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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对婴幼儿早期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托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成为影响托育服务质量的关键因

素。本文以X托育机构中负责人、教师和家长为对象进行访谈，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整理，建构了托育教师

专业知识体系。研究指出，0~3岁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托育教师需具备涵盖通识性知识、婴幼

儿身心发展知识、养育保健知识等知识的全面专业素养，以满足幼儿的多元发展需求。基于此，本文提

出了包括鼓励师范院校设置托育专业并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托育教师继续教育体系等策略。这些策略旨

在提升X托育机构教师的专业知识，为该机构幼儿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缓解我国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提

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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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society,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nursery teacher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nursery services. This article 
conducts interviews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teachers and parents of X nursery institution, and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view content, constructs a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for 
nursery teacher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period from 0 to 3 years old is a critical stage for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nursery teachers need to posses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covering general knowledge, knowledge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
velopment, and knowledge of child care and health care, to meet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ldre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including encouraging normal universities 
to set up nursery majors and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and improving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sys-
tem for nursery teacher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eachers 
in X nursery institution,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children in the institu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alleviating the current low fertility rate probl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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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尽管国家不断放宽生育政策，减少对养老和育儿的税收，部分地区也提出了生育和育儿的补

贴政策，但是仍没有起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我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中国总和生育率 2020 年跌破 1.3，
2023 年降至约 1.02。”[1]由于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很多家庭存在收入与支出不匹配的情况，对于育儿

存在着普遍的焦虑。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多子多福的观念，他们更加渴望

在各方面取得成就，使自我得到实现。0~3 岁是进行教育的重要阶段，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在迅速发展，

大脑细胞和神经元的联系形成最为旺盛，大脑迅速发育，他们的心理也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三岁

以前也是心理发展的黄金时期，此阶段的婴幼儿需要家长投入百分百的心思去照顾他们。针对这些问题，

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而托育作为照顾和教育幼儿的服务应运而生。托育服务中教师占据了很

重要的位置，他们要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也要悉心照顾幼儿。教师的专业知识要符合 0~3 岁婴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开设的课程模块要体现 0~3 岁婴幼儿年龄阶段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把 0~3 岁婴幼儿独

特的、不同于 3~6 岁幼儿的身心特征和发展规律渗透在教师的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中[2]。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了解托育教师掌握的专业知识需求，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针对 X 托育机构的两位

主要负责人、八位托育教师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家长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通过不同身份的访谈者以

了解全面的需求，进行立体化的分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向琴燕 
 

 

DOI: 10.12677/ass.2025.146519 404 社会科学前沿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 X 托育机构中 15 个受访对象，见表 1。X 机构是贵州省遵义市一个民办托育机构，

成立于 2016 年，成立之初为早教中心，近几年由于托育服务迅速发展转型为托育机构。其中 A 代表托育

机构负责人，B 代表托育机构的教师，C 代表该机构中婴幼儿的家长。 
 

Table 1. Profile of respondents from X childcare institution 
表 1. X 托育机构受访人员情况 

类别 编码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年限 子女月龄 

负责人 
A1 女 42 本科 3 年  

A2 女 49 大专 5 年  

教师 

B1 女 20 大专 5 个月  

B2 女 41 中专 3 年  

B3 女 36 中专 2 年  

B4 女 23 大专 8 个月  

B5 女 42 中专 4 年  

B6 女 35 中专 2 年  

家长 

C1 女 34 大专  10 

C2 女 31 本科  8 

C3 男 35 本科  14 

C4 女 34 大专  22 

C5 男 42 本科  25 

C6 女 41 本科  20 

C7 男 42 高中  36 

3. 托育教师专业知识体系的构成要素 

通过对 X 托育机构的 15 位受访者访谈内容中整理发现托育教师掌握的专业知识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涵盖了多个维度，见图 1。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通识性知识 

通识性知识是指有利于教师教学发展的普通文化知识，教师的通识性知识是教师知识结构中最基础的

部分，是教师所拥有的有利于开展有效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普通文化知识，包括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博的文

化视野[3]。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规定幼儿园教师需要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了解中国教育基本情况；掌握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特点与基本知识；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

识；具有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4]。托育老师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文化素养及现代科学

知识等为教育教学提供了一个基础支持，教师能够更好的理解关于幼儿专业化的知识，提升专业素养。“小

孩子对什么都好奇，有时问的问题把我难住了，下班后我就会去了解下”(B2)。除外，教师还要熟知相关法

律法规知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等中关于幼儿保护、

养育以及自身职责方面的规定，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保障幼儿合法权益。“儿童权益保护知识很重要。

自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调整了孩子的午检流程，有两位老师在场时才能检查隐私部位。”(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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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婴幼儿身心发展知识 

托班教师往往较熟悉 3-6 岁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而对以养为主、教养结合的托育工作的知识和经验

积累不足[5]，难以满足３岁以下婴幼儿科学养育和高质量照护的需求。婴幼儿身心发展知识包括身心发

展特点、语言发展、情绪与情感发展等方面的知识，托育教师深入掌握各方面知识的内涵和特点，并熟

知促进其发展和成长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这儿的孩说话还不连贯，需要教师引导。”(A1)“我们要在孩

子的不同行为中解读出他们的需求，比如频繁夜醒可能是大动作发展前的焦虑。”(B5)教师还应该掌握关

于幼儿个性差异方面的知识，有的幼儿动作发展更加协调，有的幼儿在语言领域更加敏锐等等，只有切

实的了解他们的个性差异，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小一宝贝在进行活动时比较调皮，总爱捣乱，但只要

让他做示范，或者待在他旁边就好很多。”(B4)了解这些知识是教师进行教导和保育的基础，为幼儿设计

个性化方案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 

3.3. 婴幼儿养育和保健知识 

托班教师多为幼儿园内部统筹，对于托班幼儿年龄特点的认知多源于托班保教实践以及自身育儿经

历的经验积累[6]。婴幼儿是未完成的人，很多方面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健康成长关于他们

一生的发展轨迹。教师掌握保健知识至关重要，包括对婴幼儿的营养喂养、睡眠护理、日常照护、常见

疾病的预防措施以及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知识。在对婴幼儿的照顾上，对婴幼儿保证合理的膳食，知道睡

眠时间及最适宜的姿势，掌握其排便规律和便后的清洁方法，知道并能够教会幼儿脱衣、穿鞋等的注意

事项。“我们老师的工作哦必须做到细微，测奶温要用腕内侧，哄睡时的抚触要遵循肠蠕动方向，这些

细节虽小，但是会影响到娃娃的健康。”(A1)在卫生保健方面，了解幼儿常见的疾病和防御方式，熟知晨

检、午检的操作方法，知道幼儿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标准。在安全方面，能够冷静处理幼儿的

突发状况，熟悉急救的方法、如海姆利克急救法，保证托育场所的安全性，为幼儿挑选安全无害的玩具

材料。“上周宝宝在这里突发急疹，贝贝老师很快发现体温异常并物理降温，处理得很专业。”(C1)“小

花老师处理摔伤很有章法，比我处理时科学多了。”(C3)保证幼儿健康成长和安全是进行教育的前提，这

也是家长最在意的一个方面，教师必须拥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对幼儿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3.4. 婴幼儿教育知识 

托育老师不仅要负责对婴幼儿的日常照顾，还要通过科学的指导方法促进他们全面发展。首先，明

确的目标和内容是教师开展工作的核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明确提出促进城乡儿童早

期发展服务供给，普及儿童早期发展的知识、方法和技能。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教师要了解关于 0~3 岁阶段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

包括身体、认知、语言、情感等各个方面。教育目标是否完美呈现在于教师对游戏和活动设计方法的掌

握，充分了解游戏的重要性，知道针对婴幼儿各方面的发展及婴幼儿的年龄和性格特征，活动设计的趣

味性、适宜性等原则设计出创造性的游戏活动。“我家的宝宝语言比较落后，三三老师就专门设计了口

肌训练游戏，还分享给了我们。”(C5)另外，在日常的活动中，观察和评估帮助教师了解婴幼儿的行为表

现以改进活动策略，那么教师学会不同形式的观察、谈话等方法并能够制定观察记录表评估和分析婴幼

儿的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3.5. 家庭与社区教育知识 

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托育老师必须时常与家长沟通，了解婴幼儿在家

的表现习惯，向家长传输科学的育儿方法，在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使得幼儿获得全方面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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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有自己打头的坏习惯，我希望老师可以帮我分析以下并告诉我解决办法。”(C7)托育教师必须掌握

与家长良好沟通的方法，了解科学育儿的获取途径和方式，知道家庭中育儿常常出现的问题并知道解决

措施。“我上班才几个月，正在跟贝贝老师请教和家长沟通的方法。”(B1)另外，教师要学会利用社区资

源为幼儿开阔学习空间，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提升教育质量。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ldcare educators 
图 1. 托育教师专业知识体系建构 

4. 基于儿童发展需求的托育教师专业知识体系建构策略 

4.1. 鼓励师范院校设置托育专业，优化托育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目前，本科院校设置托育专业还较少，中职和高职院校比较多，随着社会对高质量托育的要求，师

范院校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致力培养出更加专业的人才。应该鼓励师范院校设置托育专业，优化课

程体系，强化对理论的学习。首先，公共基础课程帮助学生培养综合素质，必须要保证公共基础课的学

习，例如大学语文、英语、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其次，专业课程是托育教师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途径，

学习 0~3 岁生理及心理发展、婴幼儿卫生与保健等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成长规律和基本的健康护理；

学习婴幼儿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婴幼儿生活照料等为学生提供教育活动指导和掌握实操技能；访谈中，

教师需要从婴幼儿的行为当中来猜测其需求，增加婴幼儿行为观察和分析课程以使未来的教师明晰婴幼

儿的各种表现。同时也要增加一些拓展课程，例如开设儿童文学讲授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歌、童话、

寓言和儿童故事等基本体裁使学生具备运用儿童文学理论指导早期教育语言活动的能力以及培养他们运

用文学素材进行早期教育的能力和初步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力[8]。另外，新教师总存在与家长沟通的问题，

课程中增设家长沟通实务，学生自主收集常见的沟通事情，邀请教师或者同学扮演家长的角色，相互进

行沟通。一段时间后，组织学生到附近的托育机构或幼儿园中进行实践，帮助班级处理家长的问题，并

请机构的教师和家长评价以作为学期考核标准。 

4.2. 完善托育教师继续教育体系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对托育服务人员作出了以下要求：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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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相关管理工作 3 年

以上的经历，且经托育机构负责人岗位培训合格。保育人员应当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

受过婴幼儿保育相关培训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9]。X 托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是具有育儿经验的临时就业

人员，或是专业为学前教育，只了解 3~6 岁幼儿的年龄特征，缺乏对婴幼儿的养育经验。保健人员要求

通过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考试后，便能上岗，而在对他们的考核中对育婴员的最终考核十分形式化，理

论考试主要以常识性知识为主，而实践考试则主要以操作的熟练程度为主要考察标准，基本上所有报名

的学员都可以轻松通过[10]。当下根据托育行业高标准的要求，可对此类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理论上的培训，

帮助其学成婴幼儿基本生长发展特点，学习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对于 0~1 年的新教师，专门对其进行

奶瓶清洗、紧急事件处理等培训，每周选择 2~3 件常见事情进行模拟，每月组织一次场景化模拟流程。

针对缺乏专业教育但有经验的成熟教师，为他们选取一些常见的典例(婴幼儿分离焦虑、入睡困难等)，帮

助和引导教师了解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自考本科、专升本的机会，为有意学习的教

师提供机会。 

4.3. 建立托育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和考核机制 

对教师进行评价是促进教育质量、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在教师入职之前对其进行基本

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的考核，满足考核要求者才能入职。考试内容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婴幼儿基本

教育、保健知识各占部分比例组成，并且针对托育负责人和保健人员的考核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其次，

各级卫生健康委及教育部门应联合托幼机构采用“触碰红线即问责”的师德管理方式，并通过明确责任、

监督实施、追究结果的过程，促进其职业道德与素养的提升[11]。对教师实施过程性评价，建立教师的工

作成长档案、培训考核记录和反思日记，采用电子记录的方式，要求教师每月更新。分别针对不同的教

师设置考核内容，新教师重点考察安全事件发生率及日常照料行为；成熟教师增加个性化的方案设计能

力，在此期间也可以邀请家长对教师进行评估。为了保证考核的专业性，可以制定或者借鉴《教师发展

评估表》，借助专业化考核平台生成考核结果，与教师的薪资待遇挂钩，设置专业成长激励机制。 

5. 结论 

0~3 岁婴幼儿在动作技能、神经系统、语言、认知和思维方面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托育教师在此阶

段对婴幼儿的照顾和教育至关重要。托育教师需具备的多维度专业知识，包括通识性知识、婴幼儿身心

发展知识、养育保健知识和教育知识等。这些知识体系不仅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托

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构建完善的托育教师专业知识体系，本文提出了以下策略：一是

鼓励师范院校设置托育专业，优化课程设置，强化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二是完善托育教师继续教

育体系，针对教师的实际需求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三是建立托育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和考核

机制，通过多维度的评价与反馈，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这些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 X 托育机构

专业成长，做一名高素质的托育教师，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托育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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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X 托育机构托育教师专业知识访谈提纲 
访谈对象：X 托育机构负责人及教师 

1. 您认为托育教师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2. 你是如何理解托育教师专业知识的？ 
3. 为了促进婴幼儿身心发展，您认为托育教师应该掌握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4. 为了对婴幼儿进行日常生活照料，您认为托育教师应该掌握哪些专业知识？ 
5. 为了保证婴幼儿的在园安全和健康，您认为托育教师应该掌握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6. 请您结合聘用过的新教师和有工作经验的教师，对比谈谈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差异。 
7. 您认为托育教师需要掌握哪些通识性知识？ 
8. 除了上述提到的专业知识外，您认为哪些专业知识对于托育教师的工作会有帮助？ 

访谈对象：X 托育机构婴幼儿的家长 

1. 您认为相比在家长，孩子送入托育机构有何不同? 
2. 您认为托育教师需要具备什么以满足孩子的成长？ 
3. 您孩子现在的老师是否符合您预想的标准？如果不符合，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方面？ 
4. 如何评价您孩子的教师处理突发健康情况？ 
5. 您希望教师给您提供哪些方面的育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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