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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的托育机构多诞生于二胎政策出台后的2015~2024年，行业的规范各个城市陆续出台于2018年以

后，随着过去从野蛮生长到逐渐规范的过程中，经历了市场、政策和疫情的多维度考验，托育机构的发

展也面临一些困境。希望通过本研究探寻托育机构发展所切实面临的问题，找到托育机构较好的组织形

态、运营方式和发展方向，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为托育行业能有更多更好的托位供应提供

经验，为托育机构的发展提供更多决策依据和信息参考，也希望为促进整个托育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提

升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作出绵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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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current childcare institutions were born in 2015~2024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wo-
child policy, and the norms of the industry were introduced in various cities after 2018. With the 
process of growing from barbarism to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past, it has experienced the 
multidimensional test of market, policy and epidem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s also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find out the better organizational form, operation 
mod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propose effective solutions and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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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childcare industry to have more and better provision of childcare places, 
and provide more decision-making basis and informatio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t is also hoped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childcare industry and 
make a modest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early infant develop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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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逐步颁布一系列国家政策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我国的生育政策方向有了重大的转变，逐步推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等政

策，容易出现新生婴儿数量增多的局面，然而，事实上，很多由于工作压力缺乏时间和精力，很难做到

照顾和关爱孩子，关心和陪伴婴幼儿的成长，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托幼机构就像救命稻草一般，需求

越来越需要，需要越来越多[1]。 
《意见》的出台，既可以反映出国家对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越来越重视，也可以反映出进一步

完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政策不再是空白。《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初步建立婴幼儿照料服务政

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婴幼儿照料服务机构[2]。 

1.2. 托育服务质量是婴幼儿持续健康成长的关键 

托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对个人身心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有序运转，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个人而言，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婴幼儿，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婴幼儿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生活经

验，影响了个人对感知觉、记忆力、思考力、个性品质等能力的形成。托育机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组织一日生活和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日常照料、动作语言、认知情感等方面

的支持，影响婴幼儿身心的健全发展，巩固婴幼儿个人态度、情感、性格、能力、行为、习惯的形成基

础，为后续婴幼儿学业水平、健康素质、社会地位、经济成就等方面的发展添砖加瓦，对国民整体素质

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产生间接影响，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同时，对于婴幼儿家庭来说，将婴

幼儿送到托幼机构享受托育服务，不仅影响了家庭成员获得参与社会生产建设的机会，使家庭成员能够

安心参加工作劳动，更重要的是帮助家庭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平衡矛盾，促进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为

婴幼儿家庭的幸福、和谐添砖加瓦[3]。 

2. 0~3 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社会重要性 

2.1. 满足家庭需求 

托育机构为家庭提供专业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满足职场家庭对高质量托育的需求。 

2.2. 促进婴幼儿发展 

托育机构提供科学、专业的育儿服务，促进婴幼儿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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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培养社会人才 

托育机构为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婴幼儿保育员，他们在托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4. 维护社会稳定 

托育机构为家庭提供托育服务，减轻了家庭育儿的负担，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2.5. 促进经济发展 

托育机构的发展也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教育培训、医疗器械等，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

作用。 

3. 0~3 婴幼儿托育机构出现的问题 

3.1. 办托条件良莠不齐 

经过实地走访，Y 市托育机构主要类型有公办园附设托班、民办园附设托班。不同类型的托育机构

所具备的办托条件参差不齐，尤其体现在空间面积、室内设备设施、室外场地等方面。总体来看，Y 市

幼儿园托班整体办学条件较好，为幼儿提供了宽敞的活动空间，室内设备设施齐全多样，区域划分合理

明确，户外场地基本可以满足幼儿户外活动的需要。但提供专门托育服务的托幼机构，虽然投入的设备

设施能满足婴幼儿的基本所需，但教室面积不够宽敞，普遍达不到《托幼机构建筑设计规范》中“托大

班教室面积参照幼儿园活动室最小使用面积为 70 平方米”的具体要求[4]，婴幼儿活动空间狭小，区域划

分不够明显，当婴幼儿数量过多，托育老师管理疏忽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3]。 

3.2. 供需不匹配  

社区托养点存在着有供需不匹配的托育服务数量和内容。  
一是供需数量错配，社区托点由于通常规模不大，且价格便宜，经常出现托位入账、供不应求的现

象；其次，社区托育点由于种种原因，提供的托育服务形式以半日托和计时托为主，而目前的家庭养育

现状希望有更多全日托的服务来满足，能够通过持续的全日生活照料和早期发展启蒙的科学结合来提高

家庭养育质量，目前社区托育点中全日托服务太少，基本以半日托和计时托为主，大量全日托的需求并

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半日托和计时托管来满足。 
二是内容上的供需错配。政府部门是把普惠性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对待，更多的是

解决双职工家庭无暇顾及子女的痛点，以每月 3000 元的普惠价格，为不增加家庭照料负担提供服务。在

政府的定位中，育婴点因地理位置和价格优势，以社区为基础，一般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一收费和定

位，决定了社区托老点的服务重点在于生活照料。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如今年轻的父母也

接触和学习了一些先进的育儿理念，再加上有服务更丰富的社会化托育机构作为对比，父母对婴幼儿的

托育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活照料，而是希望能充分结合 0~3 岁婴幼儿的发展关键期，给孩子更多早

期发展的指导，早期学习的机会，这些诉求往往超出了社区托育点普惠定位下的服务范畴，而不是单纯

的育儿需求。社区托养点由于收费便宜，课程、活动、服务升级没有更多的预算，所以对婴幼儿的照料

服务往往比较单一，缺乏创新性、丰富性的活动，对婴幼儿早期发育的推动、心理情感需求的关注和引

导等方面相对欠缺。而且由于社区托育点场地条件参差不齐，很多托育点不能提供吃饭和午睡的服务，

只能提供半日或计时制的托育，而大多数家庭希望通过计时制或半日制来作为入托的过渡，最终是要孩

子进入全日托的服务范畴，这部分需求多数社区托育点是无法承接的。所以社区托育点的数量在不断增

加，但是服务内容上的供需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本质的解决，而且随着用户群体对托育和婴幼儿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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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更加成熟，其对托育服务质量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虽然社区托育性价比较高，但是对于孩子的

教育，很多家长的期望还是难以妥协，所以在选择社区托育的时候也会有犹豫[5]。 

3.3. 托育机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高 

据研究结果显示，Y 市的托育机构里的托育老师们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已经结婚。他们的学历主要

集中在大专和本科学前教育专业，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格证书，也接受过各种培训。但是，他们对工

资和福利并不是很满意。工作内容很多，主要是帮助婴幼儿养成生活自理能力和卫生习惯。他们觉得工

作虽然辛苦但也很快乐。虽然有些人想要换个工作，但并不是很多。有些人可能会离职，原因是工资太

低、工作太辛苦、照顾婴幼儿的压力太大。托育教师的保育素质整体表现较为出色，但却存在着职业认

同感不足的问题。在家长的评价中，托育教师的工作态度、亲和力以及保育照护能力都得到了一致认可。 
据调查了解到，Y 市的托育教师队伍存在着专业性有待提升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托育教师所持有的资格证书种类繁多，但专业性不够突出。他们持有的证书包括幼儿园及其

他学段教师资格证书、育婴师证、保育员证、早期教育指导师证、心理咨询师证、普通话证书、护理证。

然而，不同类型的证书服务对象、服务场所、工作内容的重点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托育教师

的专业性。 
其次，托育教师队伍的从业经验不足。Y 市托育教师的从业年限相对较短，大多集中在 6 年以下，

对 0~3 岁婴幼儿的照料经验主要停留在自身的育儿经历上。再者，托育教师接受的专业培训不够充分。

托育教师通常接受的岗前培训主要是短期培训和实地观摩，时间比较仓促。一些私立托育机构主要以个

体经营为主，对于新入职的教师不愿承担昂贵的职业培训费用，导致部分托育教师没有接受正规的专业

系统培训就直接上岗[3]。 

3.4. 困难家庭难以支付托育费用 

随着“两胎”政策的实施和天津市人才的引入，出现了“双峰叠加”的现象。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转

变和变革，由于生活方式的分离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强烈追求，社会对托儿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然而，

托育服务的收费各不相同，并非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托育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收入仅够维

持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尤其是对于那些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孩子和双方父母的生活开

支已经让他们捉襟见肘，无法再负担高昂的托育费用。 
高昂的托育费用降低了家庭对托育的需求。尽管父母对托育机构有一定了解，但却选择不将孩子送

去托育，这不仅与他们自身需求有关，也与托育机构缺乏自我完善能力密切相关。很多家长因为钱不够，

没法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学习，而且收费太贵也是个大问题。 
0~3 岁的孩子在接受托育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因此其成本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尽

管低于雇用育婴师的费用，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6]。 

3.5. 教育生态学理论 

教育生态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超常儿童教育需要考虑到个体、家庭、学校

和社会等多个生态因素，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4. 0~3 婴幼儿托育机构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依据 

4.1. 社会化理论 

托育机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婴幼儿的身心发展，帮助婴幼儿更好地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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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培养婴幼儿的社会意识、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素质，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参与社会活

动，并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托育机构需要考虑到婴幼儿的情感、心理和社会性发展，为

婴幼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4.2. 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托育机构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与家庭、学校、社区等其他社会结构共

同构成了婴幼儿成长的环境。托育机构需要考虑到婴幼儿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同社会环境对婴幼儿

的影响，从而为婴幼儿提供更加全面、多元化的教育环境。 

4.3. 社会互动理论 

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中与他人互动，可以促进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情感表达和情感调节能力的发展。 
托育机构需要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互动环境，促进他们与教师、同伴之间的互动，从而培养他们的社会

交往能力。 

5. 0~3 婴幼儿托育机构出现问题的对策 

5.1. 营造优质的办托条件 

目前，Y 市的托育机构办托时间较短，室内设备设施更新且多样，基本上能够满足婴幼儿和托育教

师的日常需求，总体条件较好。然而，室内活动空间和户外场地的安全性还有待提高。 
一是，托育机构在办托条件上必须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时刻留意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定期检查， 

发现环境潜在危险，并及时采取措施改正。 
二是，要增加室内活动空间的充足性。如果无法改变现有托育机构的场地，可以增加每班托育教师

的数量，适当减少婴幼儿的数量，确保每班婴幼儿不超过 18 人，通过提高师幼比例来保证室内活动空间

的充足性。如果托育机构的场地租赁即将到期，可以考虑重新选择位置，新建托班的活动面积应当符合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中对托大班教室面积和幼儿园活动室最小使用面积的具体规定[4]。 

5.2. 发展多种形式托育，改善托育供给不足 

为了改善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目前，

专门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非常稀缺，大部分托育机构都是附属在幼儿园内。目前，公办幼儿园一般不接

收 3 岁以下的孩子，即使有些公办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也难以保证质量。与此同时，托管中心、早教

中心、亲子园等市场化机构正在蓬勃发展。然而，在教育部门监管下的 3 岁以下托育机构主要是托儿所

和私立幼儿园的“小小班”教学。未来，托育服务行业将迎来巨大市场，应该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托育

服务。因此，应该支持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将普惠性托育点建设纳入政府实事项目；鼓励民

办幼儿园托班提供普惠性托育名额。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地点为职工家庭提供婴幼儿福利性的照护服务，

并在条件许可时向附近居民开放。在加大支持对社区婴幼儿看护的力度上，合理而有效地促进公共托育

服务发展。同时政府将鼓励社会力量从地税、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提供专门的托育服务机构，明确托育

机构设置的制度和规则，明确审批权限，规范整治托育服务市场。在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的同

时，进行针对性的规范和指导，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增加托育服务数量[7]。 

5.3. 打造专业化培养体系  

完成了专门的托育人才群体的招募后，即进入到该群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培养，过程中首要的是

明 确托育从业人员的角色、专业要求和岗位职责，让这个人才群体对其所在岗位有清晰的角色认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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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和发展方向，才能在其岗位上谋求长期成长，扎根生长。 
托育老师因其服务对象、工作内容与早教和幼教老师有所不同，因此其工作绩效的评估、工作技能

的培训应当与其他相关的早幼教老师有所区别，更贴合的角色定位、培训内容和激励管理体系才能更好

地有针对性地提升这个群体的工作动力、效率和稳定性。托育老师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职位，需要经历

相对更长的培训学习才能达到胜任水平，而这是老师能够在岗位上有持续的工作动力和信心的前提。因

此，建立一个符合托育岗位需求和个人成长的培训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托

育工作的老师加入这个行业，并在专业领域上不断提升[5]。 

5.4. 增加补贴力度，减轻家庭负担 

首先，需要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加强合作交流和资源共享。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类似于

吸纳残疾人就业的模式，可以挖掘更多托育资源。例如，鼓励大型工业园区、商务楼宇，或者像中石油、

中石化、新天钢等大型企业积极开办保育院、托幼机构，满足内部员工需求，同时也向社会开放招生。

政府可以在加强监管和扶持的基础上，支持企业开办托育机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婴幼儿托育行业。 
婴幼儿的托育服务，无论是在现有幼儿服务机构上的功能拓展还是开启一个全新的行业，都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方向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方向。政

府可以设立专项财政基金，通过项目为该地区的同龄婴幼儿及其父母提供普惠性和非营利性的婴幼儿托

育服务，充分发挥政府财政基金的引导作用。对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给予优惠支持，让所有家庭都能享受

到公共托育服务，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积极研究并制定资金支持政策，包括降低税收、减免租金等优

惠措施，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开设私营托育机构。针对有托育需求的企业、住宅区等，鼓励他们自行或合

作开办婴幼儿托育机构，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开办符合政策和需求的托育机

构[6]。 

6. 0~3 婴幼儿托育机构对策实施的具体效果 

6.1. 提高婴幼儿早期发展 

通过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婴幼儿可以获得更加全面、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促进他们的情感、心理

和社会性发展，有助于提高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水平。 

6.2. 促进家庭和谐 

托育机构可以为家庭提供便捷、专业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减轻家庭负担，使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工作中或自我提升上。这样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增强家庭幸福感。 

6.3. 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托育机构可以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有助于减轻家庭的压力，促进家庭和谐，同时也

可以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 

6.4. 促进婴幼儿教育公平 

托育机构可以为贫困、弱势家庭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机会，缩小不同家庭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

教育公平。 
总之，0~3 婴幼儿托育机构对策实施的具体效果可以体现在提高婴幼儿早期发展、促进家庭和谐、提

升社会整体福利和促进婴幼儿教育公平等方面。这些效果的实现需要托育机构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同

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849


杨听桥 
 

 

DOI: 10.12677/ae.2024.14101849 193 教育进展 
 

参考文献 
[1] 高文兴. 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将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N]. 公益时报, 2019-12-13(002).  

[2] 高佳蕊, 刘梦超, 李子晗. 0-3 岁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21, 42(5): 107-108.  

[3] 李沁瑜. 0-3 岁婴幼儿托育机构保育质量现状及提升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23.  

[4] 董赛微. 基于乡村闲置学校改建的养老托幼复合型设施设计方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21. 

[5] 梁媛. 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困境探究——以上海市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6] 郭栋. 0-3 岁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支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财经大学, 2020.  

[7] 王翊霖. 鞍山市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现状的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鞍山: 鞍山师范学院, 202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849

	0~3婴幼儿托育机构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
	关键词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0~3 Infant and Child Care Institutions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
	1.1. 逐步颁布一系列国家政策
	1.2. 托育服务质量是婴幼儿持续健康成长的关键

	2. 0~3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社会重要性
	2.1. 满足家庭需求
	2.2. 促进婴幼儿发展
	2.3. 培养社会人才
	2.4. 维护社会稳定
	2.5. 促进经济发展

	3. 0~3婴幼儿托育机构出现的问题
	3.1. 办托条件良莠不齐
	3.2. 供需不匹配 
	3.3. 托育机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高
	3.4. 困难家庭难以支付托育费用
	3.5. 教育生态学理论

	4. 0~3婴幼儿托育机构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依据
	4.1. 社会化理论
	4.2. 社会结构理论
	4.3. 社会互动理论

	5. 0~3婴幼儿托育机构出现问题的对策
	5.1. 营造优质的办托条件
	5.2. 发展多种形式托育，改善托育供给不足
	5.3. 打造专业化培养体系 
	5.4. 增加补贴力度，减轻家庭负担

	6. 0~3婴幼儿托育机构对策实施的具体效果
	6.1. 提高婴幼儿早期发展
	6.2. 促进家庭和谐
	6.3. 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6.4. 促进婴幼儿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