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响应国家战略
关注儿童早期发展

0-3岁是儿童各项能力发展
的关键期，2016年发布的《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加强儿童早期发展。但当时我

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农村

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基本上还是

一片空白。

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创

始人陈江和始终坚信教育是改

变人生最重要的工具，也是阻断

代际贫困传递最有力的武器。基

于这一理念，结合儿童早期发展

的现状，2019年基金会启动实施
了“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

目。2022年 4月，其与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合作，共同推进项目

规模化建设。

“项目为 0-3岁儿童提供免
费的活动场地和一对一亲子课

程及集体课程，并为家长提供儿

童早期发展的专业指导，希望通

过科学干预保护幼童的发展潜

力，探索适合农村欠发达地区儿

童早期发展的干预模式，从而实

现助力中国未来建设者素质提

升的目标。”北京陈江和公益基

金会秘书长伍伟表示。

中心制为主
家访制为辅

项目在各地建立儿童早期

发展活动中心，并配备专业的养

育师。0-3岁儿童可以在活动中
心自由活动，养育师还会提供一

对一亲子互动课程，定期组织开

展集中活动，为家长提供养育指

导。对于不能来到活动中心的孩

子，养育师则会进行入户家访、

上门送课。

以婺源为例，2022年，项目为
当地建设了 10个活动中心；2023
年，第二批又建设了 8个活动中
心。每个中心配备两位养育师，为

0-3岁儿童及家庭提供服务。
沱川乡慧育希望儿童早期

发展中心是第一批的 10个活动
中心之一，位于沱川乡中心幼儿

园，场地由幼儿园免费提供，建

筑面积达到 89平方米。
在项目的支持下，活动中心

进行了高标准的软硬件装修，配

备了充足的按月龄定制的玩教

具和绘本，为周边 68个 0-3岁
儿童建立了档案并提供服务。

活动中心周一至周五开放，

两位养育师会为常来的孩子提

供每周三次的一对一亲子课程，

激发孩子潜能的同时，为家长示

范科学育儿知识；根据孩子们的

喜爱、季节、节气、节假日等组织

开展集体活动；每个月还会组织

集体生日会。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来，芯

芯特别喜欢这里。在这里学会了

很多东西，像颜色、大小还有动

物。”芯芯妈妈表示，“以前坐不

住，现在很喜欢老师带她读绘

本，老师带其他小朋友的时候，

她就找我陪她一起看。”

两位养育师还会定期到不

能经常来中心活动的孩子家走

访，与家长沟通了解孩子情况的

同时，和孩子一起读绘本、讲故

事、做游戏。

“养育师每周与儿童和照养

人共同开展 30分钟的亲子游戏
活动，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回应性照护的核心内容，

并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情感、认知

和社交刺激。”陕西师范大学教

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史

耀疆表示。

“随着项目的实施，我们确

实看到了每一个项目区孩子的

成长和改变，这对我们做儿童项

目的公益人来说，特别有价值、

有意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秦伟表示。

本地化运营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证儿童早期发展的

理念能够切实落地，充分发挥活

动中心和养育师的作用，项目采

用了本土化的运作方式。

首先是，运营管理的本土

化。项目建立了以县项目管理中

心（根据地方牵头部门确定）联

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的横

向机制，无论是活动中心的选点

布局、建设落成，还是养育师招

聘、儿童招募，亦或是项目宣传

推广与中心日常监督管理等工

作，都在项目管理中心的统筹下

有序推进。

例如，婺源县的项目就是由

县卫健委、县妇联、县慈善会共同

实施，办公室设立在婺源县慈善

会。据婺源县慈善会会长程红亮

介绍，婺源县为了更好推进项目，

一是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相关

职能部门共建共享；二是建立了

养育师考核制度，保证每月完成

服务任务；三是建立了养育师激

励机制，除了项目内的激励之外，

还优先推荐他们参与相关部门组

织的评比表彰活动；四是建立了

例会制度，项目办每月召开一次

工作例会，了解情况，对养育师的

工作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提出改

进措施。此外，项目办还会每季度

对各活动中心进行实地督导，每

月进行微信视频督导。

其次是，养育师队伍的本土

化。项目通过严格筛选、专业培

训、考核激励，培育了一支本土

化专业养育师志愿者力量，直接

面向本地 0-3 岁儿童家庭提供
科学养育指导服务。

“我们的合作伙伴选择的养

育师，本身素质比较高，而且是

本地的妇女，又比较喜欢儿童，

愿意在自己的社区附近为本地

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服务，整体是

比较稳定的。”伍伟表示。

在婺源，养育师们都是由乡镇

中心小学推荐、县项目办考察确定

的。大部分人都有幼儿园代课的经

历，很多人自己就是年轻妈妈。

对于入选的养育师，项目会

为他们提供标准化的入职培训，

以及为期半年的线上督导。此外

还积极开展优秀课程巡演、优秀

养育师评选等活动，采取“传帮

带”“外引内培”等措施，持续提

升她们的专业水平。

再次是，课程内容的本土

化。项目开发了经过“本土化”适

配、兼顾理论与实操、适合中等

受教育程度及以上人群使用的

“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专业人
才培养系列十本教材”。针对 6
月龄到 36月龄儿童每个月龄阶
段的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

感能力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由

248个游戏活动组成的亲子游戏
干预方案。

养育师们还根据所在活动中

心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引入本土化

元素。为了让爷爷奶奶融入到亲

子活动中，秋口镇慧育希望儿童

早期发展活动中心的养育师齐雪

红就用当地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编

童谣———“荡来筛，荡来筛，一荡

荡到婆娘家，婆娘家蒸子果，小姨

家蒸糖膏，放一碗，给妈妈。”随着

童谣的响起，原本只是“看孩子”

的爷爷奶奶也加入到律动中，和

孙子孙女互动起来。

这样的本土化改造比比皆

是———春天采茶、夏天插秧，路

边的花草、林中的小鸟，各种元

素都被齐雪红们融入到课程中；

将 0-3 岁每个月龄的成长知识
制成展板、为玩具配备说明书、

将孩子们的笑脸上墙……活动

中心的所有空间都成了潜移默

化的教育资源。

“把无声的环境变成有声的

教育，让中心更有吸引力了，我

们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齐雪

红高兴地说。

专业化、本土化的措施，保

证了项目的有效运营，越来越多

的 0-3岁儿童及家庭不断受益。
“‘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测评

项目”评估报告显示，接受一年

项目干预后，在“慧育希望”儿童

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上课的 6-36
个月龄儿童在认知、语言、动作、

社会情感及全面发展的得分都

有了明显提升。

“我们希望更多的儿童能够

享受到这种服务，接受干预，从而

更好的成长。”伍伟表示，但一个

项目能够覆盖的群体是有限的，

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我们正在

致力于做好两件事，一是扩大项

目的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项目，

认识到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

撬动更多资源投入这一领域；二

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实验，总结

经验、积累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推动政策的出台。”

秦伟表示，“我们希望通过

试点和探索，与不同部门如卫生

健康、民政和妇联等合作，共同

建设儿童早期发展中心。选址不

仅包括城郊和乡镇，还涵盖了移

民安置点、幼儿园以及村两委等

多样化的地点。我们希望发挥作

为慈善组织试点探索的价值和

意义，与支持方共同探索出适合

中国特色的 0-3岁儿童早期发
展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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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育希望院为儿童早期发展贡献慈善智慧
姻 本报记者 王勇

被妈妈抱着盘坐在地垫上，身旁是十来个和自己一样

的小朋友，在养育师的引导下，一边唱着歌谣，一边

拍拍小手、拍拍肩膀、拍拍肚子、踏踏小脚……2岁多的芯芯

格外兴奋，很快和妈妈互动起来。

这一幕并不是大城市早教机构里的场景，而是江西省婺

源县沱川乡慧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的日常。中心不仅按

照儿童的特点进行了软装，配备了绘本、玩教具、游乐设施等，

还开展一对一课程、定期组织集体活动，免费向周边 0-3岁

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截至目前，这样的活动中心在全国已经有 127个，遍布山

东、江西、贵州、江苏、北京和福建等多个省市。累计培养了

300 余位专业养育师，免费提供了超过 47 万节课程，使

16000余个农村地区的 0～3岁儿童及其家庭受益。

那么，这些活动中心是如何建立并运作的，为农村儿童早

期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慈善组织如何才能在农村儿童早

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野慧育希望冶儿童早期发展中心上课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