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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序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杨念鲁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可谓“人命关天”: 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就是教师。
医生误诊了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或者开错了药方、动错了手术，都有可能
危及一个人的生命。教师的一个误判、一句刻薄的话语甚至一个厌恶的眼神都
有可能伤及一个孩子稚嫩的心灵，抹杀他一辈子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创造力，甚
至颠覆他对人、对社会的正确价值判断。这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言，无异于
剥夺他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前教育的教师更加关乎一个孩子一生
的健康成长。道理很简单:那些稚嫩、幼小的心灵更经不起粗暴的摧残。一个人
儿时留下的心理阴影，也许会对他一辈子做人、做事都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
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认识到了早
期教育的重要性。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成为年轻父母们的必然选
择。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也描
绘了我国学前教育大发展的蓝图。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学前教育
一定会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学前教育校舍建设和设施
配备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因为随着教育经费占 GDP 百分之四
的政策目标的实现，硬件建设所需资金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基本保障。但是，
相比较而言，合格的学前教育师资的不足将会成为我国学前教育大发展的一个
“瓶颈”。

合格的学前教育师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师范院校的培养。因此，解决好这
一“瓶颈”问题，除了加大对现有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培训外，还要大力发展和
改革我国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一大批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
学前教育师资。除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体制和培养模式以
外，优化课程和开发科学、实用的教材是我国当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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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两个亟待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大通识教育和技能教育是眼下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改革和发展的重点。西方发达国家四年制大学早期教育专业的通识课程占整个
课程的三分之一强，这些课程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常识。学前教育要求教师具
备广泛的学科知识，保证学前教育从业人员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能够
胜任多科目的教育活动，从而满足引导孩子了解客观世界和解释自然现象的需
要。技能教育课程的设置，既是幼儿教育的任务和幼儿教师素质的必然要求，也
是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所在。因此，幼儿教师不仅需要掌握相对广
博的学科知识，而且还需要具备开展幼儿教育所需要的特殊职业技能，如音乐、
美术、舞蹈、手工、制作等，以满足幼儿在身心发展特定时期的特殊要求。

教材是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改革的有效载体。它不仅要反映出课程改革
的理念和要求，而且要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素材和范例。一套好的教材不仅可
以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在校生很好地完成学业，还可以帮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
者掌握从业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而成为一个不误人子弟的、合格的儿童
身心健康发展的护卫者、启迪者和引导者。

由郑州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结
合，突出案例教学，强调实践性，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和教材创新方面
做了一些值得鼓励的尝试。希望这套教材的问世能够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的改革与创新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一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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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幼年期是人之初，是生命的开始。每个人的幼年是在人们的惊喜和惊险中度过的。
惊喜的是第一声“妈妈”的咿呀，第一次“勇敢地”站起来，第一次迈出人生的第一步; 惊

险的是跌跌撞撞地行走，摸爬滚打地探究。那些顽皮的可爱行为和不谙世事的可笑行为，那
些充满憧憬的想象和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都彰显着每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尊严和价值。
幼年的亲历者是儿童，目睹者是父母。幼年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显得有些苍白，人生头六年的
记忆更多地来自父母的美好回忆。

幼年期是儿童身体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人格的塑造时期，是智力的开发期，是启发蒙昧
的时期，是终生发展的奠基期。学前教育已成为关系国家、民族发展的奠基工程，学前教育
师资是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同学来说，幼年离我们很遥远，学
习过程中缺少直接的可观察的儿童，这是学习和理解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知识的最大困难;以
往《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内容以发展特点的介绍为主，缺乏针对发展特点的教育措施，这也是
学生学习之后仍不会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因。鉴于学生学习中的这些实际问题和困难，我们
编写了本书。本书编写之时，恰逢我们国家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之际，编者们以《幼儿园教
师资格证考试大纲》为线索，力求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考、用结合，让教师的教生动、形象，
学生的学轻松、有趣，考试应对自如，应用的得心应手。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1．从感性认识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是看得见的发展变化过程，
这些变化表现在身体形态、动作、语言等方面，而内在的心理变化也会有外在的行为方式。
因此，透过儿童发展的现象来认识其身心发展规律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本教材通过对学前
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现象的描述，让一个个生动的儿童形象呈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充分了解
儿童，认识儿童的发展过程，透过这些具体的发展阶段掌握学前儿童发展的规律。在感性认
识的基础上学习理论知识、认识发展的本质，更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2．以问题为导向，体例得当。本书的体例安排设计了六大部分: 本章概要、教学目标、问
题情境、正文、拓展阅读、思考与练习题。每一章的开头对本章内容有简要介绍，对本章的学
习目标、难点、重点都有说明，使学习过程有的放矢。正文部分以一个问题开篇，将学生带入
到问题情境中，在意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根据问题情境
阐述内容时，进行举例、分析、点评，不仅介绍了基本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引导学生进
行思考。在部分内容后面设置了“信息链接”，让学生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和更深的思
考，拓宽学生的视野。在每章的最后辅以“拓展阅读”，给学生提供一个富有意义的教育故
事，在轻松读故事的同时掌握其中的教育艺术和方法，使每一章的学习在幽默的故事中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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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在学生的思考中得以延伸。课后的思考与练习题使学习有针对性，也是对本章所学知
识的检验。从问题中开始，以对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结束，这是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的最好体
现。

3．以案例示范，让理论落到实处。本教材运用了大量案例，有的是经典案例，是对儿童
发展理论的支撑; 有的是一线教师的优秀案例，切实可行; 有的是编者在实践中亲历的事实，
触手可及。这些案例展现了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发展的片段，再现了学前教育中的真实
场景，显现了学前儿童教育中的困惑和问题，凝结了教育者的智慧。通过对案例的解析，深
奥的理论有了依托，理论学习和应用相得益彰。

4．针对学前儿童发展特点，寻求教育措施和方法。学习有关儿童发展的知识就是为了
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但在已有教材中，更多的是注重发展知识的掌握，缺少有针对性的教
育措施和方法的指导，本教材完善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学生自身的学与教结合起来。

本书的编写人员都是从事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多年的教师，大家将学前儿童发展
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力求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帮助。主编是肇庆学院陈姝娟，编写人员
有肇庆学院李晖，天水师范学院张悦红，天水市职业技术学校张秋红，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赵红霞。具体编写分工是: 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陈姝娟) ，第六章( 陈姝娟，
张悦红) ，第二章( 张秋红) ，第七章、第八章( 李晖) ，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张悦红) ，第
十二章( 赵红霞) 。全书整体框架由编写组成员共同讨论确定，全书统稿工作由陈姝娟和李
晖负责。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郑州大学出版社戚鹏主任和宋妍妍老师的大力支持，
编写组成员所在单位及亲属们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在编
写过程中参考、引用、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体编写人员为了编写本书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
吝批评指正，以便促进我们不断修订完善。

编者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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