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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摇篮中走出的“孩子王” 

幼教行业的“红缨枪”

清华大学建校百年来为祖国培养了17万多

名人才，曾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而红缨教

育创始人王红兵却走了与他的众多校友不同的道

路，涉足教育行业，当了十多年的“孩子王”。

如今，他管理着全国近600家幼儿园、近2万名幼

儿教师和近20万名幼儿。“红缨教育”日益成为

中国幼教行业知名度颇高的连锁品牌。

谈到当时的选择，王红兵说：“十年前，

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的开展素质教育，业内都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义务教育和高中

阶段，那时我就想，我们国家有上千万的学前儿

童，他们也需要素质教育。”多年教育行业的工

作经验给了王红兵敏锐的行业嗅觉和观察力，从

那时起，素质教育在幼儿教育中如何体现，便成

为王红兵始终思考并身体力行探索的核心问题。

关于教育集团的名字“红缨”，还有一小段

渊源。王红兵的名字中有一个“红”字，合伙人

杨瑛女士的名字中有一个“瑛”字，这样就有了

“红缨”的谐音；而他和杨瑛女士都出生在60年

代，红缨枪是那一代人成长中的难忘记忆，所以

双方一拍即合。另外对于这个名字，王红兵还有

自己的想法——投身到幼教行业当中，王红兵希

望自己的探索能够像红缨枪一样给中国的幼教带

来革命。带着这样的初衷和坚持，红缨教育这么

多年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幼儿教育阶段给孩子受益

一生的素质教育。

2011年5月4日，王红兵携新书《从幼儿园到

清华园》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

在该书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学习清华好榜样，

孩子打小就要植入清华的基因。王红兵认为，在

幼儿教育阶段，无论是幼儿园老师还是家长，要

把孩子的习惯养成、身心健康、智力开发，作为

幼儿教育工作的重点。他倡导要从小加强孩子

“五大思维”训练：“站在未来、安排现在”、

“我相信，我看见”、“聚焦才会赢”、“成功

打造中国幼儿园的连锁品牌

——访红缨教育总裁王红兵

○ 本刊记者 李彦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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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北京红缨教育集团总裁。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士学位；1988年

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9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创立红缨，2007年设计并推出

北京红缨幼儿园连锁。4年来，王红兵带领全国近600家红缨连锁幼儿园，为各地家长

提供便捷、规范、温馨、科学的幼儿教育服务，传递着“动力系统、能力系统、知识

系统”三者和谐建构的“3S幼儿科学教育”理念，演绎着红缨人“让幼教赞美生命”

的独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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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功之母”和“方法总比困难多”。	我们的学

校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王红兵指出，	“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的办学理念，“古今会通、中西

会通、文理会通”的教育追求，“相似，创新之

魂”的思维科学，“我是一切的根源，爱是最后

的归宿”的处世哲学，“因为口才，所以魅力”

的时代特色，或许是直面钱学森之问的突破口。

在发布会现场，王红兵与到场的200多位读者交

流教育心得。

创新经营模式：幼儿园连锁经营

由于幼儿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着国

家投入不足、政策偏向等历史问题，在资金、师

资、再培训等环节有巨大缺口。因此，现在全国

的13万幼儿园当中，民办幼儿园就有8、9万所，

占到六成以上。也正是由于这些现实状况，给了

王红兵开拓事业的机会。

与任何刚起步的公司一样，红缨在创始之初

也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做课程研发，就

是做产品。这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只想着

怎么解决问题。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怎么

让幼儿在教育过程中既收获快乐，学到知识，又

体验到素质教育的好处。我们当时只有10个研究

人员，同时开展了10个项目，这些人员还不完全

是专职的，有我以前电脑公司的同事，还有合伙

人杨瑛女士的课题组，两拨人马重新组合后，就

这样提枪上阵了。”

经过10年的钻研摸索，红缨教育紧紧围绕家

长最为关心的早期阅读、数学思维训练、英语启

蒙、创造性思维培养等方面，	研发出了红缨连

锁系列教材。由于红缨始终秉持着让孩子学得开

心、教师教得乐意、家长看得满意的研发理念，

如今，全国有上万家幼儿园在使用这些教材。

在将公司的核心产品——幼教教材做到一定

质量和规模时，红缨遇到了发展瓶颈。“从2001

年开始到2006年，我们一直在专注地做课程研

发，也有了一定成绩。可是到了这时候反而不知

道路该怎么走。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教材做得

越大，盗版就越凶猛。”

迷茫之际，王红兵有幸得到了北大光华管理

学院龙军生教授的点拨，从2007年开始设计并推

出北京红缨幼儿园连锁项目。

“2004年，我们在百望山投资建立红缨幼儿

园，主要是把这里定位为产品研发基地和课程实

验基地。到2007年的时候，也积累了一些发展、

管理幼儿园的实践经验。结合业内很多民营幼儿

园师资短缺、教学理念落后等实际问题，我们决

定将红缨的教育理念、开发成熟又经过教学实践

不断检验的教材，以红缨品牌的整体形象打包输

出，用特许经营（加盟）的方式，在全国发展幼

教事业。”

红缨幼儿园外景 红缨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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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连锁的经营方式已在很多行业存在，但

是用来发展幼教行业的，王红兵是国内第一人。

早在红缨教材面向全国开拓市场时，基于教材本

身的优点、红缨项目研发团队的清华背景，以及

区域代理和专业营销人员的努力，红缨就拥有了

全国范围的渠道和业内的良好口碑，这些都为红

缨幼儿园的整体品牌输出打下了坚实基础。

谈到这种经营模式，王红兵说：“特许经营

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整合资源的办法，是从其他行

业借鉴来的。任何事物都有相似性和关联性；别

的行业能够上市，我们幼教行业为什么不能？别

人在做连锁在整合资源，我们也可以。如果缺乏

可行的条件，我们创造这些条件就行了。”截至

记者采访时，红缨共拥有4家直营幼儿园，在全

国发展了600多家连锁幼儿园，有1万余家教材使

用幼儿园。“我们通过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人才

培养机制和短期培训等方法，为合作的幼儿园提

供专业服务。”这种加盟的方式实现了多赢：红

缨幼儿园的整体品牌影响力在短期内迅速得到提

升；地方幼儿园由于引进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管

理体系，质量越来越好，形成了良性循环；当然

从中受益最多的，无疑是这600多家幼儿园中数

以十万计的孩子。

对于红缨品牌的未来规划，王红兵有自己的

想法：“以前做红缨幼儿园的连锁加盟，是一种

输出品牌价值的过程，现在公司的现金流发展起

来了，时机已经相对比较成熟。所以从2011年开

始，通过直接控股的方式，红缨开始启动大规模

的直营幼儿园计划，目标是打造200家直营幼儿

园。对红缨来说，我们有很好的基层基础；对于

合作的幼儿园来说，不仅给现金入股，又帮他们

管理，也是好事。这就是红缨教育正在探索的商

业模式。”

红缨教育理念：“动力系统、知识系统、能力

系统”三者和谐建构的“3S”幼儿科学教育

在采访中，王红兵问了记者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素质教育？”这不仅是广大教育工作者

关注的基本命题，也是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孩

子甚至祖国未来的宏大命题。对此不同的人也许

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说素质教育是一种能力的

培养，也有人说在素质教育是孩子在学习过程获

得知识以外的东西。而王红兵认为，素质教育不

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口号，他要求园里的老师

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贯穿于每天的教育教学活

动当中。

2001年，王红兵遇到了钱学森先生的高徒、

“相似论”创立者张光鉴，得到了思维方式上的

点拨。“‘相似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事物之

间拥有相似性，大千世界的规律是一样的。我们

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要‘借给孩子一双慧眼’，

让孩子们发现大千世界在本质上其实都一样，很

红缨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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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那就不害怕了。比如我们

红缨会问，大吊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其实只不过

就是加高加固的手而已，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让

孩子发现相似性的规律。我把这种思维的方法推广

到了幼儿教育领域，也推广到了千家万户。”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王红兵和他的研发团队

逐渐摸索出了红缨教育的独特教育理念：“动力系

统、知识系统、能力系统”三者和谐建构的“3S”

幼儿科学教育理念。

“在刚刚恢复高考时，人们特别重视知识，然

后就出现了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再后来倡导素质

教育，要培养能力；但是到了21世纪，人们发现一

个人仅仅有知识、能力还是不够，必须要有情感，

要有爱，要有主动工作主动学习的动力。”

王红兵这样介绍3S系统：“首先要让孩子接

纳老师并喜欢老师，感觉到他们是伙伴和朋友的关

系，传递心中有爱、团结合作、共同分享这些好的

品质，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这

是第一个层面的动力系统，孩子有动力主动学习；

第二个层面是在教学过程中，孩子究竟能从中获得

什么知识，这是知识系统；第三个层面是全面提升

孩子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知识教给孩

子，基本能力也教给了孩子，最后通过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能力的培养，孩子自己就能应对一系列

情况，这样的教育理念就是我们红缨的核心竞争

力。”

红缨教育实例：如何认识“手”？

链接

采访过程中，王红兵给记者“上了

一课”，生动地实例演示了红缨的幼儿教

学是如何进行的。比如在教授“手”这个

概念的时候，红缨的老师不会简单地告诉

小朋友们说这是左手，这是右手，手都有

什么功能。而是通过实验让孩子们自己参

与、体验，认识手的概念，了解手的重要

作用。

“小朋友把手背到后面，你们看

看，没有小手的帮忙，能吃到桌上的苹果

么？”老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时

候有些小朋友会说能吃，有的说不能。但

是在幼教过程中‘能’和‘不能’的界限

不大。有的孩子嘴巴刚一碰到苹果，就说

你看我吃到了，而旁边的孩子可能会说，

他不是吃到，他只是碰到了苹果。这样几

轮下来以后，后面的孩子就知道碰到苹果

了，还得想办法咬一口，没有手的帮忙，

也许就完成不了，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手

的作用。”

相似的问题还有:“如果不用小手帮

忙，能把椅子搬出去么？能不能画个圆

圈，能不能穿裤子？”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们说的能或不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

带着她（他）去探索和体会。接下来老师

就会问：“有小手帮忙和没有小手帮忙感

觉是什么样的？小朋友们，既然小手这么

重要，你们说说该如何保护呢？”

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孩子们通过

亲身体验得到生活经验。让孩子在发现问

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激发潜能、自己

参与，这种方式是红缨教育一贯坚持的做

法。让孩子明白，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止一

个，而是多个。老师就是一个引领者，扮

演着引导学生的角色，努力地让孩子在过

程中获得方法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