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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托幼一体化”是破解我国0~6岁婴幼儿照护与教育割裂问题的关键路径，而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

作为托幼人才供给的主体之一，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建设。本文通过比较芬兰、日本、英国

等国的托幼一体化政策经验，结合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践案例，提出以“课程重构–师资升

级–区域协同”为核心的创新路径，为我国高职院校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托幼一体化”，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课程改革，产教融合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Path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 
Clust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Taking Kunmi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as an Example 

Xinyue Cheng 
Colleg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Kunmi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pr. 15th, 2025; accepted: May 16th, 2025; published: May 23rd,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3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35
https://www.hanspub.org/


成新月 
 

 

DOI: 10.12677/ae.2025.155835 800 教育进展 
 

 
 

Abstract 
“Integrate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is a key path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0~6-year-old infant 
care and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group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the supply of childcare talents, urgently need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systematic reform.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policy of childcare integration in Finland,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com-
bining the practical cases of Kunming Early Childhood Normal Colleg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n 
innovative path with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teacher upgrading-regional coordination” as the 
cor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care integration in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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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托幼一体化是指将 0~6 岁婴幼儿的保育与教育服务系统整合，消除传统“保教分离”的割裂状态，

形成家庭、机构与政策协同的全周期支持体系。其本质是通过资源统筹与制度重构，保障儿童早期发展

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推动教育公平与社会效益提升。这一理念旨在以儿童为中心，弥合照护与教育间的

断层，为高质量早期教育奠定基础。随着人口结构转型与生育政策调整，0~3 岁婴幼儿托育需求与 3~6 岁

学前教育衔接问题日益凸显，传统“保教分离”的二元体系导致儿童早期发展缺乏连贯性，难以满足社

会对高质量早期教育的期待[1]。在此背景下，“托幼一体化”理念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整合 0~6 岁婴

幼儿保育与教育资源，构建全周期、系统化的教育服务体系。这一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家庭“入托难”困

境，还能通过教育资源的统筹优化，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为社会培养更具适应力和创

造力的未来人才[2]。“托幼一体化”是破解我国 0~6 岁婴幼儿照护与教育割裂问题的关键路径，而高职

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作为托幼人才供给的主体之一，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建设[3]。对高职院

校而言，托幼一体化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群突破传统边界，将早期教育纳入培养体系，推动师资培养从单

一“幼教”向“托幼融合”转型，从而为行业输送兼具保育能力与教育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助力教育高质

量发展。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托幼服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通过政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强调通过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2024
年山东省率先出台《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托育服务，并通过财

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机制保障普惠性托位供给[4]。此外，《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

纲》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托幼服务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要求[5]。政策导向下，高职院校被赋予培养“托幼

一体化”师资的核心使命。《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高职院校增设托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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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强化产教融合，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这些政策文本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提

供了行动框架与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在托幼一体化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行政管理层面，上海率先实现 0~6 岁教育机构归

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打破传统卫生与教育分治的壁垒[6]；院校改革层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构建了

“学前教育 + 早期教育 + 托育服务”三位一体的专业群，形成“底层共享、中层分层、顶层互通”

的课程体系，并通过校企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7]；资源建设层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多所院校

推进教学资源库开发，聚焦托幼课程改革与数字化资源整合，为全国专业群建设提供范例[8]。此外，

山东、云南等地通过普惠幼儿园扩容、产教融合研讨会等举措，有效提升了托育服务的覆盖率与专业

化水平。这些成果表明，托幼一体化不仅是理论共识，更已进入实践深化阶段。多数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仍以 3~6 岁为主，0~3 岁托育课程仅占 10%~15% (据 2022 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调研报告》)。尽管现

有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高职院校在托幼一体化专业群建设中仍面临课程体系割裂、师资能力不足、

产教协同机制薄弱等挑战。 
基于此，本研究以国际经验为镜鉴，选取芬兰(依托高福利体系实现保教深度融合)、日本(通过政策

渐进改革推动保育与教育内容衔接)及中国上海(行政整合与资源下沉并行)作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其制

度逻辑与实践路径；同时结合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地域特色，探讨其依托云南“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产教融合平台的建设前景。通过多维对比与本土化创新，旨在为高职院校提供专业群高质量

建设的可行策略，推动托幼一体化从政策愿景迈向教育实践的新阶段。 

2.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本土挑战 

2.1. 芬兰、日本、英国与中国上海托幼一体化政策实践与模式比较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table of the integrate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in Finland,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hanghai (China) 
表 1. 芬兰、日本、英国与中国上海托幼一体化对比分析表 

维度国家 芬兰 日本 英国 中国 

政策与法律

保障 

2013 年将 0~6 岁 
托幼服务统一划归 
教育与文化部管理，

实现行政整合。 
2021 年修订《早期 
教育与保育质量评估

标准》，国家核心 
课程强调跨学科素养

与保教融合。 

2020 年修订《儿童福利

法》，扩大认定儿童园补

贴；2021 年提出《保育士

培养课程改革纲要》，法

律强制私立与公立机构协

同发展。 

2021 年修订《早期基础阶

段教育框架(EYFS)》， 
覆盖 0~5 岁儿童， 
强调儿童本位； 
2020 年提出《职业教育与

学徒制改革法案》， 
高职院校推行“雇主主导”

的学徒制，强化职业技能 
认证。 

2022 年推行《上海市托育

服务条例》，地方立法 
保障托育机构备案制；

2021 年颁布《关于推进 
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

见》，高职院校试点 
“托育服务与管理”专

业，探索“医教结合” 
模式。 

管理机制 

教育与文化部统筹管

理，消除部门分割。 
社区托幼服务中心整

合多方资源。 

厚生劳动省与文部科学省

协作，推动保育与教育内

容衔接。 
私立机构占比高，市场化

与政府补贴结合。 

地方政府与教育标准局

(Ofsted)共同监管，强调机

构发展性评估。 
托幼机构需通过 EYFS 认

证。 

卫健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

管理，但区域政策碎片

化。 
鼓励幼儿园延伸开办 2~3
岁托班。 

课程与教学

特点 

模块化课程设计 
(保育、教育、 
家庭支持)。 
强调游戏化教学与 
个性化发展。 

0~6 岁连贯课程框架， 
融入“食育”“劳动教

育”。 
实践学分占比 40%， 
注重企业需求对接。 

EYFS 框架下课程以“儿童

兴趣”为导向，重视合作与

探究式学习。 
学徒制课程与职业资格

(NVQ 三级)衔接。 

高职院校开设“托育服务

与管理”专业，课程涵盖

0~3 岁托育实务。 
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托

幼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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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师资培养与

高校教育 

教师需硕士学历， 
师范院校录取率仅

10%，强调理论与 
实践结合。 
高职院校与大学合作

培养“双师型” 
教师。 

高职院校与企业 
共建实训基地， 
推行“订单班”。 
“保育士”国家 
考试制度， 
职业资格标准化。 

高职院校实施“学徒制”，

学生需通过 NVQ 三级 
认证。 
教师培训注重儿童观察与 
个性化支持能力。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试点“三位一体”培养

体系，增设《婴幼儿行为

观察与评估》课程。 
双师型教师比例提升至

62%。 

高职教育中

的托幼一体

化体现 

1. 模块化课程设计 
(保育 + 教育 + 家庭

支持) 
2. “双师型”教师培

养(大学与高职合作) 
3.实习占比≥30% 

1. 校企共建“订单班” 
2. 保育士国家资格认证 
3. 实践学分占比 40% 

1. EYFS 框架融入课程 
2. 学徒制培养(NVQ 三级 
认证) 
3. 在线能力档案追踪 

1. “双证融通” 
(教师资格证 + 保育员证) 
2. 托幼联合体试点 
3.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从以上表格(见表 1)可看出，芬兰的整合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教育与文化部统一管理 0~6 岁保教服

务，实现政策、课程、师资标准的全面衔接，强调社会公平与家庭支持(如财政补贴与社区托育)；日本的

保教融合制度则是通过“认定幼儿园”制度整合保育与教育功能，注重课程连贯性与行业标准统一，解

决“保教分离”痛点。英国的早期基础教育框架(EYFS)是以国家课程标准整合 0~5 岁儿童发展目标，强

调观察评估与个性化支持，并通过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保障师资能力[9]。然而，我国主要是通过教师资格

证与保育员证书的融合初步体现托幼一体化。 
政策整合程度方面，芬兰通过行政一体化实现彻底整合，日本依赖法律强制与市场协同，英国以国

家框架(EYFS)统一标准，中国上海则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课程设计逻辑方面，芬兰与英国以儿童兴趣为

导向，日本注重生活技能衔接，中国上海强调实务技能与数字化创新。高校教育模式方面，芬兰与英国侧

重学术与实践深度结合，日本推行校企订单式培养，中国上海通过本土化课程改革填补 0~3 岁托育空白。 
通过提炼芬兰、日本、英国在管理体制、课程衔接、师资认证等方面的共性经验发现，我国需突破

的问题主要包含“政策分治、课程割裂、认证双轨”。 

2.2. 我国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的现实困境 

1) 政策分治导致管理碎片化 
我国托幼服务长期存在卫健部门主管 0~3 岁托育、教育部门主管 3~6 岁幼儿园教育的行政分割，导

致课程标准与师资培养脱节。例如，上海市虽通过地方立法推动托幼联合体试点，但全国范围内仍缺乏

统一的政策协调机制。反观芬兰，其教育与文化部统筹 0~6 岁托幼服务，彻底消除部门壁垒，实现了保

育与教育的无缝衔接。《2023 年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仅有 12%的省份出台托幼一体

化专项政策，政策碎片化严重制约了高职院校的专业群整合[10]。 
2) 课程体系割裂与内容滞后 
据 2022 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调研报告》显示，当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仍以 3~6 岁为主，

0~3 岁托育课程占比不足 15%，且缺乏连贯性[11]。日本通过“认定儿童园”制度构建 0~6 岁一体化课程

框架，将“食育”“劳动教育”融入教学，实践学分占比高达 40% [12]。而我国多数院校尚未形成模块

化课程设计，早期教育内容偏理论化，数字化资源开发不足。英国 EYFS 框架强调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

探究式学习，而我国仅有少数院校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托幼场景。 
3) 师资能力与认证体系双轨并行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普遍偏低，平均为 35%，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 44.2%，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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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养与行业需求脱节[13]。“双高计划”指出：“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14]
教育部“双高计划”明确提出支持高职专业群建设，但托幼一体化领域仍存在课程体系割裂、师资能力

不足等瓶颈。我国 0~3 岁托育服务缺口达 80%，亟需高职院校培养复合型托幼人才[15]。 
芬兰要求托幼教师具备硕士学历，并通过“大学 + 高职”合作强化实践能力；日本推行“保育士”

国家考试制度，实现职业资格标准化。我国则存在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员证“双轨认证”问题，导致师资

能力难以满足托幼融合需求。此外，校企合作机制薄弱，《2023 年产教融合白皮书》显示，仅 30%的高

职院校与托育机构建立稳定合作关系[16]。 
4) 区域资源失衡与产教协同不足 
西部欠发达地区托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滞后。例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虽

开发了全国共享教学资源库，但云南等地仍面临数字化资源匮乏问题。英国通过“雇主主导”学徒制强

化职业技能认证，而我国中西部高职院校因财政支持有限，难以复制上海“托幼联合体”的校企共建模

式。《2022 年全国托育服务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西部地区托育机构覆盖率仅为东部地区的 40%，区域

协同机制亟待加强[17]。 

2.3. 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政策一体化。芬兰的行政整合模式表明，统一归口管理是托幼一

体化的制度基础。我国可借鉴其经验，成立跨部门的“托幼一体化领导小组”，统筹卫健、教育、财政等

资源，制定全国性《0~6 岁托幼服务法》。 
其次，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导向。日本“0~6 岁连贯课程框架”和英国 EYFS 框架为我国

课程改革提供参考。高职院校可设计“保育 + 教育 + 家庭支持”模块化课程，增设《婴幼儿行为观察

与评估》《早期营养与健康》等实务课程。同时，引入芬兰“游戏化教学”理念，开发虚拟仿真资源库，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可依托云南民族文化设计“多元早教”特色课程。 
再次，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深化产教融合。英国的学徒制与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如 NVQ 三级)值得借

鉴。我国需推动“双证融通”改革，将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员证整合为“托幼教师资格证”，并建立国家统

一的考核标准。 
最后，强化区域协同与资源下沉。针对西部资源短缺问题，可参考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区

域监管机制，建立东西部高职院校对口支援平台。教育部“双高计划”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昆明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云南本地幼儿园、社区卫生中心共建“托幼产教融合示范区”，并通过数字化平

台共享课程资源。 

3.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群高质量建设的思考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云南省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幼教师资的高等专科学校。建有百余间现代

化高标准的专业实训室，2024 年 6 月，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主办方之一，主办云南省第一期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保教人员培训项目并圆满成功。2023 年学校率先在全国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行业

牵头成立云南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务副理

事单位、全国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单位。此外，学校开设早期教育专业和婴幼儿

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便于学前教育与早期教育的深度融合。鉴于此，结合学校发展现状和当今托幼一

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如下思考。 

3.1. 顶层设计：政策引领与区域特色结合  

学校建设依托国家《学前教育法》提出的“鼓励幼儿园开设托班”导向，依托《云南省 3 岁以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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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本校将托幼一体化纳入“十四五”专业群建设规划，以及昆明市《关于推

进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支持高职院校增设托育专业”的专项政策，形成“国家–省–市”三

级政策联动机制。通过申报教育部“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800 万

元，用于建设智慧托育实训中心。学校作为“云南省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培养基地”，通过定向培养男

幼师和乡村教师，精准对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幼教师资缺口，2024 年计划招生 91 人，毕业生中已有 40
余人担任幼儿园管理岗位，后期会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力度，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依托学校“云南省学前教育示范性专业群”基础，分阶段推进目标；短期(1~2 年)：重点建设 0~3 岁托

育课程体系，完成《婴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估》《专业综合实训》等 3 门省级精品课程申报；中期(3~5 年)：
形成“托幼一体化”师资认证标准，覆盖云南 60%的县级托育机构；长期(5 年以上)：建成西南地区托幼

一体化人才培养高地，辐射南亚东南亚。此外，基于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定位，开发《少数民族

儿童语言发展支持策略》《跨境民族托育服务案例库》等特色课程，服务边疆地区托幼服务需求。 

3.2. 课程与教学改革：打造“三阶递进”托育课程体系填补 0~3 岁托育空白 

在基础层面，注重理论与技能的结合。目前学校已开设《0~3 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学前儿童卫生

与保健》课程，可在该课程中增设“婴幼儿急救护理技术”“托育机构风险评估”模块，引入芬兰“游戏

化保教”理念，设计“情境模拟 + 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在应用层面，注重实践与认证的深化。参考英国 EYFS 框架，本校新增《0~3 岁婴幼儿保育实务》

《早期教育游戏设计》等课程，并开发“滇西民族育儿习俗”特色模块，融入傣族、白族等民族文化元

素。同时，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婴幼儿急救、亲子互动等场景，实践课时占比从 20%提升至 35% [18]。 
在创新层面，注重科研与服务的结合，依托学校“滇西民族育儿文化研究中心”，开发《云南民族育

儿习俗数字化资源库》，将佤族“背婴仪式”、傣族“草药浴”等传统育儿法转化为教学案例，申报省级

教学成果奖。 

3.3. 双师型教师培养：校企双向赋能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为 44.2%，目前校企合作项目单位较少，双向赋能效果

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可逐步实施“双导师制”，聘请行业专家承担 30%的专业课教学，并将企业案

例纳入校本教材。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依托《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双

师型队伍建设”的政策导向，结合学校“十四五”师资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校内能力转化 + 校外实践

赋能”的双轨培养模式。校内通过“托幼融合能力认证培训”，系统提升教师对《托育机构卫生保健规

范》(国家卫健委 2021 版)和英国 EYFS 早期教育框架的实操能力，要求教师每学期完成专项培训。校外

积极践行校企合作机制，鼓励教师下企业实践，提高教师的实践水平。此外，“双师型”教师比例预期达

到 80%以上，双师型教师培养以“政策驱动–校企协同–能力转化–成果辐射”为核心路径，通过制度

创新、资源整合与生态化协同，实现了教师能力从“单一教学型”向“复合实践型”的转型，为西部高职

院校师资建设提供“云南样本”。 

3.4. 区域协同：构建产教融合生态圈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昆明市直属学校，学校可联合云南省教育厅、卫健委成立“滇中托幼

一体化产教联盟”，整合 12 所中高职院校、50 家托育机构资源，共建共享“云南托幼云课堂”平台。针

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提出“民族文化融入托育课程”是缩小城乡托育差距的可行路径[19]。依托该平台，

开发微课、虚拟仿真项目，服务省内托育从业人员培训。实现科研反哺教学的闭环，成立“托幼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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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将教师转化为教学案例，并联合企业申报专利，如“民族育儿习俗教具包”，实现

“科研–教学–产业”闭环。 
总之，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需以“政策精准化、课程模块化、师资专

业化、协同生态化”为核心路径，通过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课程改革的实践性、师资升级的学术性、区域

协同的开放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南模式”。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跨境托幼一体化服务合作，将

“中国经验”辐射至南亚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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