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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to the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of infants aged 0~6,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as a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is to 
closely link the education of infants aged 0~3 with the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services of children aged 3~6, forming a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odel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versal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practice statu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social demand for childcare services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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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对0~6岁婴幼儿教育与保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托幼一体化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托幼一体化，即将0~3岁婴幼儿的教育与3~6岁幼儿的教育保育服务紧密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一模式的重要
性，不仅体现在儿童的身心发展上，还关系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的构建。论文旨在深入探讨托幼
一体化的研究背景、实践现状、存在问题及重要意义、以期为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论文认为随着社会
对托幼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学前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托幼一体化将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未来需要进一
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托幼一体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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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9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纲要中指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能够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家长对早期教育的重视，人们对婴

幼儿托育教育的需求与期待不断提高。家长不仅希望孩子能

够得到基本的照顾和看护，更期望孩子在早期阶段就能够得

到良好的教育和全面的发展。因此，将 0~6 岁婴幼儿的教

育与保育相互衔接，实现婴儿与幼儿教育的有效融合，实现

普惠性“托幼一体化”成为国际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托幼一体化理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新形势

下人民群众对普惠并有质量的婴幼儿托育教育的需求。通过

统整托幼资源，优化托幼服务，可以有效拓展托幼教育资源，

提升托幼教育服务质量，从而减轻家庭教育养育压力，提振

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促进 0~6 岁婴幼儿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托幼一体化还包括管理体制、财政投入机制、托幼机

构设置、师资队伍以及课程体系的一体化等多个方面，这不

仅有利于提高婴幼儿教育保育的质量，还有利于拓展并优化

托幼服务资源，直接关系千万家庭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经济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托幼一体化研究背景是基于社会进步、家

长需求以及婴幼儿全面发展的多重考虑，旨在通过优化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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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促进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脑科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推进，

0~6 岁婴幼儿教育与保育的重要性已达成普遍共识。国际上

“学前教育”概念范畴由 3~6 岁向 0~6 岁拓展延伸，反映

了对婴幼儿早期教育与保育重要性的普遍共识，以及对儿童

全面发展的关注。为了推动 0~6 岁一体化教育的发展，许多

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家庭选择高质量的托幼服务，同时也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托幼服务的提供。这些政策旨在确保托幼服

务的普及和质量，同时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和法国，政府通过整合管理体制

和财政投入机制，实现了托幼服务的一体化。一些国家制定

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课程标准，确保教育内容既具有连

续性，又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需求。

在 0~6 岁一体化教育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

国外研究强调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确保他们具备相应的教

育和保育能力，以满足婴幼儿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还注重

对 0~6 岁一体化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

行持续的改进。这种评估不仅关注儿童的学习成果，还包括

对教育服务质量、家庭满意度等方面的考量。

中国适龄儿童规模下降，但托育需求尤其是 2 岁及以

下托育存在巨大缺口。目前，中国国内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

试放开登记许可范围，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通过改扩建

后开展托育服务。同时，符合条件的托幼一体化运营模式的

幼儿园可以同等享受财政运行补助政策，并优先争取项目支

持。这些措施有助于推动托幼一体化的实施和发展。此外，

对于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

简化规范卫生保健人员培训和卫生评价工作，取消托幼一体

化机构备案程序等，以减轻托幼机构的行政负担，提高服务

效率。

3 托幼一体化存在问题

尽管托幼一体化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

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现有教师资源不足，教师人员专

业素质有待提高；行政机构对托幼一体化存在政策空白，对

教育课程管理不到位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托幼一体化的深入

推进和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托幼一体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管理机制交叉、保障力度不够：托幼一体化过程中，

管理机制可能存在交叉，导致责任不明确；政策制定方面可

能存在滞后性，无法及时响应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同时，对托幼一体化的财政投入、政策支持等可能不足，无

法满足托幼机构在设施建设、师资培训、运营管理等方面的

需求，可能导致托幼机构运营困难，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影

响托幼一体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托育模式单一、缺乏多元化：目前托育服务模式

相对单一，缺乏个性化的托育服务方案，缺乏多元化和顶层

设计，现有的托育模式这不利于满足不同家庭、不同婴幼儿

的差异化托育需求；而且现有的托育服务内容往往侧重于基

本的照护和看护，缺乏对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关注，不利于婴

幼儿的全面发展。托育服务主要由纯托育机构和幼儿园提

供，缺乏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这限制了

托育服务资源的拓展和优化。

三是托育服务机构设置和管理有待规范：托幼机构既

有公办也有民办，设置和管理标准不一，存在收费差异大、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托育服务机构在场地选择、设施

配备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部分机构存在安全隐患或环

境质量不达标的问题。托育服务机构在人员配置、资质要求

方面存在差异，部分机构保育人员、保健人员等配备不足或

资质不符，影响了托育服务的质量和安全。由于托育服务机

构设置和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监管机制尚不健全，导致部分

机构存在监管空白或执行不力的情况。

四是专业人才缺口大、服务品质参差不齐：人才培养

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导致专业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托幼

一体化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大，但当前市场上具备相关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短缺，现有的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在

托幼一体化方面的人才培养方面可能还存在不足；另外，托

育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专业人才短缺、流动性大、专业

能力不高等问题，影响服务品质。

五是托儿所与幼儿园的教育目标脱节：托儿所和幼儿

园在教育目标上存在差异，托儿所往往侧重于基本的生活照

料和简单的认知启蒙，目标在于让孩子吃饱、穿暖、玩得开

心，并确保孩子的基本安全与健康。而幼儿园则更加注重幼

儿的全面发展，包括智力、语言、身体、情感和社交等方面，

目标更为多元化和长远。另外，托儿所的教育内容相对简单，

以游戏和日常生活为主，方式较为随意。而幼儿园则会有更

系统的教育计划和活动安排，包括各种教学活动、游戏和体

育活动等，以促进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六是软硬件设施不足：部分幼儿园的软硬件设施可能

无法满足托幼一体化的教育需求，尤其是在对 0~3 岁儿童

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方面还存在不足。

综上所述，托幼一体化的研究现状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师资培训、完善政策法规、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工作，以

推动托幼一体化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

会和托幼机构共同努力，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人才培

养和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推动托幼一体化的健康发展。

4 托幼一体化研究意义

托幼一体化，即将 0~3 岁婴幼儿的教育与 3~6 岁幼儿

的教育保育服务紧密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一

模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儿童的身心发展上，还关系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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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的构建。

首先，托幼一体化有助于全面保障儿童的教育和发展

权利。每个孩子都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

的未来和社会的繁荣。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

其独特的发展特点和学习需求。托幼一体化正是基于这样的

认识，将婴幼儿的教育保育工作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注重

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确保他们在各个阶段的成长都能得

到充分的关注和支持。通过托幼一体化，我们能够更好地关

注儿童身体、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他

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助力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取得更好

的成就。

其次，托幼一体化有利于拓展并优化托幼教保服务资

源。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托位短

缺问题日益凸显。许多家庭面临着孩子无人照料的困境，这

不仅给家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托幼一体化通过整合托幼资源，实现婴儿与幼儿教育的有效

融合，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如幼儿园环境、设施设

备、师资等。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托位短缺问题，还能够提升

托幼教育服务质量，为更多的家庭提供优质的托幼服务。

再次，托幼一体化还有助于推进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

的构建。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旨在为广大家庭提供便捷、优

质、可负担的托幼服务。托幼一体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手段之一。通过整合和优化托幼资源，提升服务质量，我

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优质的托幼服务，减轻他们的教

育养育压力，提振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这对于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托幼一体化是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是贯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先行

工程。托幼一体化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它强调儿童发展的

连续性和整体性，注重个体差异和个性化教育，符合现代教

育的发展方向。它的实现需要政府、社会、托幼机构以及家

长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支持。通过树立“托幼一体”的教

育理念、理顺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保障一体化的财政性投入、

构建一体化的办托办园体制和建设一体化的师资队伍等措

施，可以有效推动托幼一体化的进程，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

全面发展。托幼一体化也符合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随着教

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科技进步的推动，教育越来越注重个性

化、连续性和整体性。

最后，托幼一体化还有助于提升社会对婴幼儿教育的

重视程度。通过一体化的教育模式，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

解到婴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提高社会对婴幼儿教育的关注

度。这将有助于推动婴幼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儿童的

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托幼一体化在保障儿童教育和发展权利、

降低办托成本、减轻家庭教育养育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托幼一体化的推进将更有利于拓展优化全国托幼教保服

务资源，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构建更成熟的普惠性托幼

服务体系。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的发展，为儿童的

健康成长和国家的未来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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