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2019年底，宁波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1180
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606 所，

公办园及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数 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万人，覆盖率达

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截至2020年6月，全市省等级幼儿园招生覆

盖率达到 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省二级及以上幼儿园招生覆盖率达到

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75%%%%%%%%%%%%%%%%%%%%%%%%%%%%%%%，实现按规定班额招生和就近入园。

近五年来，宁波新改扩建幼儿园 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485所，其中

新建、扩建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266所，改造

维修幼儿园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219所。

五年来，宁波事业编制专任教师

由2015年的 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4104名增加到2020年的

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4639人。全市幼儿园中事业编制专任

教师持证率从2015年的 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提升到

2020年的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98...............................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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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园及普惠性民办园
覆盖率达90.9%

敞亮的教室里传来老师们的细语轻声，崭
新的操场上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
学期，鄞州横溪镇晨光幼儿园一扫旧貌，焕发
新颜，处处充满着童趣和朝气。晨光幼儿园执
行园长盛莹娜对于此情此景分外感慨。

这所创建于1978年9月的幼儿园，前身是
横溪镇供销社幼儿园，此前经户外活动六七十
个孩子只能挤在教室前的一溜儿水泥地上，快
乐地奔跑在阳光之下是孩子们最大的心愿。如
今，幼儿园告别“老破小”，孩子开心，家长放
心。变化之大，盛莹娜之前是想也不敢想。

破茧而出，华丽蜕变，这是宁波补足补好学
前教育资源的一个缩影。据统计，近五年来宁
波新改扩建幼儿园485所，其中新建、扩建公办
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266所，改造维修
幼儿园219所。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公办园比例较低，宁
波率先在普惠性民办园扶持上寻找突破口。至
2019年底，宁波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1180所，
其中公办幼儿园 377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606 所，公办园及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数
26.5万人，覆盖率达90.9%。截至2020年6月，
全市省等级幼儿园招生覆盖率达到98%，省二
级及以上幼儿园招生覆盖率达到75%，实现按
规定班额招生和就近入园。

市、县两级政府
持续加大财政性经费投入

近年来，宁波各级政府把学前教育补短提
升列入重要的民生工程，包括新（改、扩）建或
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根据规定
要求配套建设幼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
区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
用；以区县（市）为单位，开展城镇住宅小区配
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在全面排摸的基础上，对
未规划、应建未建、建成未移交、没有办成公办
园或普惠性民办园等进行全面整改，所有需要
整改的幼儿园都陆续整改到位。

每个乡镇在建好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的基
础上，根据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进一步规划
建设公办幼儿园或公办中心幼儿园的分园、教
学点，着力解决农村偏远地区幼儿入园和农村
幼儿园低、小、散问题。大力实施“薄弱幼儿园
改造工程”，推进乡镇以下农村幼儿园标准化
建设。积极发挥公办中心幼儿园、优质幼儿园
等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名园办分园、合作办
园、委托管理、连锁办园等多种形式举办幼儿
园。

市、县两级政府还持续加大财政性经费投
入，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较大地改善了学
前教育发展条件。每年各区县（市）财政性学前
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比例均达到8%
以上，有一半区县（市）达到10%以上。有90%
的区县（市）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经费补助标准。

学前教育是一项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
民生工程，牵涉到每一个家长的心。“十三五”期
间，宁波通过合理配置区域内学前教育资源、扩
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强配套园的建设和管理、
推动师资队伍建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形成了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
体，多种类型幼儿园共同发展的格局，满足了老
百姓“好入园”“入好园”的强烈期盼。宁波学前
教育改革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现代金报丨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陆灵刚

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宁波学前教育满足老百姓
“好入园”“入好园”

幼儿园中事业编制专任教师
持证率升至98.1%

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学前教育的“牛鼻子”。“十三
五”期间，宁波不断完善幼儿教师编制补充和工资待遇保
障机制，逐年按照标准补足配齐在编教师缺口，并切实保
障教师待遇，逐年提高幼儿园劳动合同制教师的工资待
遇。

同时，依托高校，扩大幼儿教师培养规模，拓宽师资
补充渠道，提高幼儿教师数量和质量。探索学前教育师范
生定向培养和男幼师专项培养制度，加强农村幼儿园学
前教育专业教师培养和培训。

在多种有效举措下，幼儿教师队伍素质实现整体提
升。五年来，宁波事业编制专任教师由2015年的4104名
增加到2020年的4639人。全市幼儿园中事业编制专任教
师持证率从2015年的94.1%提升到2020年的98.1%。

建立并完善幼儿园
层级辅导网络

根据2018年出台的《宁波市教育局关于深化幼儿园
课程改革的实施意见》，宁波大力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
加快幼儿园内涵建设，确定了40个幼儿园作为市级课改
样本园以及13个市级课改行动研究项目，聘任160余名
专兼职教研员，建立并完善幼儿园层级辅导网络。

同时，全面落实省、市幼儿园课程改革指导意见，建
立、实行幼儿园课程备案审核制，加强课程建设，规范幼
儿园课程实施和保教行为，确立“儿童发展为本”的课程
定位，规范办园行为，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过
度教育，杜绝“小学化”倾向。

目前，全市建立了幼儿园课程改革共同体，由一级或
乡镇中心幼儿园作为核心，其他幼儿园共同参与。一级幼
儿园带领共同体内各幼儿园开展课改实践，共同体内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区域课改良好的氛围和合力；健
全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机制，建立学前教育发展重点监测
评估指标，作为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展学前教育履
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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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