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63

我国幼儿园组织文化研究：主题、挑战与展望
高瑾，宋占美，张颖雯，耿晓宇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6

DOI: 10.61369/EST.12210

摘      要  ：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关于幼儿园文化的研究主要采用经验总结或理论思辨的方式探讨其内涵与结构、存在问题与

解决策略、建设路径与形成渠道、特色文化阐释和亚文化说明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缺

乏对幼儿园文化的幼儿园组织特征认识、缺乏对幼儿园文化的系统思考与一致性实践、缺乏幼儿园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未来研究，需要需回应幼儿园组织特征和幼儿园实践、提升对幼儿园文化的理论认识和理论水平、拓宽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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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ver the past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the research on kindergarten culture in our country has mainly 

adopted the methods of experience summary or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to explore its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construction paths and formation channels,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of subculture, etc. Although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till some challenges.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kindergarten culture, a lack of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consistent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culture, and a lac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kindergarten culture.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s of kindergartens,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eoretical level of kindergarten culture,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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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织文化的卓越贡献，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学者开始这一主题的研究，并于90年代中期起，在全国范围内从理论界到实践

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我国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集中在企业和公共部门，并希望通过对组织文化的控制和操作来影响员工的

行为和组织绩效 [1]。随着教育管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我国学校（包括幼儿园）研究也逐渐引入组织文化意识。通过文献查阅，

发现我国学校组织文化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小学及以上的教育阶段，幼儿园教育阶段则相对较少。这值得分析与反思。在现代管理思想

中，幼儿园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具备组织单位的典型特征。由此推论，组织文化亦是幼儿园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本文拟对

幼儿园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和讨论，以期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深入，以及对实践产生启发意义。

一、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主题

针对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研究者以“幼儿园文化”为主题

和关键词，检索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我国有关幼儿园文

化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89年，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去阐发幼儿

园教育对幼儿成长的影响；到2000年，一直保持每年1-2篇文

献的状态；从2001起，相关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从2006

年开始，文献数量一路飙升，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以比上一年至

少高1.5倍的速度增长，进入井喷式阶段；2019年达到高峰，发

表相关文献479篇，2020年446篇，2021年429篇，2022年325

篇，尽管整体有下降趋势，但数量在总体上仍占比很大。文献数

量的变化，可以反映某一时段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有助

于了解某一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态势 [2]。而发文数量呈现出的波

动，在很大程度上跟国家政策层面、教育行政的引导与学者认识

地不断推进密切相关。

经文献分析，得出我国有关幼儿园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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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文化内涵与结构、存在问题与解决策略、建设路径与形成渠

道等三个方面。

（一）幼儿园文化内涵与结构

已有研究中，并没有专门对幼儿园文化内涵进行研究的文

献，而是作为研究的逻辑前提存在，一般居于文献的开篇位置。

幼儿园文化的结构也源自其概念或内涵。经综述文献，关于幼儿

园文化内涵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根据一般文化概念界定幼儿园文化，尤其采用演绎泰

勒式经典文化概念的方式。比如，有学者认为幼儿园文化就是

“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取向下，幼儿园领导、教师、职工及幼儿在

长期教育实践中所创造和享受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3]”，或“在

幼儿园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为

全园师生所共同接受的教学形式、活动方式、园所环境创设及其

所创造的各方面的总和，其核心包括制度文化、课程文化、环境

文化等多方面 [4]。”还有的学者认为幼儿园文化就是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的总和 [5]。或者，将幼儿园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

层次 [6]。这些都是从文化的一般概念出发，在呈现形式上增加幼儿

园这一特殊场域，从而形成幼儿园文化的认定。

第二，根据学校文化的研究界定幼儿园文化，并将幼儿园文

化从属于学校文化的范畴 [7]。最早提出“学校文化”这一概念的是

美国学者华勒 [8]。他认为学校文化就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组织内形

成的特别的文化，包括学校成员共享的价值、信念和行为模式 [9]。

于是，有学者以这样的方式解释幼儿园文化，“园所文化是由全体

成员认同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习惯传

统等凝聚而成的精神力量 [10]”；还有学者认为幼儿园文化为“每

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特殊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有独特的哲学信

仰、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11]。在我国，学校文化的研

究多集中在高校和中小学，幼儿园文化的研究相对比较单薄 [12]，

更多的是在应用其他阶段学校文化的研究成果，即将其他教育阶

段学校文化的研究成果作为说明或操作幼儿园文化的前提。

（二）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与解决策略

已有文献显示，关于我国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描述始

于1994年福建泉州市机关幼儿园李丽蓉老师。她用“当前的幼儿

园文化确实并非一片绿洲”[13] 开始，指出幼儿园物质文化建设“杂

乱无章”、幼儿园课程内容不切实际、幼儿园教师观念与教育行

为水平低下的幼儿园文化建设问题，并且呼吁从物质、制度和精

神三个层次开展幼儿园文化建设。

对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策略的思考在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学者与实践者对幼儿园文化及其功能价值的认识水

平。综述相关文献，可以得出关于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描

述形式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就事论事，零碎且直接点出具体存在的问题。比如，

有学者指出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注重物质、制度文

化建设，忽视精神文化建设；教师专业成长后劲不足，缺乏成就

感；员工职业压力偏高，缺乏归属感 [14]。还有学者认为幼儿园文

化建设存在理解误区、重在标语式建设、侧重形象设计、设置过

多规章制度、与教育教学工作分开的问题 [15]。另有学者指出幼儿

园文化建构存在的问题是：幼儿园教师教学动力不足、规章制度

的贯彻不够彻底、教学物质基础薄弱、课程质量不高、对办园理

念的宣传不够重视 [16]。

第二，依据自身认可的幼儿园文化结构提出文化建设存在问

题的维度。有学者在谈到民办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时，是

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维度出发进行描

述的，如“精神文化建设存在功利化倾向、物质文化建设整体匮

乏、制度文化建设落后、行为文化建设有待加强”[17]，还如“物质

文化建设不足且存在安全隐患、制度文化建设不足且执行不力、

精神文化建设忽视且意识不足”[18]。还有学者认为幼儿园文化建

设上存在“制度文化建设不健全、行为文化建设不完善、物质文

化建设不充足、观念文化建设不先进”[19] 的问题。

第三，根据幼儿园文化建设的问题性质提出问题。如有学者

指出当前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形式化问题、同质化

问题、功利化问题 [20]。这些问题表述均是超越问题提出的维度，

而是对问题现象进行类属处理所得。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策略也均是对照问题提出的角度

和方向而开展的。

（三）幼儿园文化建设路径与形成渠道

分析已有文献，发现幼儿园文化建设路径与形成渠道不外乎

两种类型：内塑型和外铄型。

内塑型是指幼儿园文化建设着眼于幼儿园内部，依据幼儿园

文化建设主体本身对幼儿园文化的认识、理解和需要而对幼儿园

内部的文化要素进行操作的类型。以2022年有关幼儿园文化建设

的文献为例，有将近一半的文献当属这种类型。

外铄型是指幼儿园文化建设的主体认为幼儿园文化建设要充

分考虑外在力量（诸如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域文化等）对幼

儿园课程、教学、游戏、生活、运动、环境等影响，并以此作为

幼儿园文化建设思路的类型。

二、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的挑战

通过上述对幼儿园文化主题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学前教育

领域对文化主题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实践领域。这是一种好的现

象。因为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还是管理学，都已经有大量研

究表明：文化就是“天道”；尽管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发文数量

有所改观，但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仍存在以下挑战，需要引起

重视。

（一）缺乏对幼儿园文化的幼儿园组织特征认识

幼儿园文化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来源于学校文

化（一般为高校或中小学阶段的学校）。对学校文化的研究则来

自人类学和管理学。在我们的研究中，如果从别的领域或范围引

用概念，经常会“遭遇”一个难题，那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认识。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那么围绕研究对象而

开展设计的研究的效度就无法保障。当然，由此而得的研究结果

的效力也有待商榷。这一现象也体现在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的文

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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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述文献发现，对幼儿园文化内涵的认识分为两种类

型，即通过文化概念认识幼儿园文化，和通过学校文化概念界定

幼儿园文化。第一种类型是在文化的大概念中增加了幼儿园这一

场域，将文化这一大概念拉下“神坛”，走进幼儿园这一“小

庙”；第二种类型是将其他阶段学校文化的研究成果套用在幼儿

园身上。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存在适配性问题，即幼儿园文化

的内涵界定都缺乏对幼儿园组织特征的认识。如果在内涵识别上

存在问题，那么，相应地在文化识别、文化选择、文化建设、文

化问题处理上也不能保障文化实践的绩效。

幼儿园组织特征是区别于别其他教育阶段学校以及其他社会

组织单位的特点。从教育学的视角看，幼儿园具有基础性、启蒙

性、全面性、生活性、活动性、直接经验性和潜在性的特征；从

管理学的视角看，幼儿园具有开放性、生产性、专业性和服务性

的特征；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幼儿园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制度

性、关系性、演变性、继承性、补偿性的特征。无论从哪一视角

去解读幼儿园组织，其存在于这个社会及历史长河上的特殊性需

要被特别考虑。换句话说，幼儿园文化研究中不论是从哪种类型

去界定幼儿园文化，都需要将幼儿园组织特征纳入思考的范围，

发生“化学反应”，而不是仅是停留在满足有“物理变化”就可

以了。

（二）缺乏对幼儿园文化的系统思考与一致性实践

已有文献显示，说明或介绍幼儿园文化以及应用或操作幼儿

园文化的大多数文献具有以下五个弱点：第一，对幼儿园文化概

念的演绎大多基于“经验的实在论”或“超验的观念论”展开，

脱离幼儿园自身的活动；第二，对幼儿园文化的表征大多具象在

一些零散的、流动的显性符号中，比如园服、环境艺术展示、档

案盒、园所建筑造型等；第三，对幼儿园文化的认识、理解与对

幼儿园文化的实践脱节或不匹配，经常出现“雷声大雨点小”或

“大认识小行动”的现象；第四，幼儿园文化实践缺乏基于幼儿园

自身特征的顶层设计，或对顶层设计不能一以贯之；第五，对幼

儿园文化认识的应用或操作重过程，轻结果，也几乎不进行目标

达成度测评或有效性检测。这些弱点足可以说明，当前我国幼儿

园文化研究缺乏对幼儿园文化的系统思考与一致性实践。

首先，幼儿园文化的认识和实践需要从切合自身性质的东西

出发。只有如此，才能把幼儿园文化理解为人的创造、人的产

物，幼儿园文化也才能获得区别其他组织文化的所拥有的主体性

特征。换言之，幼儿园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幼儿园这一组织单位的

群体所从事的实践活动。

第二，具象显性符号仅是幼儿园文化的表层部分。沙因从参

与者或观察者可以看到文化现象的程度上，将文化分成了三个主

要层次：第一层次是人工饰物，即可见的或可触及的现象，以及

可观察到的行为，体现在服装、言谈举止和情感展现上的风格；

第二层次是信奉的信念和价值观，包括理想、目标、价值观、抱

负，意识形态或组织哲学；第三层次是潜在的认为理所应当的基

本假设，即无意识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仰和价值观，它决

定行为、知觉、思想、感觉。拿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文献实际与

这一文化层次划分比较，可以得见，大多数文献作者对幼儿园文

化的认识、理解与操作处于第一层次，甚至认为第一层次已经穷

尽了幼儿园文化的横向与纵向范围。从这个角度上可以推论，幼

儿园文化这一概念目前在实践领域仍然是一个高维概念，要想充

分发挥幼儿园文化在绩效上的贡献，还要进一步提升对幼儿园文

化的认识水平。

第三，与认识或观念相脱节的幼儿园文化实践需要追本溯

源，理顺逻辑，从整体着手，向结果要绩效。实践与理论脱节虽

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大多指两个领域因各自的特性不同而存

在的冲突和矛盾。而通过文献可以得知，幼儿园文化领域的实践

与观念的脱节常常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或者同一个群体身上，

即观念或认识如此，而实践是那样。这只能说明三点：一是，实

践主体关于幼儿园文化的认识不深刻、不稳定，甚至不理解、不

认同，只不过人云亦云；二是，实践主体容易将幼儿园文化的认

识及价值上升到“天花板”的位置，这使得“接地气”的实践也

难以企及；三是，实践主体关于幼儿园文化的实践缺少整体思

维、目标和绩效意识，这归属于实践逻辑问题。

（三）缺乏幼儿园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根据所搜集的文献，发现已有关于幼儿园文化的研究具体如

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成文风格上，以经验总结为主。大多数文献遵循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结构行文，包括对幼儿园文化内涵

的解释以及如何建设、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以及

如何解决、幼儿园特色文化阐释及形成或建设过程等等。这些都

具有自身经验或熟悉经验总结的特征，可借鉴及可推广的范围和

证据有限。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研究、概念分析等理论思辨的

研究方法为主，质性和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较少。从科学研

究的特征来看，大多数文献不能称得上是学术性文章。而在少量

的学术性文献上，质性研究几乎为零，量化研究也仅是用调查法

进行简单调查后进行数据分析再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方式会限

制对已有研究成果价值的识别和判断。

幼儿园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促进幼儿健康全面成长、

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解决幼儿园的困境并实现其卓越发展。要达

到这些目的，需要开展严肃、严谨和科学的研究。

三、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展望

随着国家层面要求社会各界对文化的重视，也伴随着新一轮

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幼儿园文化这一主题也将成为学前教

育领域的热点话题。过往，幼儿园文化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成

果，但经综述文献发现，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只不过要确

保研究的方向、程度和深度。

第一，幼儿园文化研究需回应幼儿园组织特征和幼儿园实

践。现代管理学认为，幼儿园这一开放的社会系统不仅有着对组

织内部各要素进行转化的能力，也有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交

换的功能。这是当前幼儿园基本的运行状态。因此，对幼儿园文

化的研究，对于幼儿园内部，也要需要关注结构、人、象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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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等内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和它们与幼儿园文化整体之间关

系；对于幼儿园外部，要关注宏观系统、外层系统、中间系统和

微观系统（除去幼儿园），考虑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它们

之间的关系以及于幼儿园文化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幼儿园文

化研究理应从幼儿园组织本身出发。此外，幼儿园文化研究还要

立足于幼儿园最大的“核心技术”——保育与教育，在保教实践

中践行和发展幼儿园文化。

第二，幼儿园文化研究需提升对幼儿园文化的理论认识和理

论水平。认知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由此，对幼儿园文

化的研究应超越停留表面的层面，深入幼儿园文化本质的探讨，

捋顺幼儿园文化逻辑，明确幼儿园文化价值与幼儿园文化实践之

间的关系。这需要更多的具有理论涵养的学者“进场”研究幼儿

园文化，从总体上提升幼儿园文化的理论认识和理论水平；也需

要加强对实践领域开展幼儿园文化的内涵解读和文化实践逻辑培

训，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文化意识水平和行为水平。

第三，幼儿园文化研究需拓宽研究视野。这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拓宽幼儿园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用多学科理论的

视角透视幼儿园文化，提升幼儿园文化认识的深度和宽度；二

是，积极开展质性研究，为揭示幼儿园文化的本质助力；三是，

深入开展量化研究，探究幼儿园文化的实践绩效或不同幼儿园文

化之间的差异等。当然，也鼓励采取质性与量化结合的研究方

式。重要的是，以实证的研究范式助推我国幼儿园文化研究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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