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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培育和实践一系列的新的教育观念的过程”。[1]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学前教育最基础、最深刻、最关键的变革莫过于其基本观念的重构。基本观念的发展既是每一次
学前教育理论研究改革的滥觞，又是推进学前教育实践活动变化的动力。总的来看，改革开放 40 年
来我国学前教育基本观念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回归教育本真、高扬教育本质、彰显教育理性的过程。这
一过程从表面上看是对 20世纪中后期我国幼儿园教育片面强调知识、教师主导和分科教学的纠正，
是对西方儿童教育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但稍加考证便会发现，它恰恰是对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
我国老一辈教育家教育思想的重温、反思与探索践行，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回归。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基本观念的变化概括为“三个回归”。
其一，回归“人”。幼儿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成了学前教育的首要追求，“儿童本位”的价值立场逐

渐成为业界主流认识，一切教育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都必须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与学习特点；而
教师的职业幸福、专业自主等作为专业化的“人”的一面也日益得到关注；幼儿、教师、家长、社会人士
等的意见开始被注意、聆听、尊重，让以幼儿为首的教育事件各方卷入者均有受益成了当前学前教育
的美好愿景；充满人文情怀的“幸福童年”一词开始从教育哲学研讨落到学前教育实践过程之中。
其二，回归生活。改革开放 40年来，“生活”这个曾一度远离教育视域的命题被越来越频繁地关

注与重视，它不再只是幼儿成长的个人经历或接受机构教育的背景，而逐渐成为了学前教育的内容、
手段及实现过程。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性决定了幼儿时期的教育要比其他任何年龄节点的教育更加迫
切需要与生活相融合，[2]就幼儿园教育实践来看，那些源于幼儿生活、贴近幼儿既有经验的话题越来
越多地被选为教育内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易得的事物越来越多地充当了课程资源，那些充满生活
感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了活动方式，幼儿在园生活的发展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发掘拓展，学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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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最基础、最深刻的变革是基本观念的重构，
这是一个回归教育本真、高扬教育本质、彰显教育理性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儿童意识逐渐
形成并被接受；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从注重学业准备蜕变为关注幼儿的终身发展；教育重心从教师
的“教”转向了幼儿的“学”，从关注“知识”转向了关注“经验”；教师角色发生了从“保姆”到“教师”再
到“多重角色的专业人”的转变。这一改革经验启示我们，只有遵循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才能推动学
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观念变迁；学前教育观念；学前教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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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幼儿生活之间的裂隙正在得到弥合。
其三，回归经验。随着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学习方式的不断认识，以及“儿童本位”观念的逐渐

确立，我国的学前教育开始呈现出从重视知识传递转向重视经验建构、从重视学习结果转向重视学
习过程、从重视教师的“教”转向重视幼儿的“学”的变化。感知、体验、操作、实践、交流、表达、创造……
这些充满着行动意蕴的概念成了今天描述幼儿园教育的高频词汇；关键经验已成为制订课程标准、编
制课程、进行课程评价的重要依据；[3]经验的拓展、延伸、积累、重组成了判断教育真实发生的标志。
上述基本立场的“回归”唤起了学前教育观念多方面的颠覆式变化，构成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起至今的我国学前教育哲学重构的图景。

一、从“成人意志”到“儿童意识”

儿童观是对儿童的根本看法与态度，[4]是学前教育观念体系的逻辑起点。“儿童是什么”“应如何
对待儿童”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伊始至今，都是学前教育理论研究持续追问的话题，其思考结果也对
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教育行为的调整起到了导向作用。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儿童观的总体变化表现为在对以“成人意志”为核心的儿童观批判的过

程中，颠覆了成人与儿童的传统关系，抛弃了以“成人期待”规定理想儿童形象的思维方式，代之以承
认儿童主体性、尊重其通过自主选择达成自我建构的观点。例如，1979 年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提出
“婴幼儿正处在身心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各种活动中，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001 年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
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展
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实施科
学的保育和教育，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这些不同时期的文件，反复强调的是要求教育
者“将儿童看作儿童”，在了解儿童身心特点、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满足儿童需要，实现其成长发展。
在上述变革中，儿童意识在我国社会得以孕育并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儿童意识，即对儿童作为处

在特殊年龄阶段的人的价值的认识与体悟，是对成人中心主义文化的反抗和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
的关怀与呵护。[5]改革开放 40年，儿童中心、儿童利益优先、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等观点已逐步成为我
国学前教育的主流立场，体现出明显的儿童意识。首先，幼儿及其生命阶段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越
来越多的学术及官方表达将幼儿发展提到国民素质提升、人力资源强国、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对
待。其次，幼儿作为“人”的特殊性被认识与尊重，大量基于不同学科视野的研究引导人们去“读懂儿
童”，从而理解他们与成人的差别，他们各自的差异。例如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
向”问题的长期关注，就反映了对幼儿学习特点的尊重与理解。①再次，幼儿的发展权利被日益重视，
成长是童年期的主题，但长大成“人”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成人创造条件、有
意识地帮助儿童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多渠道筹措资源举办幼儿园实现“幼有所育”成了政府要务
之一。另外，幼儿权益的合法性被逐步确立，40 年来，我国制定或签署了大量法律法规、行动计划以
保护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受教育权。

二、从“学业准备”到“终身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目的与任务的演进，可管窥 40 年来学前教育价值观的流变，其
总体呈现出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到凸显幼儿发展诉求的“个体本位”价值取向，从重智重知的
“学业准备”到追求“全面素质”，再到为“终身发展”奠基的走向。
“文革”结束之初，我国的学前教育表现出重智轻体、重智轻德、重一技之长轻全面发展的特点，[6]

对此，“全面发展”的呼声日益增强。1979年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提出幼儿园教育“是培养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基础”，其任务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好好地保育儿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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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幼儿健康、活泼地成长，为入小学打好基础，同时也减轻家
长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安心生产、工作和学习）”；1981 年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
案）》指出，“根据我国的教育方针和总的培养目标，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园的教育任务应是向幼
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活泼地成长，为入小学打好基础，为造就一代新人
打好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学前教育的教育属性开始得到关注，“新人”的内涵凸显了教育对“人的全
面发展”的回归，但教育价值取向仍带有较强的“社会本位”色彩，学前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其以作为培
养“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的新人”的基础和入学准备阶段而被设定的，加之“解
除家长后顾之忧”的福利属性，使得“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更像是实现上述社会价值的个体条件。
此后的政策法规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身心和谐”的目标，逐步拓展和深化了幼儿成

长这一诉求的内涵，学前教育的“个体价值”及其特殊性在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开始跨越
“社会价值”，被放置在更显眼的位置表述。如《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应当
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诸方面和谐发展”，“幼儿园应当贯彻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
的教育和发展相适应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1999 年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提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阶段抓起”。

2001 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
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应）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2010 年《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明确要求“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帮助幼儿养成“积极主动、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
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态度倾向；2016 年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改变了幼儿园任务涉及家庭福
利的表达，将“为家长参加工作、学习提供便利条件”改为“面向幼儿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人们对
学前教育价值的认识逐渐脱离了对其他教育阶段和社会事业的依附，学前教育自身的价值日益显
现。学前教育不再只是为后续学段提供支撑的基础，而是拥有独立价值的教育阶段。这种态度的蜕变
对确立学前教育的社会及学术地位具有革命性意义。
学前教育观变革的另一特点是多元价值趋向共存与融合。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诉

求，国家、家庭和幼儿客观上各自对学前教育的应然目的存有不同期待。经过 40年的教育改革，绝对
二元对立的教育价值冲突已经基本消弭，当前的主流教育价值观是以儿童健康发展为本位，社会发
展与家庭服务目的渗透其中，也就是育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存融合———儿童发展、家庭幸福与国
家未来之间本质上并不冲突。

三、从“重在教”到“重在学”

幼儿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儿童的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了解儿
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判断儿童的现实水平，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引发有
效的学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专业的教师队伍严重不足，长期缺乏对儿童发展的深入研究和学习，
对儿童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的把握是不够的，教师对教育内容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儿童的关注。教
师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教什么”而不是“儿童如何学”上。从“重在教”到“重在学”的转变，包括了
儿童观和教育观的转变，也包含了课程观、知识观、经验观和教师观的转变，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实践的意义上看，至今仍未完全完成这个转变。

1979 年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是一个引导学前教育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的重要规章，它
的教育目标总体上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对幼儿的学习主体地位没有充分体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知识导向、技能导向。例如目标中提出“教给幼儿初浅的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发展幼儿的智力
（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特别是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教给幼儿音乐、美术、舞
蹈等方面初浅的常识和技能，培养他们对艺术的爱好”。

1981 年教育部出台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强调了把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并且对不同年龄段身心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对教育任务的表述上延续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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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幼儿园工作条例》的思路，重知识、重技能的状况依然存在，对幼儿学习的关注明显弱于对教师教
学的关注。但值得肯定的是，《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已经开始关注幼儿求知的欲望和学习习
惯，关注幼儿美德感受力、表现力、创造力等。在教育内容和要求的表述上，已经开始较多地考虑幼儿
的需要，关注幼儿的学习特点。提出了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及娱乐等教育手段，让教育的
手段多样化，不再使用“作业”的概念。特别是强调了“要面向全体幼儿，既有统一的要求，又要因材施
教”“要让幼儿多看、多听、多想、多说、多做，使幼儿智力、才能和个性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因
此，这个文件在教育观念上有了一定的更新，尤其是更加重视了幼儿的发展规律。

1989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的颁布，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主导
性儿童观、教育观的根本性转变，对于引导幼儿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
义。《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提出的保育和教育主要目标强调了幼儿身体机能的协调发展和增强体
质；强调了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强调了兴趣和动手能力以及发展
智力；强调了幼儿基本情感的萌发，基本品德、行为、习惯以及性格的养成；强调了萌发幼儿初步感受美
和表现美的情趣。这一目标体系，对幼儿的发展重点更突出，关注了幼儿发展的关键素养，对幼儿的兴
趣、需要和能力充分重视，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主动性得到彰显，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知识导向和教师说
教的倾向。《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在我国学前教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96年和 2016年修订
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在根本价值立场上与它是完全一致的，真正体现了科学的儿童观，真正将幼儿园
教育中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儿童为中心，将儿童的发展作为幼儿教育的最高追求，将儿童的需要、兴
趣和可能作为儿童学习的重要动力，将全面发展的核心素质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将多样化的活动作
为促进儿童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观念上真正实现了从“重在教”到“重在学”的历史性转变。

四、从“知识”到“经验”

“知识”与“经验”是“教”和“学”作用的直接结果，因此，学前教育领域“教”与“学”重心的变化引
发了业界对“知识”与“经验”的重新认识。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对“经验”这一概念
的接受逐渐替代了对“知识”的过度崇拜。
真正引导广大实践工作者实现从“知识”到“经验”转变的是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它明确提出要推进幼儿素质教育，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
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将幼儿园教育内容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指出各领域的
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对每个领域的目标、
内容要求和指导要点作了简要的说明，体现了儿童学习者主体地位，体现了新的知识观，即幼儿阶段的
主要学习任务不是被动吸纳符号性的系统书面知识，而是幼儿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建构自
己的知识。对幼儿来说，知识是情境性的，是与解决问题相关联的，是不断变化和完善的。
因此，对幼儿而言，学习就是在多样化的活动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获得并拓展经验。经验是连

续的，也是交互的，因此，学习既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循序渐进，也要注重不同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相
互渗透，有机结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综合地学习。这样，环境和材料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们影响幼儿学习的水平和质量。

2012 年教育部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基础上
对儿童学习和发展更加深入、细致的说明，展现了一幅儿童全面发展的蓝图，呈现了儿童可能获得的
经验的体系。《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
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严禁“揠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体现了经验对于幼儿
的重要价值，体现了新的学习观。关注经验必定关注幼儿的生活，因为对于幼儿来说，最重要的是生
活的经验，真正能得到内化的经验大多是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因此，注重经验与注重生活、注重情
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为幼儿创造愉快丰富的生活环境，就是为了丰富幼儿的经验。《3～6 岁儿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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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指南》的教育建议中，充分体现了让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幼儿能与周围环境充分互
动，让幼儿获得更多的经验。自此，经验意识、经验获得、经验整合、经验延续、经验扩展等理念逐渐成
为我国学前教育界的主流话语。

五、从“幼儿教养者”到“多角色的专业人”

教育是一个让人类走向崇高、获得幸福的事业。因此，好的教育必须关怀“人”，关怀“人”当下与
未来的幸福，这个“人”的范畴不能忽略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教师。换句话说，回归本真
的教育，应同样用看待“人”的视角看待教师。改革开放 40年来，幼儿教师的身份从“保姆”转变为“教
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幼儿的同伴，从技能素养相对单一的劳动者转变为素质综合的复合型专
业人才，从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工具”转变为对幼儿教育具有积极作用的主体。

1979 年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要求教师对本班幼儿的教育工作全面负责，要“供给幼儿必需
的营养，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发展他们体育运动方面的基本动作……教给幼儿初
浅的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发展幼儿的智力……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向幼
儿进行初步的五爱教育……教给幼儿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初浅的常识和技能，培养他们对艺术的
爱好”。可见，这一时期的教师角色带有明确的权威性，其地位是“上位”和主动的，教师被看作是知
识、技能、品格的持有者与传递者。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幼儿教师角色概括为“权威型的幼儿教养
者”。《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试行和正式颁布促进了教师角色的改变。该文件对幼儿教师职责的规定反
映出，对教师角色的认定带有重构师幼关系的“去权威”的色彩。教师工作的出发点不是要教授的知
识，而是幼儿的具体情况；教师不再只是知识技能的传递者，而是一日生活的组织者，幼儿的观察者，
其品德、情感发展的促进者，游戏环境的创设者；教师还是家园共育的合作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这
一时期幼儿教师角色可以被概括为“幼儿全面发展的促进者”。

2001 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首次明确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即“教师应成
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2011 年《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提出“教师是幼儿、中小学
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在研究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是反思性实践者，在研
究自身经验和改进教育教学行为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是终身学习者，在持续学习和不断完善
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幼儿教师的角色开始被赋予多元复合的期待。在师幼关系中，教
师的权威光环完全褪去，是幼儿平等的知心朋友、游戏伙伴和其生活起居的保育者；在教育活动中，
教师是幼儿的观察者、研究者，课程的设计者、规划者，环境的创设者、提供者，幼儿学习的指导者、评
估者；在家园合作中，教师是联络者、沟通者，家庭教育的指导者；在专业成长中，教师是反思者、研究
者。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教育从“知识施受”向“意义建构”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幼儿教师角色可以被
概括为“多重角色的专业人”。
总之，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基本观念发展变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办好学前教育的根

基在于依据规律办教育。学前教育最核心的规律是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是学前教育规律的源头。幼儿
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是我们开展科学保教的基础和前提。幼儿发展的规律催生了幼儿教师
劳动的规律，也就是教育过程的规律。客观地说，由于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
学习很多高深知识，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比中小学的学习内容要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幼儿教师的工
作就更为简单。幼儿教师必须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关注幼儿的现实生活，深入观察
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个幼儿的行为表现，分析他们的发展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为每一个儿童提供
适宜的、可选择的和有趣味的环境和材料，以便引发儿童与同伴、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学前教育的
内容需要教师以观察和分析为基础，进行挖掘、选择和创造。
幼儿教师劳动的规律，呼唤学前教育管理的规律。幼儿教师的劳动具有针对性、适宜性和创造性。

因此，幼儿教育的管理应充分考虑幼儿教师的工作规律，了解幼儿教师的基本素养，尊重她们的人格尊
严，为她们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在管理工作中，要做到严格要求和充分信任相统一，坚持规范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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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创新相结合，满足需求与提高要求相协调。[7]与其他学段的教师相比，当前，我国幼儿教师待遇保障不
尽理想，这是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羁绊之一。超大班额带来的过重身心负担、部分家长的苛责带来
的人际关系困扰、由偏低的收入所产生的待遇失落、个别媒体对幼儿教育负面案例的过度宣传等，不仅
影响保教质量，还会影响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幸福感，甚至损害幼儿教师的社会形象。只有坚守立
场、坚持规律、坚信科学，才会带领我们走向中国学前教育事业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1979年《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提出“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保教方法，不要把教育小学生、中学生

和成年人的材料和方法投到幼儿园中来”，1981 年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要求“要防止幼
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1991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和 2010 年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均直接否定了这一现象，2011 年、2018 年教育部专门
针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问题发了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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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dea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Bin Zhang，1 Yongping Yu2

（1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uzhou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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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the most basic and pro－
found change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is the rebuilding of the idea. It was the retur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education，the approach of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nd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education.
Children Awareness has been highlighted. The aim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school
readiness t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lifelong development. The emphases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have
transferred from teachers’teaching to children’s learning，from the knowledge to experi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has changed from the nursery teacher to the professional with multiple roles. The experi－
ence of the reform above shows that，to develop the preschool education，we must follow its basic laws.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changes of idea，preschool education idea，valu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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