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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幼儿园课程

追溯历史 , 抚昔追今 , 百年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

史会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 , 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

以前做了什么 ,今后还需要再做些什么。未来与过去是一

脉相通的 ,我们不能割断这种历史的联系。我们需要冷静

地回顾与反思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所走过的路 , 总结经

验 , 吸取教训 , 在继承历史遗产与经验的基础上 , 既立足

中国实际 , 又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幼儿园课程。

(一)

纵观中国幼儿教育的百年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出 ,

幼儿园课程改革是历次幼儿教育改革的核心与突破口 ,

也是贯穿百年幼儿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百年中国幼儿

园课程改革过程既是一个从模仿、移植到不断实验、改进

的过程 , 也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

程 , 更是幼儿园课程中国化的过

程。

1904 年元月 13 日 , 我国第一

个幼儿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

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布 , 其中规

定了蒙养院的保育教导要旨及条

目 , 提出了蒙养院体、智、德、美等

方面的课程目标、内容及教学方

法。蒙养院的课程包括游戏、歌谣、

谈话、手技。清末的蒙养院课程基

本上是借鉴日本明治 32 年 (1900 年)《幼稚园保育及设备

规程》而制定的 , 尽管带有模仿与移植的倾向 , 却是我国

教育制度史上最早的幼儿园课程。

20 世纪 20、30 年代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民

主、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 , 西方蒙台梭利、福禄贝尔及杜

威等人的先进教育思想传入我国 , 引起了教育界人士对

当时我国幼儿教育实践的反思。以陶行知、陈鹤琴、张雪

门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家针对当时我国幼儿园课程外

国化、宗教化及非科学化的弊端 , 躬身实践 , 借鉴西方先

进的教育思想 , 结合我国幼儿园课程实际 , 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运动 , 形成了单元中心制课程、行为

课程等课程模式。这一时期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创造了旧

中国幼儿园课程的辉煌成绩 , 开创了幼儿园课程中国化、

科学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 , 教育部于 1932 年 10 月正式

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此后又在 1936 年作了修订。这是

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第一个幼儿园课程标准 , 它使我国幼

儿园课程摆脱了近三十年的混乱局面 , 有了中国化的幼

儿园课程标准 ,它对我国 30、40 年代直至解放前幼儿园课

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经历了以老

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 , 以借鉴苏联教育经验为主 ,

到全盘抛弃陈鹤琴等人创制的单元中心制课程 , 全面系

统地学习苏联分科课程的过程。在苏联幼教专家的指导

下 ,教育部制定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以下简称《暂

行规程》) 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 (草案)》(以下简称《教

学纲要》) ,并于 1952 年颁布、实施。《暂行规程》和《教学纲

要》指出了幼儿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幼儿的健康和幼儿

身心的正常发育 , 规定了幼儿园的课程包括体育、语言、

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等六科 ,并详细规定了各

科的目标、教材大纲、教学要点与设备要点。各科内容注

重纵向的系统性 , 按照各自的体系和幼儿年龄特点提出

要求 ,按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

抽象的原则进行编排 ,然后制定严密的学科工作计划。强

调通过必修作业与选修作业来达成教学目标。20 世纪 50

年代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奠定了新中国幼儿园分科课程的

格局 ,它对中国的幼儿园课程影响极大。

文化大革命中 , 我国的幼儿教育遭受了一次空前的

浩劫 , 幼儿园课程处于无序状态 , 原有的课程体系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从 1978 年“拨乱反正”及 1981 年《幼儿园教

育纲要 (试行草案)》颁布实施以来 ,幼儿园课程改革便成

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幼儿教育园地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20 世纪 80 年代 ,跟国外交流的日益频繁 ,西方先进

的儿童心理理论、教育理论逐渐引入我国 , 对我国原有的

幼儿园课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国的幼儿教育工

作者在重新评价、学习、探讨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幼教思

想的基础上 , 借鉴、吸收西方很多教育理论与课程理论 ,

针对幼儿园课程实践中重知识轻能力 , 重上课轻游戏及

其他活动 , 内容上六科割裂 , 组织实施单调划一等弊端 ,

开展了幼儿园课程改革。南京师范大学与南京市实验幼

儿园率先开展了“幼儿园综合教育结构”的探讨 , 北京市

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开展了以常识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教育

课程探讨 , 上海市长宁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幼儿园综合

性主题教育”试验 , 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开展了“单元教育

课程”的试验 ,武汉、天津、重庆等地也开展了综合教育实

验。另外 ,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还进行了“农村学前一年

综合教育课程”的实验。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幼儿园课

程改革突破了自 50 年代以来分科课程一统天下的状况 ,

强调整体性、联系性 , 强调幼儿主动性与教师主导作用的

发挥 , 重视幼儿的自主活动 , 从而开创了中国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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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回顾及反思
王春燕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90 年代前、中期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主要是在贯彻落实

《幼儿园工作规程 (试行)》的过程中进行的。幼教工作者

在课程改革中以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 ,借鉴

泰勒的课程设计理论、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儿童生态学

理论、系统论及相关的游戏理论、情感智商理论等 ,重视课

程对幼儿整体发展的作用 , 注重课程内容的整合 , 强调幼

儿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 ,强调幼儿情感的培育及游戏活

动、日常生活活动在课程实施与幼儿发展中的作用。这一

阶段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主题更加鲜明 , 出现了游戏课程、

情感课程、领域课程、生活·学习·做人课程、生存课程等

多种课程实践。

90 年代后期 ,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 ,国际上新的

教育理论与观念不断传入我国。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

理论”和社会建构论、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意大利瑞吉欧

教育理念及方案教学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幼儿园课程

改革。90 年代后期的幼儿园课程更加重视幼儿认知的主

动建构 ;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团体合作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

倡导幼儿运用多种方式进行认知、表达与沟通 ; 重视幼儿

作为完整的、多元智能发展的主体参与课程活动 ; 课程注

重预设性与生成性的统一 ; 注重幼儿在充满兴趣的、积极

主动与教师、同伴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与体验 ; 教

学中注意幼儿想像力及创造力的提升 ,注重幼儿完满人格

的形成。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使 90 年代末直至新世纪初的

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态势 , 多种

形式的幼儿园课程格局逐步形成。幼儿园活动整合课程、

田野课程、探索型主题活动等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幼儿园课

程改革实践的典型。

20 世纪 90 年代 , 中国的幼教工作者在不断吸收和借

鉴世界先进教育理论及幼儿园课程研究成果的同时 ,不断

探求幼儿园课程中国化的道路 ;在对幼儿园课程改革不断

自我肯定、自我完善的同时 ,不断地反省、思考 ,从而使幼

儿园课程改革成为幼教工作者不断充实、提升教育理念的

过程 , 成为教师自我成长的过程 , 成为不断服务幼儿园课

程实践、指导课程实践的过程。2001 年 9 月颁布的《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幼儿园课程改

革的结晶。它不但总结了 20 世纪 90 年代幼儿园课程改革

的经验 , 体现了幼儿园课程新理念 , 而且将作为幼儿园课

程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今后的课程改革。中国幼儿园课程正

在从封闭走向开放 , 从预设走向生成 , 从关注课程的结果

走向关注课程情境的变化 , 关注课程进行中幼儿的经验、

兴趣及需要 ,课程有了不确定性。教师与幼儿已成为幼儿

园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课程意义的创造者。同时 ,通

过幼儿园课程改革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三级幼

儿园课程并存的局面正在形成。

(二)

当然 ,客观、冷静地看待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 ,我们会发现 ,幼儿园课程

改革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

11 课程理念与课程实践脱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中 , 课程理念与实

践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如在理念上 ,人

们倡导在教学中要尊重幼儿的想法 ,

注重培养幼儿的批判意识 , 但课程实

践层面却没有这样做。幼儿源自其经

验的、感兴趣的话题常常被忽略 ,幼儿

丰富的想像常常被制止 , 甚至被当作

与教学内容无关的“瞎说”, 教师不太

尊重、也不设法满足幼儿的需要 ,幼儿

成了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再如在理念

层面上强调课程的内容应来自幼儿的

生活经验 ,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利用生活进行教育 ,但在

课程实践层面 , 当幼儿热衷于表达自己的具体经验时 , 教

师却往往对这些经验不屑一顾。这种脱节致使课程改革的

效果大打折扣。

21 农村幼儿园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们尽管也注意到农村学前一年

课程的研究 , 但更加关注的还是城市幼儿园的课程改革 ,

对面广量大、基础差、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的课程改革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致使当前的农村幼儿园课程在课程观

念、课程实施、课程模式等方面与城市幼儿园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因此今后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大力推

进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发展与改革。

31 存在注重课程形式而失却课程精神的现象。幼儿

园课程改革关键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实质 ,而不在其名称的

新异。课程改革如果仅仅追求花样翻新的形式 ,追求标签

式的名称 ,那么内涵再丰富的课程方案也会失却活力。然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中 , 有的幼儿园把课

程改革更多地放在课程形式上 , 失却精神的现象十分严

重。所以课程理论工作者要有清醒的认识 ,不能被表面繁

荣的多种多样的课程实践活动所迷惑 , 应透过现象看实

质。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杭州

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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