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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解学前教育

未来的幼儿教师对所置身的工作环境和所开展的幼儿教育工作要做到科

学、规范和高效，必须且应当对学前教育及其内涵有清晰的认知，对学前教

育的历史发展有全面的了解，对学前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有准确的

把握。

第一节　教育与学前教育

儿童进入的第一所教育机构就是幼儿园。他们在那里交朋友、搭

积木、学唱歌、画图画……儿童应该从幼儿园里学习到什么？幼儿园

教育等同于学前教育吗？学前教育到底还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内涵

呢？

首先，务必厘清 “教育”与 “学前教育”各自的内涵、区别与相

互的联系。

众所周知，教育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重要

条件。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时刻都离不开教育的促进与推动，由此出现了

“智力经济”“知识经济”“新信息化时代”等词。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要

理解教育的内涵并不难，但是要准确、完整地把握其内涵，需要有合理的视

角，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角度和个体成长的角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人之社会属性的加强和融入社会程度的提

升，都是社会要求的浸润、社会愿望的渗透的结果。简言之，在现实生活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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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各种教育场域，包括家庭的、学校的、社区的，甚至是舆情的，这些

都使得每一个个体朝着社会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给予教育一

个宽泛的描述，即凡是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

都可以称为教育。

为了凸显社会教育机构的功能与价值，学者就社会性教育机构的内涵进

行了表述，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教育，又指学校教育。其基本含义：教

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身

心施加影响，使之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过程。

不难看出，从社会的立场认识教育，强调的是社会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

响，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目的性强、规范性高，对人的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

从个体成长的角度而言，教育又被视为个体学习或发展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获得了知识、技能，形成了正确的社会态度。有鉴于此，教育更侧重于

个体心理需求的满足和心理品质的培养。

尽管从两种视角所进行的教育的内涵界定都有其合理性，但其各有不足

之处。站在社会的角度言教育，个体发展的内在需要被忽视，对受教育者施

加的影响就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过程，那理所当然地将受到教育对象的排斥；

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理解教育，社会要求在教育活动中又会被忽视了。因

而，对教育内涵的诠释，应恰当地兼顾社会发展和个体需求两方面。其内涵

可以表述为：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

动①。

弄清楚了什么是教育，那怎样理解学前教育的基本内涵呢？要说学前教

育活动现象，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如

果顺着字面意思理解，学前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这一概念而提出的；从人

生的阶段而言，即指从出生到进入学校以前的时期，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将

此阶段又划分为胎儿期、婴儿期 （０～３岁）、幼儿期 （３～６岁）。

然而，学前教育研究对象的年龄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不同的认识。

１７世纪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所著的 《母育学校》（１６３２）中明确

提出，１～６岁的儿童应在家庭接受教育，母亲就是教师。而在中国，早在

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家教专著——— 《颜氏家训》②。这些都充分说明，在

２

①

②

叶澜．教育概论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８．
何晓霞．中国学前教育史 ［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６．



第一章　了解学前教育

相当长的时期内，儿童的学前教育是在家庭里完成的。到了１９世纪，欧文

在英国创立 “幼儿学校”（１８０９），福禄贝尔在勃兰根堡创设了 “幼儿园”

（１８３７），出现了公共学前教育，其对象为３～６岁的幼儿。进入２０世纪后，

学者对学前教育对象的年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其共识是应向低龄推延，即

学前教育的对象应包括从出生到６岁的儿童，并把其称为两个阶段的教育，

即０～３岁的学前早期教育、３～６岁的学前教育。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

该延至胎儿期，它对儿童的未来生活影响极大。

有了以上的关于学前教育的年龄段认识，幼儿教师还需进一步理解学前

教育的空间边界，那就是学前家庭教育和学前社会教育两大基本学前教育类

型。

（１）学前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教育，是儿童

成长的天然学校，家长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任教师，这都为儿童的未来发展奠

定了厚实的基础，正如古语云：“三岁看大。”因此，不论中外，都极为重视

学前家庭教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佳话至今广为流传。

（２）学前社会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除学前家庭教育外，由社会设置

或资助，选派专人组织与实施的以学前儿童为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兴

办学前社会教育的专职人员出现，开展学前社会教育的专门场所有了保障，

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学前社会教育活动的资源更加丰富。由此出现了托儿

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学前家庭教育还是学前社会教育，都是儿

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依托，切记顾此失彼。

第二节　学前教育的发展回眸

今时今日的世界早已和过去有着天壤之别，科技在不断地发展、

人文在不停地丰富、历史在持续地前进……教育也不例外。不同时期

的社会有着不同内涵、不同形式、不同主旨的学前教育，从 “公育公

养”到 “母育学校”，无一不透露出学前教育形式的演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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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出现，并随着人类的发

展而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学前教育表现出相应的特点。

一、古代社会的学前教育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家庭概念尚未出现，孩子

的教育只能是 “公育公养”。①

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出现，物质财富相对富

裕，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并且人们认识到婴幼儿心灵纯洁、可塑性大。在我

国就出现了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等早教经典。但是，因农业社会发育程度

依然不高，重视学前教育的观念不够，发展学前教育的师资缺乏，开展学前

教育的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不足，学前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缓慢。

二、近代社会的学前教育

１６世纪地中海沿岸出现手工业，这催生了工业社会。以蒸汽机为标志

的科技革命，使工业社会崛起，生产力迅速发展。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力进

入工厂，学前儿童出现无人照料的局面。１７７６年，法国牧师奥贝尔林 （Ｊ．

Ｆ．Ｏｂｅｒｌｉｎ）创办的 “编制学校”（日托学校）被视为学前社会教育的萌芽；

１８１６年，英国的欧文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ｗｅ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 “幼儿学校”；

１８３７ 年， 福 禄 贝 尔 创 办 的 儿 童 活 动 学 校 被 命 名 为 “幼 儿 园”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标志着学前教育由 “看管”向 “教育”转变，社会学前教

育机构正式诞生，故此，福禄贝尔被誉为 “幼儿教育之父”②。

三、现当代社会的学前教育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学前教育的价值

开始为全社会所认识。即使如此，学前教育机构的确立也是１９世纪末期的

事情。１８４０年，法国正式将 “托儿所”改为 “母育学校”，并规定在 《费里

教育法》中。１９１８年，英国将为 “２～５岁儿童开设幼儿学校”写进 《费舍

法案》。

４

①

②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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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解学前教育

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各国加强了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使学前教

育的价值更加凸显，如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 “早开端计划”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英国自２０世纪以来提出了系列学前教育发展计划，包括

“确保开端地方项目”（Ｓｕｒｅ　Ｓｔａｒｔ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１９９８）、“每个孩子都

重要”（Ｅｖｅｒｙ　Ｃｈｉｌ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３）；中国于２００４年出台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

第三节　学前教育思想

人的行为靠思想来支配，学前教育的未来同样需要靠学前教育思

想来引领。不同学前教育思想主张不同形式的学前教育。古今中外，

著名的学前教育思想不胜枚举，这都需要被学前教育的专业学习者所

了解。

一、学前教育思想的萌芽

在人类早期，学前教育思想多混合在学者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思

想里，较为零星和片段。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思想散见于有关著作里。殷周时期注重胎教，就

记载在 《大戴礼记·保傅》中；而 《礼记·内则》篇中写道， “子能食食，

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十分重视学前教育。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 《颜氏

家训》里提出，对儿童应从 “婴稚”时起 “便加教诲”，父母对幼小子女不

能 “无教而有爱”；宋代的朱熹主张 “生子必择乳母”，“乳母之教，所系尤

切”。

在西方，一些哲学家、教育家对学前教育也有一些论述。柏拉图在 《理

想国》中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 “凡事之始，为重要之

点，而于教育柔嫩儿童，则更宜注意。盖其将来之人格如何，全在此时也”。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 《论演说家的教育》中指出，应重视儿童的语言发

５



!"#$

!"

展，并认为从儿童诞生起，为其选择发音良好的乳母和保姆；必须注意为儿

童选择良好的玩伴，他认为，玩伴中的粗鄙语言和丑恶行为会损及儿童心

灵。昆体良还对儿童发展的广泛可能性有很强的信心，指出我们的智力和理

解力是自然所赋予的。

学前教育思想的真正萌芽还是在欧洲步入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所带

动的文艺、科学的繁荣，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大发展，从１６３２年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的问世，到１８０６年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的出现，教育学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了。这一时期，对学前教育的论述更加系统、完整且

有极强的现实性，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夸美纽斯的 《母育学校》出版。该书被

称为世界上第一本学前教育专著，为后来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二、代表性学前教育思想

（一）福禄贝尔的贡献

　福禄贝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ｏｂｅｌ），１７８２—１８５２

福禄贝尔是１９世纪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

是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是瑞士教育家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追随者①。他一

生中的重要贡献在学前教育，所创办的新型教

育机构以 “幼儿园”命名，被看作是幼儿社会

教育的开创者。

其学前教育思想概括为：

○教育应当适应儿童发展。教育要遵循儿

童的自然本能，实现儿童的自然天赋。幼儿园

的教育应该和学校不同。

○游戏具有重要价值。“儿童早期的各种游戏是一切未来生活的胚芽……

人的整个日后的生活，其渊源都在儿童早期。”儿童的游戏最能表现出他的创

造性和自主性，同时也指出，成人应加强对儿童游戏的指导，应把游戏作为

幼儿园的主要活动。

○教育应以儿童的自我活动为基础。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儿童通过自

６

① 福禄贝尔．人的教育 ［Ｍ］．孙祖复，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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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动实现内部发展。教师应为儿童自我活动提供支持，必要时，才对儿童

的自我活动进行干预。

福禄贝尔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和实践，对后来的世界学前教育发展有很大

影响，并推动了各国对学前教育开展研究。为表彰其成就，人们尊称他为

“幼儿园之父”。

　蒙台梭利 （Ｍ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

　１８７０—１９５２

（二）蒙台梭利的发展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是继福禄贝尔后学

前教育领域的又一重要人物，被誉为２０世纪初

的 “幼儿园改革家”。１９世纪后期以来，生理

学、生物学、儿童心理学的发展，为深入理解

学前教育提供了多学科的支持。作为新学前教

育运动的代表，她通过对学前教育的研究与实

验，提出了自己的学前教育思想和理论。其代

表性成果有 《儿童的发现》 《蒙台梭利教学法》

《童年的秘密》等。其学前教育思想概括为：

○只有了解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才能

不压抑、不损害儿童潜在的能力。她认为儿童不仅具有吸收力，而且心理发

展具有敏感期。儿童在不同时期对周围环境有不同的感受性，并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儿童有发展的需要，但这种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自

由活动、自我控制、自我教育的途径去实现。

○教师应为儿童创设环境。她深信，儿童学习最好是在有准备的环境中

进行。教师为儿童准备环境的目的，既不是去建立一个小型的成人世界，也

不是把现实世界改造成为假想的乐园来满足儿童的意愿与幻想，而是使儿童

在这个有准备的环境中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操作材料。

○教师应为儿童提供活动。有了一个为儿童自己准备的环境，还必须适

时提供各种活动以及材料，使儿童、环境、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学习过

程，包括生活活动和感官练习活动等。

○重视儿童的 “自动教育”。教师不能也不应该像浇铸件那样来培养儿

童，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对自己的学习有内在的动力。

蒙台梭利的学前教育理论与主张，对世界现代幼儿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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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鹤琴的探索

　陈鹤琴，１８９２—１９８２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他在南

京鼓楼街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学前教育实验中心

（１９２３），在幼儿园的课程与设备方面开展实验，

一生致力于探索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的学

前教育道路，并创立了 “活教育”理论。

○探索学前教育的中国化。他批评当时的

幼儿园抄袭日本、模仿欧美，全然不顾中国国

情。 “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教育来。”

大声疾呼 “幼稚园不是专为贵妇们设立的，还

要普及工农幼稚园”。

○反对死教育，提倡活教育。在抗战时期，

他创建了活教育，并指出教育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

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幼儿园课程。他主张让儿童能充分地与实物和人接触，获得直接经

验。关于课程实施，注重儿童经验，提倡综合单元教学，主张游戏式教学。

○家园合作。积极主张幼儿园与家庭的密切合作。他说：“儿童的教育

是整个的，是继续的。”只有二者配合，才会有大的效果。

（四）陶行知的追求

　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教育

救国思想下，他毕生进行教育改革，推行生活

教育、大众教育，为我国教育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在学前教育方面的主要观点如下：

○发展农村幼教。积极宣传中国学前教育

的新的发展方向，认为工厂、农村是幼儿园的

新大陆。他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农村幼儿园———

南京燕子矶幼儿园。

○重视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实为人生之

基础”，是 “根本之根本”。他提出普及学前教

育的步骤：唤起国人明白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改革幼稚园，面向乡

村、工厂；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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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为中心。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游戏即工作。他提出

以儿童的生活环境为教室，以儿童所能接触到的事物为内容，让儿童从中学

习，自己解决问题，自己组织游戏。

○教学做合一。“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

做上学。”

○解放儿童的创造力。陶行知先生认为，要解放儿童的大脑，把他们从

迷信、成见、曲解和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双手，给予儿童动手的机

会；解放儿童的嘴，给予儿童说话的自由，尤其是要允许他们发问；解放儿

童的空间，让他们接触大自然、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给予他们自己学

习、活动的时间，给予他们一点空闲的时间，消化所学，渴望要学的学问，

做一点他们自己高兴做的事情。

第四节　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前教育的发展，有时候

起到促进作用，有时候起到制约作用。唯有了解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

的重大关系，方能吸取经验，把握发展趋势。

学前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各种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尽管教育自身

已构成完整的系统，但它又处于社会这一大系统中，了解学前教育发展，理

应分析其存在的社会背景，研究学前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才能找准学前

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

一、经济发展与学前教育

经济因素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直接影响到学前教育的规模、水平，经济格局也会导致学前教育发展的区

域差异。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经济不仅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也对学前教育提出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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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园所的数量、入园率、经费投入等方

面。仅以我国为例，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学前教育就摆在了

优先的位置。２００４年国家出台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相

继出台了第一个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第二个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在国家的经济支持、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仅以四川成都为例，截至

２０１３年，成都市的适龄幼儿入园率为７５％，条件好的区县已达９０％；到

２０１６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将投入近３０亿元人民币，兴建 （扩建）幼儿园

４３０所，基本实现幼儿园的全覆盖，确保适龄幼儿的入园率达９５％。

经济发展水平对幼儿园经费投入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欧的瑞典于

１９９０年前规定，在幼儿教育经费中，国家负担４５％，地方政府负担４５％，

家长负担１０％。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北欧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好

的。而在中国，幼儿园的经费投入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公办幼儿园数量

较低，据不完全调查，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以政府主导举办

的幼儿园总占比为２０％左右，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政府基本未划

拨生均公用经费。在国家的政策主导下，在三级财政的支持下，２０１４年左

右，我国部分地方开始对公办园所划拨公用经费。成都市从２０１５年开始，

为公办幼儿园提供生均拨款。

（二）经济格局与学前教育区域分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费投入主要面向城市和东部地区。

直到２０００年才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到２００６年经济政策才对农村地区

倾斜。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学前教育地区间差异非常显著。学前教育

在东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在城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成都经济为成都市

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在 《关于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中的

第６～９条、第１１～１２条就财政投入进行了明确规定：“市、区 （市）县两

级财政要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促进城乡学前教育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

“按照以区 （市）县为主的原则，依据公益性幼儿园的办园成本和收费

标准，市和区 （市）县采用生均经费拨款方式给予平均１０００元／生·年的财

政补助，中心城区补助标准由市教育、财政行政部门制定，其他区 （市）县

自行制定，保障公益性幼儿园正常运行。”“实施农村幼儿园建设经费补助。

市财政对三圈层县 （市）、青白江区自筹资金完成新建、改扩建的农村公益

性标准化中心幼儿园，分别给予每所７０万元、５０万元的补助；对二圈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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