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拱墅区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政策解读

一、制定依据

该文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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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7日发布）、《杭州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三

轮行动计划》（杭政办函〔2019〕93 号）制定。在请示市教育局相

关业务处室、征求区司法局意见后，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后，制定拱墅

区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

二、《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三年行动计划》主要有幼儿培养、队伍建设、品牌建设、园舍

建设、等级提升、公益普惠等六方面的内容。

三、《三年行动计划》的四大举措

（一）队伍建设

1.夯实“拱墅幼儿”发展的人才高地。做好管理人才储备工

作，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专业化的园级干部队伍，培育第一、第二层次的园级后备

干部队伍，将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教师放到副园长、园长助理

岗位，为拱墅学前教育储备人才。

2.加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严把教师入口关，依法依规提

高教师准入要求，对民办幼儿园和薄弱幼儿园的教师通过支教、

网片协同、各类培训等措施，提高专业能力，促进各层面教师的

“共同成长”。

3.优化各层面教师研修机制。建立以名师、学科带头人、幼



儿园业务负责人的专项研修为引领，以学时培训为基本途径，以

园本研修为主要研修基地的多层级教师研修机制。发挥幼儿园

“名师工作室”的作用，扎实进行青年教师培养，打造有各自风

格和特色的骨干教师群体。落实园本研修的针对性和质量，开展

网络研修。教育局每年投入专项经费用于幼儿园教师培训，每年

选送 1—2名幼儿园骨干教师到国外进修。

4.构建“拱墅幼儿”教师文化。在辖区内幼儿园形成民主平

等、能思善研的区域研修氛围，在教师中树立尊重差异、理解特

点、关注整体的儿童发展观，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为指导，

引导教师在观察解读儿童的基础上，研究适宜有效的教育行为，

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推动幼儿的发展。

5.提高保教人员的专业性。重视和规范保育员、保健员队

伍建设。按照保育员、保健员工作规范要求，对新上岗人员、在

职人员分别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开展分层教育与职务考评，并

做好后续职业发展规划。

主要依据：《杭州市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杭政办函

〔2019〕93 号)第三部分“加强学前教育保教队伍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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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大

力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

（二）提升质量

1.全面提升保教质量，满足“拱墅幼儿”入好园的需求。

做到全区等级幼儿园在园幼儿覆盖率 99%，幼儿园优质学前教育

资源覆盖率达 90%以上。争创省二级园 10 所、省一级幼儿园 5～

6 所、现代化幼儿园 3 所。



2.扶持品牌幼儿园建设，扩大“拱墅幼儿”社会影响力。

以课程建设为依托，区域性推进品牌项目建设，实施优质幼儿园

培育计划，扶持现有 6 个特级园区及骨干幼儿园立足传统和优

势，调整办园定位、办园结构、办园策略，实施一园一特色，一

园一方案，加大课程研究的深度，通过幼儿园品牌建设形成一定

知名度的品牌幼儿园集群，在区域内形成 3-5 个在省市产生一定

影响力的学前教育品牌项目。

3.培育民办幼儿园领头雁。扶助现存民办园发展、提升，以

“1+N”团队为依托，带领、督促和帮助民办园持续提高软硬件

质量，着眼办园特色，优化团队专业素养。争创优质学前教育资

源，培育 2—3 所具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影响力的高端民办幼儿

园。

主要依据：《杭州市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杭政

办函〔2019〕93 号)第二部分“完善学前教育投入保障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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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

分“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

（三）打造品牌

1.积极推进名园集团化，提高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通

过名园领办、名园托管、幼儿园成长互助共同体等集团化办学模

式，由名园领办新园、弱园，整体提升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学水平，

进一步擦亮学前教育的优质品牌。

2.在幼儿园男教师的培训培养上形成拱墅特色。开展幼儿园

男教师专项研修，办好“幼儿园男教师研修班”。帮助男教师明

确自己的职业规划与期待，挖掘自身特质和兴趣特长，拓展视野



强化能力，通过集中研修、跟岗实践、观摩研讨、自主研修、展

示汇报、考察学习等形式，提升男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

助推个人教育教学风格的形成，使男教师们获得个性化的发展，

分层推出 3—5 名有个人特色的，在省、市有美誉度的男教师。

推出适合的岗位，产生男性副园级及以上干部。

3.爸爸助教、社会助力，开展“阳光融合”教育。在现代教

育理念指导下，根据一日活动的要求，有计划地聘请或邀请一些

热心于幼儿教育的男家长（或男性社会人士），组建成相对稳定

的组织，利用他们在职业、经历、兴趣、爱好、专业优势及家庭

方面的资源，参与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协助教师完成保教任务与

课程开发，推动“阳光融合”教育进程，维持幼儿园教育力量的

性别平衡，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主要依据：《杭州市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杭政

办函〔2019〕93 号)第四部分“深化学前教育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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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优化布

局与办园结构”。

（四）建设园舍

全区 2021 年开工建设 5 所、续建 9 所、竣工 4 所；2022

年开工建设 4 所、续建 5 所、竣工 6 所;2023 年开工建设 3

所、续建 4 所、竣工 7 所。

主要依据：《杭州市发展学前教育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杭政

办函〔2019〕93 号)第一部分“健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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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拓宽途径扩大资源供给”。



四、《三年行动计划》的四大保障

（一）编制配备。加快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核定配备。根

据《教育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

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11 号）和《教育

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师

〔2013〕1 号）要求，科学核定公办幼儿园主要教职工编制，力

争到 2023 年公办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配备到位。

（二）落实待遇。依法保障公办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待遇。

继续落实幼儿园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并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

机制，切实保证公办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工资待遇。落实非事业

编制教师待遇。进一步提高各类幼儿园非事业编制教师工资待

遇，到 2023 年基本实现与事业编制教师工资待遇水平大体相当。

（三）经费保障。

1.加大学前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机制。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事

业费在教育事业费中所占比例，逐步实现比例达到 15%以上。

2.强化学前教育生均日常公用经费投入机制。建立学前教育

预算内生均日常公用经费与本区小学预算内生均日常公用经费

的联动机制，学前教育预算内生均日常公用经费标准达到当地小

学标准。

3.优化民办幼儿园扶持机制。建立民办幼儿园公共财政资助

机制，在规范对民办幼儿园考核的基础上，区财政按民办幼儿园

学籍人数，以本区同级同类公办幼儿园上年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

业费为依据给予不低于 20%基准比例的补助；补助经费重点向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倾斜；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教师培训、教师工资发

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学条件改善等。建立健全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认定和生均经费补助扶持机制，对经审核认定的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其生均办园成本和收

费的差额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符合条件的学籍人数给予补助，并

列入区财政预算。

4.完善监管。建立健全区、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三级网格

化管理体系，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民办幼儿园日常管理工作的规

范化、网格化、精细化，形成分级监管、责任明晰、定位准确、

高效运转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强化对幼儿园教职工资质和配备、

收费行为、安全防护、卫生保健、保教质量、经费使用以及财务

管理等方面的动态监管，完善年检制度。

主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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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健全经费投入长效机制”，第六部分“完善

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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