他部门办
园（11.5%）。 上述结果表明，即使是接受过督导评估的
幼儿园， 也并没有真正使用好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
其中，尤其要关注区一级幼儿园、乡村幼儿园以及民
办园对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的学习与运用。

5.� 园长对自评的理解与运用
幼儿园自评是整个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

基础。 研究从自评目的、自评频率、自评持续时间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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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调查了园长对自评的理解与运用。
就“贵园进行自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72.1%的

园长选择了“改进教育质量”，有 26.4%选择了“迎接评
估”。 研究还发现，不同评估等级、不同地域和不同类
型幼儿园园长的选择有所不同。 省一级幼儿园园长选
择自评目的为“迎接评估”的占比（38.0%）远远高于市
一级幼儿园（18.4%）和区一级幼儿园（24.2%）。 城区幼
儿园园长（30.8%）选择自评目的为“迎接评估”的占比
远远高于镇区幼儿园（20.0%）和乡村幼儿园（17.9%）。
教育及其他部门办园园长（29.9%） 选择自评目的为
“迎接评估”的占比高于民办园（27.3%）和村集体办园
（16.7%）。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省一级及城区幼儿
园、 教育及其他部门办园在自评目的方面的偏差更
大。关于自评频率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40.9%的幼儿
园每学年进行一次自评，每 4 年进行一次自评的幼儿
园占比高达 31.1%， 不定期进行自评的幼儿园占比为
28.0%。 在不同评估等级的幼儿园中，每学年进行一次
自评的幼儿园占比最高的是市一级幼儿园（47.4%），
高于区一级（42.5%）和省一级幼儿园（32.0%）。 在不同
地域的幼儿园中，每学年进行一次自评的幼儿园占比
高的是乡村幼儿园（46.4%）和镇区幼儿园（44.0%），均
高于城区幼儿园（38.5%）。 在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中，每
学年进行一次自评的幼儿园占比最高的是民办园
（50.6%），明显高于村集体办园（41.7%）、街道集体办
园（40.0%）、教育及其他部门办园（35.6%）。 总体上看，
幼儿园进行自评的频率偏低，尤其要关注省一级幼儿
园、城区幼儿园、教育及其他部门办园。 从自评持续的
时间来看，一半以上的幼儿园（60.6%）自评持续的时
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及一周左右， 其中 27.9%的幼儿园
自评持续时间为一周左右。 自评持续时间在不同评估
等级、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之间没有明显区
别。 以上关于自评的调查结果提示，在当前幼儿园教
育督导评估工作的实际实施过程中，幼儿园自评流于
表面和形式化，自评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讨论与建议

针对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改进当前的幼儿园
教育督导评估工作，构建更为科学的幼儿园教育评估
体系，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挥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的改进功能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具有判断、导向、改进

三大功能， 可以从多方面推动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发

展。［7�］本调查研究发现，当前的幼儿园督导评估工作
更多地侧重于对幼儿园进行质量水平鉴定的判断功
能，而相对忽视改进功能的发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重判断、轻改进的倾向。 泰勒曾经说过：“评价的目的
不在于证明，而在于改进。 ”［8�］重视幼儿园教育督导
评估的判断、导向功能，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进幼
儿园各项工作，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 此外，本次研究
发现，省一级幼儿园、城区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园长
对“当前幼儿园督导评估工作的实际主要功能是帮助
幼儿园改进教育质量”认可度相对更低，这提醒我们
评估的改进功能可能是“双刃剑”。 顺利通过等级评估
的幼儿园，既可能在后续工作中更加努力地改进所存
在的问题，从而充分发挥了评估的改进功能；也可能
因为已通过了等级评估而不再关注幼儿园所存在的
问题，从而导致评估的改进功能未能发挥。 未能顺利
通过等级评估的幼儿园，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面
对幼儿园所存在的问题， 不断改进幼儿园各方面工
作，评估的改进功能因而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也可能
因未能通过等级评估而失去动力和信心，在迎接下次
评估的过程中只关注要评估且外显的工作，简单被动
地应付评估，从而导致评估的改进功能不能发挥。 我
们认为，只要充分发挥督导评估的改进功能，幼儿园
教育督导评估和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之间才能形成
良性的互动关系，才会真正出现教育督导评估促进教
育质量提升的良好局面。

2.� 加强对督导评估人员的遴选与培训
本次调查的园长对部分督导评估人员的水平及

能力提出了质疑，如质疑督导评估人员不够了解幼儿
园教育实践工作、评价态度不够公正客观等。 也有研
究发现，在幼儿园督导评估中存在着专家遴选标准较
模糊、资质要求偏低的问题；有的地区没有按要求建
立幼儿园督导评估专家库，对幼儿园进行督导评估时
往往临时拉起队伍就开评；有的地区即使建立了专家
库，既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也没有进行相应的系统
培训；等等。［9�］结合本次调查，我们认为，应特别慎重
地遴选评估人员、组织评估专家组。 要明确对督导评
估专家的素质要求，聘请的专家既要具有与其评价工
作范围相称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注意其公正、客观等方
面的品质，以及是否掌握教育评价的理论与技术。［10�］此
外， 组织者还应特别注意做好评估人员的培训工作。
例如，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EYC）学前教育机构标准
与质量认定委员会根据机构标准制定了具体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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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评定人员必须接受全面的训练，及时参加
协会免费举办的认定工作培训班。 又如，《广州市幼儿
园督导评估工作指南》提出，幼儿园督导评估工作的
第一环节，就是在对幼儿园进行实地评估之前，先专
门组织评估组全体成员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明确幼儿
园教育督导的目的和要求，熟悉督导评估方案中各项
评估指标的内涵及评分操作办法，明确评估组成员的
分工等。［11�］

3.� 加强对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的宣传与使用
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应该是各地每一所幼儿园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评价的工具。 多年来，因缺乏相应
的宣传、培训和管理机制，幼儿园对督导评估方案及
标准的使用形成了诸多的误解。 例如，在访谈中，部分
园长认为《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主要是供评估专家
使用的，园长虽有必要了解，但和教师无关，等等。 我
们认为，各地要围绕督导评估方案的有效实施开展系
列宣传及培训，并形成明确的机制。 相关的宣传及培
训不应仅仅针对督导评估方案及标准本身，如对督导
评估方案的使用对象、范围、各项评估指标的意义、评
估方法等的解释，也应包括对幼儿园如何申报等级评
估、如何准备评估、如何接待实地评估等操作过程的
介绍；培训对象既要包括各级督学、幼教行政管理人
员和教科研人员、 准备申报等级评估的幼儿园园长
等，更要覆盖辖区内所有幼儿园的园长、中层干部及
一般的教职员工。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幼儿园督
导评估工作的透明度， 使幼儿园及相关人员真正理
解、接纳督导评估，使“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成为可
能，从而真正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

4.� 强制建立幼儿园自评机制
美国 NAEYC 实施的幼儿园认证明确指出，“自评

是认证工作的核心，目的是为幼儿园所有的工作人员
和幼儿家长提供检查幼儿园工作的机会，明确该机构
的优劣。 自评意味着幼儿园愿意进行自我改进和自我
提高”。［12�］本次调查发现，幼儿园自评流于表面和形式
化。 一般来说，幼儿园自评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促进幼
儿园自我调整、自我改进。 在自评过程中，幼儿园园
长、教师等相关人员对影响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各项要
素如课程建设、师幼互动、环境创设、与家长的互动等
进行全面的检视与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
整改进，进而提高教育质量。 在此过程中，园方要做层
层的发动工作，这是推动幼儿园改进各项工作最为有
利的时机。 二是自评能为实地督导评估奠定良好的基

础。 有效的自评能为实地督导评估提供翔实和必要的
数据及文字资料等基础材料，借助自评资料，督导评
估人员能更为高效地进行再评价， 并得出更加客观、
全面的评价结论。 要更充分发挥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
的改进功能，接受评估的幼儿园必须提前做好自我评
价。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幼儿园及园长缺乏开展有效
自评工作的能力，在组织开展自评时存在着诸多现实
困难。 这提醒幼儿园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组织机构要
采取各种办法，如定期指导、委托相关机构或人员指
导幼儿园开展自评工作， 并强制建立幼儿园自评机
制。 唯其如此，才能使幼儿园增强自我诊断、自我改进
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为科学和客观地判断幼儿园教育
质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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