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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学前教育，
从此有了专门的法律规范。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前教育法》，共9章85条，将自明年6月
1日起施行。

“这对我们幼教人来说是一件值得
庆祝的喜事、大事、好事！”听到学前教育
法出台的消息，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
儿园园长袁芒感慨地说，学前教育工作
者终于有了明确、有力的法律支持与规
范。

幼教一线从业者的欣喜背后，学前
教育立法经过了20年努力：2004年起，全
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持续多
年组织开展学前教育立法调研。2020年
9月，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布。2023 年 8 月、2024 年 6 月，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十次会
议分别对学前教育法草案进行了两次审
议。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的，已是草案三审稿。

为什么要出台学前教育法？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曾表示，近年来，
我国学前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
看仍是国民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入园
难”和“入园贵”的问题仍然存在，与人民
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学前教育立法是对我国学前教育
长期缺乏统一立法保障的重要补充，体
现了国家对学前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
关注，有助于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说，学前教育法
将为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提供法治保障，为学前儿童健康成长创
造更好的条件。

这部法律有何亮点特色？

明 确 学 前 教 育“ 办 什 么 ”“ 谁 来
办”——

如何认识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关
系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关系举办
者责任等关键问题。

学前教育法明确：学前教育是国民
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坚持政府主导，
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
教育。

“这些规定明确了学前教育公益普
惠的性质定位，将有力保障适龄儿童接
受学前教育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最有利
于学前儿童的原则，有利于保障和促进
每一位学前儿童都能依法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获得更全面发展的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
敏评价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
障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对此，学前教育法提出：国家建立
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降低家庭保育
教育成本。

在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梁
慧娟看来，将党中央的部署落实到法律
规定中，有助于切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
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将为广大学前

儿童家长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更好服务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

确 保 学 前 儿 童“ 有 权 利 ”“ 得 保
护”——

小小孩童，最需要全社会呵护。学
前教育法专设了“学前儿童”一章，体现
学前教育立法以学前儿童为中心。

根据学前教育法，学前儿童享有生
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尊重和保护照
料、依法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等权利。

“这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和
尊重学前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在法律框架下，成人更应当尊重学
前儿童的人格尊严，平等对待每一个学
前儿童，听取他们的意见。”梁慧娟分析
道。

有效的幼儿园安全监管，是保障幼
儿身心健康、保障其生存权的关键所
在。针对公众关心的学前儿童人身安全
问题，学前教育法也进行了详细规定，提
出幼儿园应当把保护学前儿童安全放在
首位。

“安全是一所幼儿园的发展之基，守
住了安全底线，才能拓展发展上限。”袁
芒表示，她将对照学前教育法的要求，进
一步完善幼儿园安全制度建设，确保将
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此外，学前教育法还对教师和其他
工作人员作出规定，要求幼儿园聘任（聘
用）园长、教师等工作人员时，应当查询
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并明确了不得
聘任（聘用）的情形。

湛中乐建议，要对幼儿园教职工进
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和资格审查，确保他
们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定

期对幼儿园教职工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和
辅导，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心理问题。

促 进 学 前 教 育“ 有 质 量 ”“ 办 得
好”——

学前儿童处于身体成长、认知发展、
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学前儿童
的保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对此，学前教育法提出，幼儿园应当
坚持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前儿
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安全和劳
动意识。

“这些规定将我国学前教育多年发
展经验和实践探索转化为国家意志，并
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保障学前
教育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有助于整体提
升幼儿园办园水平和保育教育质量。”洪
秀敏说。

在幼小衔接方面，学前教育法明确
规定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
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幼儿园与中小学最大的区别就是
保教结合、保育为先。”袁芒认为，学前教
育法的颁布，有利于纠正和规范近年来

“重教轻保”的倾向，将进一步促进学前
儿童养成好习惯、培养好奇心、塑造好品
格。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2023年，全国
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在园幼儿4092.98
万人，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法治呵护下成长，从优质教育中
成才，有法可依的学前教育，将为“幼有
所育”美好愿景赋予无限动能与希望。

据新华社

酝酿20年终通过
学前教育法明年“六一”起施行

据新华社长沙11月15日电（记者 姚羽）
近一段时间，医生发现越来越多青少年出现腰
椎间盘突出问题。专家提醒，青少年要注意保
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加强腰背部锻炼，预防腰
椎疾病的发生。

“最近我们接诊了一位16岁的腰椎间盘突
出患者，入院时已经痛得直不起腰来。”长沙市
中心医院脊柱外科医生史强介绍，这名身高
187厘米的高中生，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和在
沙发上玩手机等习惯，导致腰椎受损。

“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有明显上升趋
势。”长沙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二区副主任曾
浩表示，仅今年暑假以来，科室就接诊了几十
例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其中16至19岁是
高发年龄段，最小的患者仅12岁。

对于青少年腰椎健康，曾浩建议，首先要
注意休息姿势，建议仰卧时在膝关节和头下放
置枕头；其次是适度锻炼，特别是要加强腹肌
和腰背肌的核心力量。“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
应该首选保守治疗，只有在效果不佳时才考虑
手术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史强建议从学习环境入
手，使用符合人体工学的腰垫和坐垫，保持正
确坐姿。他提醒青少年在学习时要控制时长，
适时起身活动；搬运重物时要注意姿势。

“16岁就得了60岁的病，这绝不是一个玩笑
话。”曾浩表示，面对青少年腰椎健康问题，建议学
校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指导学生科学锻炼；家长也
要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坐姿端正。

16岁患上老年病？
专家提醒重视青少年腰椎健康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的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课间活动（11月11日摄）。
吉林省长春市中小学课间活动时长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各学校纷纷制定多样化、个性化的课间活动内容，

让学生在课间“动起来”“玩起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