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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出版他写的《中国幼儿教

育忧思与行动》一书时，曾经他的导师郭齐家介绍，打电话要我写序，当时

我以对幼儿教育的现状不了解为由推辞了。2012年6月，我又接到储朝晖的

电话。原来是他收到徐勇给的《卢乐山口述历史》一书，看后又打电话告诉

我，说他在筹备编写一套婴幼儿发展与教育丛书，其中还有一本我的朋友钱

玲娟的书，希望我能为这套书写序。我盛情难再却，就答应了下来。

储朝晖30多年来一直作实地调查，对教育的实际情况很了解，对各地婴

幼儿教育很热但又很功利的问题感到很担忧，对中国早期教育的专业水平还

处在较低的阶段很着急，因而在内地、香港约集早期教育前沿的专业工作者

编写“0～6岁儿童养育专家全知道”丛书，试图为早期教育注入理性的精神

和科学的理念，这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事。

现在幼儿教育各方面的书多了，但是能理论结合实际的书还是很需要

的。这套丛书以婴幼儿的生活和发展为关注点，既有国外比较成熟的早期教

育论著翻译，又关注婴幼儿护理与习惯养成；既有久远传统的玩具的玩与学,

又有幼儿心理与行为问题应对，还有亲子游戏这些富有生活趣味的内容。既

有理论，又有实际，这是本套书的长处。

但需要对家长、老师们多说一句的是，书本只能谈到一般的规律，或者

展现个别的经验。而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他的遗传、环境、所接触的人

“0～6岁儿童养育专家全知道”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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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同，那么他的身心发展特点也一定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在学习书本

的时候，先要把理论学懂了，再结合其中的实际部分，看看人家为什么是这

么实践的，想想我该怎么去实践；在具体实践的时候，我们要参考一般的规

律，也要借鉴个别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孩子的个别情况来灵活运

用。总之，务必将书本消化了之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这是广大读者需要

注意的。当然，这注定不是一件“小儿科”的事。

0～6岁婴幼儿发展是终身发展的基础，早期教育对人的成长发展具有极

为关键性的作用，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卢梭讲：“天

性为是。”相信本套丛书将高扬此幼儿教育真谛，引导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科

学、理性的育儿之路。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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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幼儿早期

教育的问题。欲知本书要点，请先阅读第一章，由此您会了解全书的概要。

您也可以挑选您感兴趣的章节阅读，当然如果您从第一章依次阅读至最后一

章，那将更容易理解全书内容。另外，为了让没有发展心理学基础知识的人

也能看懂本书，笔者在写作时也费了不少心思。

笔者不太赞同以私塾或幼儿学习班等学校教育形式将小学的学业提前到

幼儿教育阶段学习，这样的幼儿早期教育不仅常常以牺牲儿童的学习欲望和

情操为代价，而且让原本发展儿童智能的教育目标变得难以实现。一些幼儿

早期教育机构即使在教授儿童学习计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计算能力

在幼儿巨大的智能和儿童的持续成长过程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成

功实在微不足道。

虽说如此，笔者的主张还是与一些评论家的观点截然不同，笔者认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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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花费很短的时间进行早期教育，并不会对幼儿产生过多负面影响。一些

儿童被逼成神经过敏，或许是由家长对儿童施加了过重压力和负担造成的，

与其说是早期教育问题，不如说是家长心理问题。同时，当今是一个信息化

时代，即使对幼儿不进行早期教育，孩子也会通过图画书或电视等媒介频繁

接触早期教育方面的知识。即使在反对早期教育或对早期教育不感兴趣的人

群里，认为连给幼儿读图画书都不行的人毕竟很少。实际上，给幼儿读图画

书是教儿童识字、学会读书的最好方法。总之，上述情形虽然不属于早期教

育，但可以让孩子很早就能接触各种信息，若想探讨早期教育与儿童成长发

展的关系，就必须将图画书等媒介，日常生活、游戏玩耍等儿童生活学习的

整体状态对其成长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放入视野中加以考察。

本书尽可能地参考了发展心理学的广泛研究成果，试图从幼儿期儿童整

体发育成长角度分析探讨早期教育的问题。本书有个别之处看起来有脱离早

期教育内容之嫌，但假如没有这样的基础观点而议论早期教育的功过是非，

就会在研究时遗漏儿童成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前些日子和学生聊天，学生告诉我说：“老师，我第一次学会正确使用

筷子了。”这件事的起因是不久前在研究班成员的一次聚餐中，笔者看到一

个学生握着筷子用餐，于是就告诉他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即用三根手指

捏住上面的一根筷子）。学生回去后练习了一天就矫正过来了，而且用得还

很好。他打电话向妈妈告知了此事，他妈妈说：“大学老师竟然教这个，这

都是我的家教不好。”总之，我所说的教训就是，有些事情等孩子长大之后

再教，他们可能掌握得既快又好，教过幼儿使用筷子的父母可能会理解这一

点，这对没有教好孩子的家长也是一个鼓励。当然学习者本人必须持有自觉

意识和希望学好的强烈愿望，而且要让他们正确掌握要领。

对我来说，本书的问世远远超出了我个人在幼儿园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

成果的展示，我想通过这本书激起人们对目前一些偏激的早期教育的警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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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同时希望为处于困惑之中的家长提供建立在严谨的早期教育研究之上

的建议和指导。

本书中有几个章节是我对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进行修改、补充而写成

的，感谢《季刊儿童学》（《季刊子ども学》）《家庭科教育》《幼儿园时

报》（《幼稚園じほう》）《教育与信息》（《教育と情報》）《季刊芽》

的编辑们。同时，书中所阐述的早期教育思想深受御茶水大学保育研究会每

月一次的讨论会的启发，感谢研究会的所有成员，另外我还要深深感谢平日

提供给我参观幼儿园机会的所有幼儿园教师们。

无藤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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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人们对该不该实施早期教育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早期教

育也是诸多媒体报道的热点问题。一些婴幼儿家长常为是否让孩子参

加早教班或补习班而犹豫不决，也为是否为孩子购买高档学习教材而

困惑烦恼。在选择幼儿园时，家长也在为选择重视超前教育的幼儿园

还是选择以游戏活动为主的幼儿园而举棋不定。一方面他们希望孩

子在幼儿期间能自由自在地成长，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进入小学之后

跟不上学习进度或学习成绩不如其他孩子。家长在观察孩子言谈举止

时，时常感觉到自己孩子似乎很有天赋，从而又想是不是要尽快开发

孩子的才能？最近电视台开始热衷报道“小学入学考试”问题�，这

种想象或许只局限于东京、大阪、神户等大型都市的特定阶层（实际

上日本全国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几的孩子参与了小学入学考试），但这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以往那种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幼儿教育正在成为

历史。

幼儿到底该不该实施早期教育？为了从本质上理解此问题，本

书试图从儿童发展理论观点对此进行考察和分析，从而提出婴幼儿时

期教育的可能性和应有方式，建立对早期教育的正确认识。本书部分

论述可能有转弯抹角之嫌（但笔者认为这正是本书最关键、重要的部

分），所以本章首先对早期教育进行全面整理和概括并总结有关早期

教育的大致结论和主张。

�  日本的公立小学实行的是按学区就近入学原则，即年满6周岁的儿童有义务到所在学

区的小学就读，但一些私立学校或国立大学的附属小学打破就近入学原则，而是通过入学考

试选拔儿童，这对幼儿教育造成了很多冲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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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教育的内涵

什么是早期教育？不同的人对此也许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比如，研究身

障、智障儿童教育的特殊教育界，就主张对残疾儿童的教育应尽早开始。最

近一些特殊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主张，如果在婴幼儿期发现儿童有智力障碍

就应当不遗余力地对其尽早进行教育干预，这又被称为超早期教育。本书所

研究的早期教育不涉及上述智障儿童的教育，而是把早期教育界定为使用类

似小学甚至中学的教育方法、教育目标，有意图地对婴幼儿期儿童所实施的

教育。

即便对早期教育进行上述界定，其内涵仍具有多义性，这里参考早期教

育研究者沓泽糸的观点，对早期教育内涵进行以下梳理。

沓泽糸认为，教育者具有明确的发展儿童智力的意图而积极实施智力

开发活动，并且该智力开发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进行，这样的智力开

发活动就称为智力教育。沓泽糸认为判断智力教育活动的标准主要有以下 

两点：

一是教育的内容问题，即教育内容是否适合幼儿期儿童心理发展特征？

是否符合儿童当前的兴趣爱好？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活化”。

二是教育的方法问题，即教育者为儿童们编制的教育计划是否符合儿童

兴趣？是否符合儿童的思维特征？因此判断一个活动是否是智力教育活动需

要探讨教育者制订的教育计划。所谓教育计划就是具有明确的教育主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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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的，并为了解决这一教育主题、为了实现教育目标而对教育活动的方法

及步骤进行周密设定的活动计划，它甚至包括实施这一计划时赋予了多大的

强制力。也就是在判断智力教育时，需要分析教育计划的强制力程度和儿童

在活动中拥有的自主性程度，并且还要对3岁之前和3岁之后的情况（这是划

分婴儿期和幼儿期的一个最主要的年龄标准）分别进行评估。

另外，实施教育的场所和教育所进行的时间也可作为判断强制力大小的

依据。例如，在家里、在儿童喜欢的时间里，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的教育活

动，与在教室里家长以外的成年人对儿童进行的教育活动，即使两者的教育

内容相同但强制力大小却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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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儿智力教育的分类

这里我想参照图1-1对幼儿智力教育的几个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和整理。幼

儿智力教育有两种重要的不同表现形式：一是幼儿智力教育本身存在于不刻

意追求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日常活动之中；二是刻意进行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智

力教育活动。另外，通常的幼儿教育中也有近似于早期教育的活动内容，但

归根结底当今日本的幼儿园仍然是以“生活化”教育为活动主流。

（1）生活中的活动与教育

①生活中的平常活动

生活中的平常活动是指在以家庭为主的生活中，没有特殊教育意图的儿

童们的自由活动。平常不计其数的日常活动都将成为孩子智力成长的基础。

②生活中的智力教育

生活中的智力教育指的是，家长或保育员利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的工

具、器材或玩具，在适当的情形下有意图地对儿童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比

如家庭用餐时，让孩子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摆放餐具，如果这一活动是大人

有意识地启发、刺激儿童的话，那么它就具有浓厚的教育含义。

③生活化的智力教育

生活化的智力教育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借助新的教育媒体，

有意图地对儿童实施的一种旨在促进儿童智力活动的教育。这种活动以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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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自主性为前提，通常借助智力玩具、图画书、儿童读物之类的教育 

媒体。

超早期教育

组织的

生活的

（0～3岁） （3～6岁）

系统地介绍文字或数字的教
材或幼儿培训班

有组织的早期教育
提前系统地讲授（汉字或计算等）学
校教育部分的知识

早期教育
汉字或计算等习题册

生活性的智力教育
比如图画书等的函授教材，带文字或
数字的智育玩具、幼儿杂志等

生活中的智力教育
在玩玩具游戏、分发零食等过程中
的智力活动

生活中的活动
    日常生活中（家庭）

有组织的早期教育
在幼儿培训班或私塾等（没
有一定的具体内容，家庭外
教育）

家庭里的早期教育
带文字或数字等的智力玩具
及习题册等

生活性的智力教育
比如图画等的函授教材，
智育玩具、幼儿杂志等

生活中的智力教育
在玩玩具游戏、分发零食
等过程中的智力活动

生活中的活动
日常生活中（家庭）

*但不包括公立幼儿教育（幼儿园、托儿所）

类似早期教育的教育

培训班或私塾等

带有汉字或计算等的一部分智力玩具

图�-�  早期教育的分类（沓泽，�99�）

（2）组织性的教育

①早期教育

所谓早期教育，一般指的是以远离生活化教育内容为特征的、建立在明

确的教育计划基础之上的、在教育者指导之下进行的教育。以智力开发为目

的让婴幼儿提前开始使用类似学校教育的教材，或把婴幼儿送到类似学校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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