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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遍地开花的托儿所都哪去了
我国曾借鉴前苏联模式大规模配置托儿所，如今“幼托需求”引发关注

11

月
20

日是“世界儿童日”。如今随着
“二孩”增多，“幼托难题”引发社会关注，现
实情况是

:

幼托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托
管孩子成为职场父母的一大难题。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借鉴前
苏联经验，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后来，随着国
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集体性托儿所锐减。

那么，曾经遍布全国的托儿所又是
怎么“消失”的？ 新时期下，幼托需求如
何解决？

托儿所与幼儿园
有什么区别？

“托儿所”和“幼儿园”，常被当作可以
通用的概念。 其实二者区别很大。

幼儿园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又称蒙养
园、幼稚园等。

1916

年，北洋政府颁布法
令，规定蒙养园“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
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 此后中国的幼儿
园机构， 大都沿用此项规定， 主要招收

3

岁以上学龄前儿童，而
3

岁以下的婴幼儿
则进入托儿所。

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托
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
职业女性看护孩子。如陶行知所言

:

“女工、

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到小
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
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
的托儿所。 ”

释疑

前苏联曾是
办托儿所最多的国家

前苏联曾是开办托儿所最多的国家。

1935

年， 邹韬奋曾撰文称赞
:

“我们听到
‘托儿所’ 这个名称， 也许觉得意义颇简
单，只是保育婴孩的地方罢了；但在苏联，

‘托儿所’ 这机关却和新社会的建设有很
密切的关系”，“苏联女子参加建设工作
的，女工近六百万人，约占全体工人三分
之一；从事专业的亦近四百五十万人

:

共计
在千万人以上！ ”

前苏联的托儿所全部属于国营单位。

据东北妇联编写的《谈苏联托儿所工作》介
绍
:

“所有的托儿所， 都在卫生机关领导与
检查之下进行工作”，“无论在大小城市或
区，要成立托儿所时，须到卫生机关登记，

经审查合格后，才能开办”。前苏联还规定，

新建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必须包括托儿所
的设置，给儿童用的小床数预留地位”。

背景

1954

年全国建有托儿所
4003

个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

1929

年。 到
了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
机构工厂”， 国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儿
所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当
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
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具体费
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
工厂直接负担。 有统计称，

1949

年
10

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
119

个。

1949

年后，新中国借鉴前苏联经
验， 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截至
1954

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
系统已建有托儿所

4003

个、 哺乳室
2670

个。 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
陆续收归国有。

托儿所的开办， 给妇女及家庭带
来很多便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1955

年的一
份报告中指出

:

“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
意安插编余人员，致使托儿所的编制
一般大于实际需要。 如大同矿务局托
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管理
人员就配备有正副所长、 指导员、管
理员等。 青岛某纺织厂托儿所，安插
冗员太多，用两人专看大门。 ”“由于
编制大，人事费用开支也就多。 工薪
支出一般占到经常费用的百分之七
十五到八十五，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以
上。 ”类似的浪费现象，在公立托儿所
里普遍存在。

1980

年，我国颁布了《城市托儿
所工作条例》

(

试行草案
)

，明确定义“托
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
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全国共
有各类托儿所、 幼儿园

98.8

万多个，

入托儿童
3400

多万人， 入托率

28.2%

。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
属不同部门管理。 厂矿托儿所由厂矿
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

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 街道托儿所
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
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
于本单位。

1980

年入托儿童
3400

多万人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国企
改制等政策的推行， 企业附属托儿所
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
大都不复存在。

据教育部
2005

年第二期《教育统
计报告》显示，相比于

2000

年，短短五
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

56668

所，

锐减
70%

。

就拿上海来说， 近几年上海幼儿
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 入托
规模也随之减少。

2015

年上海独立设
置托儿所只有

35

所， 比
2011

年减少
了

21

所， 托儿数只有
5222

人，比
2010

年减少了
3000

多人。 在
0-3

岁
四个年龄组

80

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

能上托儿所的只占
0.65%

。

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

然而，随着“二孩政策”的出台，人
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不降反升。

那么， 在公办幼托机构缺少的
情况下， 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
作用？ 比如， 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
这部分幼托职能？ 遗憾的是， 大多
数企业不具备这种能力。 即使企业

有意愿也有能力， 也依然面临着资
金、办证、师资、安全、监管等各方
面的难题。

公办福利性质的托儿所已经走入
了历史，而新时期下，幼托难题依然考
验着各方的智慧。

(

据《厦门晚报》

)

现今“二孩政策”出台，幼托需求涌现

相关链接

世界上第一所
幼儿园的诞生

世界上第一所“幼儿
园”，是由德国教育家、现代
学前教育的鼻祖弗里德里
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
尔创办的。

1840

年的一天，福禄贝
尔在路上看到了莱茵河谷
在眼前舒展开来，就像一个
天然花园， 于是他高呼

:

“有
了，有了，学校的名字就叫
作幼儿园。 ”据说，这是“幼
儿园”名称由来的鲜为人知
的故事。

1805

年，福禄贝尔在法
兰克福一所中学开始了他
的教育生涯。

1826

年，他的
代表作《人的教育》出版，使
他获得了创新型教育思想
家的国际声誉。

福禄贝尔将儿童的发
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

婴
儿期、幼儿期和学生期。 他
指出，“儿童早期

(

即幼儿期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人的整个日后的生活，即
使到他将要离开人间的时
刻， 它的渊源都在儿童早
期”。 为了更系统地对幼儿
施以早期教育，他极力倡导
开办幼儿教育机构。

1837

年，

55

岁的福禄
贝尔和同事在勃兰根堡为
年幼的孩子开办了一所游
戏和活动的机构，并找到了
完善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材
料来充分发展他的幼儿教
育思想。 这个机构在

1840

年被命名为“幼儿园”，也就
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幼儿园
的雏形。

然而
1851

年
8

月
7

日， 普鲁士政府以所谓的
“政治和宗教领域的破坏倾
向”为由，下令取缔幼儿园。

福禄贝尔很受打击，于第二
年含恨而终。 遗憾的是，他
没有看到，他的学生及后代
在国际上不断推广幼儿园，

推动了幼儿教育的进程，我
们也因此有了更丰富的“童
年记忆”。

(

据新华网
)

1949

年后，我国
借鉴前苏联经验， 开始
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截
至

1954

年，全国厂矿企
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
建有托儿所

4003

个、哺
乳室

267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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