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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视域下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

的研制

丁同芳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淮南，232028；

摘要：幼儿园生活活动质量是幼儿园保教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幼儿园生活活动对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高质量的视角研制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

制作了情景式的调查问卷，听取了专家的意见，确定制定依据，与幼儿园管理人员、教师和专家协商制定了初步

指标并确定指标权重，并对指标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生活常规与管理、互动与支持、健康

与安全 3个一级指标及其包含的 7 个二级指标对幼儿园生活活动质量进行评价是科学合理的。最后提出评价标准

的应用建议，旨在为改善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提供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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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关注过程

质量、重视科学评估、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

当前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幼儿园生活活动是指幼

儿园一日活动中的各个生活环节，包括入园、盥洗、进

餐、饮水、如厕、睡眠、离园等基本常规性活动。幼儿

园生活活动是幼儿在园活动中占比时间最长，影响最深

远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幼儿能够学习到基本的生活

技能，如自理能力、社交技能、自我保护等，同时也有

助于培养幼儿的健康生活习惯和良好的社会行为，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幼儿园的生活活动是幼儿在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质量与幼儿在园的体验和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行

为习惯密切相关。生活活动的价值不仅仅是培养孩子们

的日常自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将生活元素巧妙地融入到

保教活动中，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生活活动的教育潜力，

将生活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然而，当前幼儿园在日常

生活活动中多是教师主导，幼儿跟随，并未关注到以儿

童为中心的理念，忽视了儿童在活动中本身应有充足的

主体性与主动性。现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

存在一日生活中忽略过程性质量的突出问题。因此，建

立一套以日常生活活动为核心的幼儿园生活活动质量

评价标准，对于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 高质量视域下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

价标准的制定依据

2.1 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法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十四五”学前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推动高质

量学前教育的发展，坚持以生活活动为基本活动，进行

科学保教，旨在通过生活化的教育方式，培养幼儿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为其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计划还强调健全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体系，这是

确保教育质量、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关键所

在。

在《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中，贯穿着注

重过程评估的理念。过程性评估不仅关注教育结果，更

关注教育过程，强调对幼儿园提升保教水平的努力程度

和改进过程的关注。这种评估方式有助于激发幼儿园和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其不断探索和创新教育模

式和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1]

2.2 幼儿园的教育目标

幼儿园生活活动是指幼儿在园内进行的日常生活

行为，包括吃饭、睡觉、洗澡、如厕等基本生活技能的

学习和习惯培养。这些活动的目标不仅在于帮助幼儿掌

握基本的生活技能，还在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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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管理能力。
[2]
幼儿园生活活动的目标内容可以从

基本生活技能的培养、习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和安全

性教育四个方面进行制定。
[3]

2.3 教育领域内科学的理论观点

国内外专家学者都认同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主要是

从卫生保健、生活照料、安全防护三个角度来进行评价，

相应的教育质量维度可以被分为是“结构”、“过程”

和“结果”。
[4]
总体来说，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

评价指标从“互动与支持”、“生活常规与管理”和“生

活活动的科学疾病预防”为主要标准。
[5]

2.4 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实践经验

通过幼儿园教师、保育员以及幼儿园管理者的情景

式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的过程，发现他们在教育实践活动

中积累的经验，从这些经验中可以总结出影响幼儿园生

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的一些因素，以及教师在生活活

动评价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以及需要提升和注意

的地方。在对家长和幼儿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家长们

普遍对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工作不太重视。

幼儿园教师、保育员以及幼儿园管理者提供的幼儿生活

活动评价经验，可以为研制出高质量视域下幼儿园生活

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提供思路和基础信息。

3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

3.1 指标体系的设计

3.1.1初步提出指标体系

笔者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文献并对合肥市、滁州

市和淮南市三所幼儿园管理人员、教师与保育员进行了

情景式问卷调查和访谈，对 30 名幼儿进行了细致的观

察。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评价的关键要素，听取了专家

的意见，初步提出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表 1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的初步指标体系

评价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幼儿园生活活

动过程性质量
评价

互动与支持

师幼互动

家园互动

同伴互动

生活常规与管理
生活制度与管理

课程制定与安排

健康与安全
疾病预防与安全

日常照料

3.1.2优化指标

为了优化指标，笔者通过收集观点将初步提出的指

标体系制成收集观点表，分成五个等级，并将问卷发放

给该低于 65%的指标，收集意见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意见统计结果

评价

内容

指标体系 收集观点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非常
重要

重要 一般

幼儿
园生

活活
动过
程性

质量
评价

互动与
支持

师幼互动 78 13 23

家园互动 73 10 25

同伴互动 66 54 34
生活常
规与管
理

生活制度与管理 100 87 10

课程制定与安排 68 69 20

健康与
安全

疾病预防与安全 98 79 17

日常照料 76 88 45

3.1.3评定标准制定

基于上述的调查研究，我们初步制定了幼儿园生活

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如表 3所示。
表 3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互动与支持

师幼互动

找准开展互动的时机

有效性的互动与支持

尊重幼儿差异

尊重幼儿意愿

教师配合

家园互动

家长的支持

寻求家长配合

对家长科学育儿的指导

同伴互动
互动的性质与机会

教师对互动的支持

生活常规与

管理

生活制度和
管理

常规维护

常规实施的弹性与衔接

病儿喂药

常规检查的执行情况

环境创设与氛围营造

观察与记录

课程制定

与安排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活动安排，保持一定的弹性。

将生活活动作为课程的媒介

健康与安全

疾病预防
与安全

卫生消毒

季节病的预防

幼儿卫生习惯培养

安全教育及教师监护

事故处理

日常照料

盥洗照料

如厕照料

午睡照料

进餐照料及适宜的食物

健康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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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确定指标之后，采用归一化法确定指标权重。笔者

邀请具有经验的托班教师对相关要素进行研讨，从七个

一级指标中选取两个认为重要的指标，将获得票数最多

的指标归一化，以得到这些要素各自的权重，二级指标

以同样方法。如表4所示。
表 4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互动与支持 0.24

师幼互动 0.14

家园互动 0.08

同伴互动 0.02

生活常规与
管理

0.39
生活制度和管理 0.237

课程制定和安排 0.153

健康与安全 0.37
疾病预防与安全 0.13

日常照料 0.24

4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质量的

检验

4.1 评价指标体系信度、效度检验

为了评估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评价标准指标体

系的适用性，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6]
，对评

价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测查是至关重要的。信度

指的是评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即评价结果是否一致；

而效度则关注评价是否准确反映了所要评价的内容或

目标。除此之外，我们还咨询了学前教育领域专家的意

见。

为了收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反馈，我们采用了量表

的方式，并向 30 位幼儿园一线教师发放了征询表，这

些一线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反馈对于评估

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成功回

收了30 份量表，达到了 100%的回收率。

4.1.1评价指标体系信度检验

信度（Reliability）是评价一个量表或测量工具

是否稳定、一致和可靠的指标。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研

究中，α系数是常用的信度评估方法。
[7]
α系数越高，

通常表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越好，即量表的可信度越高。

在录入 SPSS 时，为结果赋值通常意味着你需要将每个

指标或变量的得分或数据输入到 SPSS 的相应位置。但

是，对于α系数本身，它并不是一个需要直接录入 SPS

S 的“数据”，而是一个统计量，用于描述你的量表或

测量工具的信度。将结果录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

理。在输入统计数据时，我们需要根据需要设定的顺序

给结果赋予数值。

图 1 可靠性的统计资料

图 2 数值 KMO 与 Bartlett 的检定

图 3 项目的统计资料

α系数越大，所研制的评价指标体系信度就会更高。

通常，只有当基础性研究的信度系数达到或超过 0.80

时，它才会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在探索性研究中，信度

系数仅为 0.70 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低于 0.35 则被认为

是低信度。然而，这一研究结果不得不被否定。整个问

卷指标体系的α系数达到了 0.879（参见图 1），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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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通过观察各个

二级指标中的“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详

见图 2），我们观察到，在“师幼互动”、“家园互动”、

“同伴互动”、“生活制度和管理”、“课程制定和安

排”、“疾病预防和安排”以及“日常照料”这些指标

被删除之后，整个问卷的α系数都有所下降。这证实了

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的七个指标是可

以保留的。因此，本研究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很高的

信度。

4.1.2评价指标体系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测验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即测验对其所要

测试的特征准确测量的程度。统计计算表所得结果，将

结果输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输入统计结

果时，需将结果按照等第赋值
[8]
，因幼儿园生活活动过

程性质量评价标准指标，得到图 3。

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2879.

07，Df 值为 456，显著性概率值 P=0.000。若显著值小

于 0.05，则有效，本研究指标显著性概率值小于 0.05，

是有效的。

表 5 解释总方差的计算结果

元件 起始特征值 选取平方和载入 循环平方和载入

变异 变异 变异

总计 的% 累加% 总计 的% 累加% 总计 的% 累加%

1 5.840 52.25 53.27 5.245 54.01 53.527 4.014 36.72 36.489

2 1.935 17.57 70.86 2.011 17.36 70.86 3.90 34.24 70.86

3 0.751 8.768 78.597

4 0.629 6.475 84.956

5 0.463 5.351 89.888

6 0.299 3.241 93.220

7 0.341 2.83 95.893

如表 5选取 2个主成分，其累积百分比为 70.86%，

能够解释超过七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说明该指标体系的

结构效度良好。

4.2 检验评定标准的质量

评定标准质量的检验包含难度分析，通过在幼儿园

各个年龄阶段的班级采取抽样的方式投放一定数量的

量表，最后对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

4.2.1数据收集

以合肥市、淮南市和滁州市的幼儿园为研究对象，

向三所幼儿园的 30 名教师发放问卷，介绍了高质量视

域下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的研制依据

和过程，阐述了评价标准及其细节内容。最后回收了3

0份问卷，回收率达 100%。

4.2.2分析难度值

本研究采用基本公式法计算评定标准的难度，计算

公式为：P=R/N，其中 P表示难度值用以表示试题的难

度，其中 R代表能较好完成指标的人数，N为参与的总

人数。
[9]
应指出测验之难度与其难度值呈负相关，亦即

难度值愈大，则愈易做；难度值越小，越难做。难度值

详细情况如表 6所示。
表 6 评价标准的难度值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难度值

互动与
支持

师幼互动

找准开展互动的时机 0.60

有效性的互动与支持 0.73

尊重幼儿差异 0.93

尊重幼儿意愿 0.96

教师配合 1.00

家园互动

家长的支持 0.60

寻求家长配合 0.76

对家长科学育儿的指导 0.66

同伴互动

互动的性质是好的 0.76

互动的机会多 0.93

教师对互动的支持 0.66

生活常
规与管
理

生活制度
和管理

常规维护 0.73

常规实施的弹性与衔接 0.76

病儿喂药 0.93

环境创设与氛围营造 0.76

常规检查的执行情况 0.66

观察与记录 0.60

课程制定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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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排 教师对活动安排有一定的变

通意识
0.73

将生活活动作为课程的媒介 0.76

健康与
安全

疾病预防

与安全

卫生消毒 1.00

季节病的预防 0.66

幼儿卫生习惯培养 0.66

安全教育及教师监护 0.93

事故处理 0.60

日常照料

盥洗照料 0.86

如厕照料 0.73

午睡照料 0.96

进餐照料及适宜的食物 0.93

健康的饮食习惯 0.66

从表 6可以观察到，30个评定标准的平均难度值大

约是0.77，其中最高的难度值为 1.0，最低的为 0.6。

总的来看，这些评定指标的难度值范围在 0.6 至 1.0。

5 结论与建议

5.1 本研究所完成的主要工作

本研究首先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接着对幼儿园教师、

管理人员、家长及幼儿，通过问卷、访谈和观察来收集

信息并计算数据。在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后，听取专

家意见。基于发展目标模型，我们构建了一个高质量视

域下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适当调

整指标。

5.1.1建立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研究选择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和淮南

市的三所幼儿园作为研究样本，初步建立了一个用于评

估幼儿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的指标体系。为保证评价

指标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

谈幼儿教育专家、幼儿园管理人员以及教师和保育员等

多种方法，从而得出了一套综合的评价指标。

本研究研制了三个一级指标和七个二级指标的评

价指标体系，即互动与支持、生活常规与管理、健康与

安全；师幼互动、家园互动、同伴互动、生活制度与管

理、课程制定与安排、疾病预防与安全、日常照料。这

些指标具备具体的评定标准，旨在帮助幼儿园自我评估

其生活质量活动的过程，并为同类幼儿园在制定过程性

生活活动评价标准时提供参考。

5.1.2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

本研究对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

一级指标：互动与支持的权重为 0.24，生活常规与管理

的权重为 0.39，健康与安全的权重为 0.37。二级指标：

师幼互动的权重为 0.14，家园互动的权重为 0.08，同

伴互动的权重为0.02，生活制度与管理的权重为0.237，

课程制定与安排的权重为 0.153，疾病预防与安全的权

重为 0.13，日常照料的权重为 0.24。幼儿的成长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他们的各项能力在日常活动中逐渐显现，

而关爱和习惯也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培养的。

5.1.3设定科学合理的评定标准

为了确保评定标准尽可能科学合理，我们征询了专

家和教师的意见，并对评价标准进行了审核，确保每项

标准都易于评价者理解和执行。我们对评价指标进行了

详细描述，并进行了评估。

5.2 评价标准的使用建议

5.2.1强化对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的重视

活动质量要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就需要关注幼儿

园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幼儿园应增强对此评价的

重视，并建立对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系统的科学认

识，有利于提高评价工作的效率，推动幼儿园生活活动

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幼儿园教师与保育员工作任务比较

多，他们往往缺乏对生活活动过程性质量评价的系统理

解与掌握。因此，幼儿园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幼儿园中参

与生活活动的评价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专业

知识和评价技能。其次还可以和当地高校合作，进行理

论知识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的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幼儿

园可以开展教研活动，以高质量视域下幼儿园生活活动

过程性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为主题，在探讨来增强教师

群体对这一主题的思考程度并帮助教师树立科学的评

价理念。
[10]

5.2.2评价结果需要及时合理反馈

评价活动完成后，教师需要反思此过程中出现的质

量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及时反馈，以提升

过程性质量，促进幼儿在生活中的发展。随着幼儿园教

育理念的更新和幼儿身心发展的变化，评价标准也需要

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持续积极关注标准的使用情况，

不断地改进完善。

总之，通过加强重视并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

合理安排评价资源、加强评价人员的培训、注重评价结

果的反馈与应用以及持续优化评价标准等措施，可以确

保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幼儿园生活活

动的质量，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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