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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根在功利诉求
在我国幼儿园教育实践中，

作为长期以来制约学前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的顽疾，“小学化” 倾向
一直比较普遍地存在且未能有效

消除。 伴随当前学前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 为进一步切实提升幼儿
园保教质量， 克服和纠正 “小学
化”倾向，尤显迫切。

“小学化”倾向有双重表现
幼儿园“小学化”倾向有显性

和隐性两种表现。 “小学化”的显
性表现， 即违背幼儿发展和教育
规律， 把本应在小学阶段完成的
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下移或提前

到幼儿园里来， 乃至按照类似于
小学的偏重课堂讲授和知识技能

训练的教学模式来开展幼儿园的

教育活动。 隐性的“小学化”现象
主要表现为违背幼儿的身心特点

以及活动的兴趣和需要开展的教

师教育行为， 让幼儿在活动过程
中失去学习和发展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在幼儿园里，进行读、写、算

的能力训练，学习拼音、识字、背
诵诗词 、 开展珠心算等教学内
容，多采用静坐 、静听的灌输式
教学，忽视乃至剥夺幼儿在游戏
和生活中感知、操作和体验的学
习机会，是“小学化”倾向的典型
表现。 可以说，“小学化”倾向的
实质就是违背或超越学前儿童

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进行
一种在时间上超前化、在内容上
学科化、在方式上成人化的学前
教育 ，是一种异化了的 、扭曲了
的非科学的学前教育现象。

“小学化”倾向的产生有其多
元而复杂的社会根源与现实土壤。
在我国比较广泛的社会层面，尊重
儿童、解放儿童的公众意识和立场
尚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强有力的
文化自觉。正是在这种相对缺乏儿
童意识的文化背景下，以根深蒂固
的片面知识观为主导的传统教育

观念，以及以应试竞争为现实取向
的教育期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非理性的教养期望和功利化诉

求得以形成。
在学前教育市场一直都存

在非良性竞争的办园环境，相当
多的幼儿园在一味迎合家长不

当育儿观念的同时，游离或摇摆
于现代学前教育科学立场的边

缘。 加之，在学前教育公共资源
有限，教师队伍中优质师资的数
量欠缺，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上
的参差不齐也导致汇合成为滋

生和助推 “小学化 ”倾向的教育
生态与现实合力。
“小学化”倾向影响幼儿终身发展
幼儿园 “小学化 ”的不良倾

向，可谓危害重重。
其一，损害幼儿身心的健康

与全面发展。 处于身体及其大脑
发育的关键时期，幼儿长时间静
坐和聆听的束缚式和灌输式学

习，致使身体活动 、动作操作和
玩乐游戏缺乏或不足，使其生理
系统、感官功能以及神经系统极
易受到阻碍乃至伤害。 超越幼儿
心理发展水平，违背幼儿的学习
特点与方式，小学化的学科化识
记和学业负荷的超载，超前的知
识灌输和单纯的技能训练，注重

知识技能的学业结果追求而忽

略行动学习的过程体验，促使幼
儿滋生着厌倦和畏惧的情绪体

验，使其在成长一开始便丧失学
习与探索的快乐 、 兴趣和积极
性，也冲淡或挤压着学前教育本
应需要更加关注的社会性和情

感的发展、 行为习惯的养成、创
造力的培养 、个性的丰富 ，乃至
整个人格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其二， 损害学前教育的专业
化和科学性。 学前教育必须坚持
科学保教，必须走专业化之路。 然
而，“小学化” 倾向以其拔苗助长
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违反幼
儿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特点

与方式，背弃作为幼儿学习与发展
基础的游戏与日常生活，破坏了包
括环境创设、生活保育、游戏活动以
及教育活动等在内的课程实施的

生态化系统，从而恶化或侵蚀着学
前教育独特的专业化实践体系，沦
陷着学前教育的专业操守及其科

学立场。
其三，破坏“幼小”教育的有效衔

接。以狭隘的学科化学习和超前的教
育，打破了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科
学而有序的衔接。学前教育本应以促
进幼儿在“做中学”“玩中学”而获得
行动经验的学习与发展为其根本的

职责，从而为后继的学校教育和学
科学习，乃至一生的成长而奠定童
年期的经验基础，而“小学化”倾向
以其提前或下移的教学目标与内

容，作为一种狭隘而短视的“入学
准备”为导向，打破了这种以个体发
展规律和学习进程为依据的整体

教育秩序及其课程设计，使得“幼小
协同，科学衔接”的预期被架空。
解决“小学化”倾向需找到根源
因其背后广泛而深刻的文化

根源与现实土壤， 祛除幼儿园的
“小学化”倾向及危害，任重而道
远，断然不可奢求毕其功于一役。
克服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必须
要调动和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综
合运力，多管齐下，持续推进，为
学前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现代学前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稳步建设和
优化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制

度与环境。 这一定是包括幼儿园、
家长、社区、教育行政部门等各类
社会力量及其机构在内的各司其

职，彼此协调一致，进而形成推进
科学保教工作、 促进幼儿身心健
康成长的职能合力。

就其切实而有针对的具体

举措而言，我们必须坚持遵循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专业立场，持
续深化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和保

教质量的提升；必须创设和营造
适宜于幼儿发展的良好条件，整
治和规范违背幼儿学习规律的

教育环境和行为；必须加强和完
善幼儿学习与发展、教育质量的
科学评价及其科学的管理与指

导；必须加强幼儿园保教人员的
专业学习和教师队伍的素质提

升；必须有效开展和深度推进家
园共育及其与社区联系的工作；
宣传科学的学前教育观念与方

法，为幼儿学习与成长营造良好
的社会生态和舆论氛围。

（丁海东 ，系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教授）

四种刺激会让 宝宝更加聪明

现在很多产科大夫都会建议产妇们

尽量能够自然生产，那是因为自然生下的
小孩离开子宫后， 可以在产道中受到挤
压、刺激，所以更容易获得健康和聪明。 作
为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聪明和优秀的人，但是不注意方法的
话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把握好这四种刺
激，会让你的宝宝更聪明哦！

自然刺激—————让孩子提高感知能力

刚出生的孩子，我们要选择一些有声
音、颜色鲜艳、有动感的玩具，这时候，对
感官的刺激训练就开始了。 另外父母亲的
笑容、陪伴和言语刺激等是不可缺少的刺
激。 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说，父母亲的抚触
也非常重要。 不仅能开发孩子的触觉能
力，促进他们成长，还传递着父母的爱心，
让孩子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培养健康的
心态，是亲子交流的绝佳手段。

等到孩子稍微大一些的时候，父母可
以带孩子多接触自然环境， 观赏花草、倾
听大自然的各种声音、逛公园、旅游等，在
这些接触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锻炼孩子各

种感官的敏锐性， 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提高他的感知能力。

活动刺激—————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能力

孩子的任何能力都是在活动中得到

体现，也是在活动中得到锻炼的。 所以我
们要为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机会，比
如鼓励他和同伴去游戏、交往，参加竞赛、
演讲、辩论、公益活动等，培养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并且提高生活
中的娱乐性和趣味性。

很多父母会比较注重孩子的安全性

而忽视了孩子的活动需求， 会对孩子提
很多的限制， 这些限制会牢牢地捆住孩
子的手脚而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 比较
正确的做法是家长一边鼓励孩子参与活

动， 一边用加强监护和安全教育来预防
安全问题的发生。 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
做法。

兴趣刺激—————让孩子拥有艺术气息

父母可以有意识地去发现或者培养

孩子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比如可以让孩
子参加集邮 、摄影 、下棋 、收藏 、插花 、剪
报、饲养小动物等兴趣活动，这些兴趣爱
好不仅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而且可以磨
炼孩子的耐心和意志力。

在孩子的兴趣爱好中，往往隐藏着孩
子的潜能，因为一个孩子在参加自己感兴
趣的活动时， 他的潜能最容易被激发出
来，也容易去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在孩子三岁以前， 家长可以把世界名
曲作为家庭的背景音乐让孩子熏陶其中，
因为这个时期是孩子对音乐的敏感期。 还
可以让他看遍世界名画、 世界著名风景和
建筑物的画片，让这些美的“画面”深深地
印在孩子的脑海里。 未来，这些音乐和画面
将会成为一个孩子最宝贵的 “艺术财富”，
在他的生命中慢慢散发出艺术的气息来。

专业刺激—————轻松发现孩子的特长

当我们发现了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特

长时， 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接受进一步
专业训练的机会，比如舞蹈、声乐、吟诗、
作画、主持、书法、雕刻、泥塑、演奏乐器、
练武术、踢足球、搞小发明、航模制作等，
这些专业的训练既可以深入地培养孩子

的求知欲和创造精神， 而且会让孩子在
专业训练中获得一技之长。 或许这些专
业训练将会让孩子从此找到自己发展的

方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父母很容易把专

业训练和兴趣爱好混淆起来。 有兴趣爱好
不等于为了专业训练， 而专业训练也不一
定是为了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可以让孩子
自由选择， 而专业训练需要请教有关的专
业老师， 协助判断孩子是否具有某方面的
专业天赋或者素质。 另外在教孩子专业技
能的过程中，也要选择合适的老师，使用合
适的方法。 任何一种对孩子有伤害的方法
都是不足取的。

(据幼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