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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方法”（the Mosaic Approach）是近年源

起于欧洲的一种儿童研究方法。它主要用于了解儿

童尤其是幼童“未能直接用语言表达”的内心感受和

想法。标志该方法形成的代表性作品是挪威学者艾

莉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博士和英国学者彼得·莫

斯（Peter Moss）教授 2001 年合作出版的《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The Mosaic Approach》一书。十多年

来，不断完善中的“马赛克方法”在英国、丹麦、挪威、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就

目前而言，“马赛克方法”仍算不上一种广为人知的

儿童研究方法，尤其在我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它现在还只是一个处于起步发展期的“小方法”。与

之相反，“幼儿教育改革”这一议题，不管对于哪个国

家或地区，不管对于现在抑或将来，都始终是教育研

究领域的一个“大议题”。那么，这一“小方法”与这一

“大议题”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关联从而值得将

它们比肩并置？尤其对于路向不明的我国幼儿教育

改革而言，这一前瞻性的“小方法”将意味着什么？又

可以贡献什么？本文将主视点汇聚于此。

一、“马赛克方法”及其背后的深远意蕴

多渠道聆听儿童的心声是“马赛克方法”的核心

要义。“这里的聆听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听取过程，

它不仅仅意味着听见，而且关涉到对所听内容的理

解、意义建构与行动回应。”[1]聆听儿童的途径不应

仅限于“耳朵之听”，因为“儿童有一百种语言”[2]来表

达自己，要想回应他们的“一百种语言表达”就需要

创建出“一百种聆听的方法”，这就是“马赛克方法”
———也可以说是“方法的马赛克”所以形成的来由。
“马赛克方法赋予儿童一种可能，使他们唤起自己的

一百种语言，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与表达自

己。”[3]准确地说，“马赛克方法”并非指某一种具体

方法（method），而是多种方法组合形成的一种综合

性儿童研究技术（approach）。“马赛克”一词在这里

的使用并非实指，而是一个比喻———正像由多种不

同色彩的小图片构成的斑斓的马赛克图案一样，这

一儿童研究技术所内含的多种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一

个“方法的马赛克拼盘”，而通过这多样方法所捕获

的反映儿童内心的信息，则形成了某一片针对某个

具体儿童的兴趣、需要与观点的“信息的马赛克”。
（一）“马赛克方法”的主要内容

“马赛克方法”大体由三个环节构成：一、信息生

成与采集；二、信息汇总与处理；三、结论反思及实践

改造。[4]第一个环节的任务是信息生成与信息采集，

也就是尽量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来生成信息、收集

信息，从而获得某一幼儿在某一方面的感受、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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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经验、兴趣等。“信息生成”的具体渠道包括：观

察、儿童访谈、儿童摄影及制书、游览及地图制作、游
戏扮演、家长访谈、教师访谈等。这些渠道中有些信

息属于直接采集，比如观察、儿童访谈、家长和教师

访谈；有些信息则需要幼儿通过“参与一定的活动”
才能生成，以此为基础才能完成“信息采集”。这后一

种信息采集方法常被称为“参与性研究方法”。值得

指出的是，“马赛克方法”中的这些信息采集渠道并

不是固化或封闭的，而是无限开放的，因而在“马赛

克方法”中始终会留有一篇空白的马赛克单元，供不

同的研究者去做新的方法开创。这种期待无限多样

的方法以获取“儿童信息”的研究路线，其背后的坚

定假设是：幼儿这枚多数时候难以被读取的“芯片”，
其内部绝不缺乏丰富的内容和想法，缺乏的只是“读

取的技术”。“马赛克方法”第二个环节的任务是对所

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汇总、整合与意义建构。由于第

一环节中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所得到的信息的形式

也是各不相同的———如观察所得的是“行为信息”、
访谈所得的是“言语信息”、儿童制作的书册地图等

所提供的是“作品性信息”、重要他人所提供的是“间

接信息”等。要对这些形式多样的信息进行整合其实

并非易事。尤其在一些原始性信息单元中，经常会有

一些信息的清晰度不够完善，这就需要围绕这些主

题进行更多的“信息补采”。对于清晰度欠缺的信息，

“马赛克方法”还采取了三条专门策略予以应对：一

是采取“互证”的方法对来源不同的信息之间的“关

联度”和“重复出现次数”进行列表确认，[5]从而细致

地揭示出某一条重要信息是否在其他渠道的信息中

有所重复体现，然后再对这条信息做出最终的留用

或舍弃；二是坚持“以儿童为第一主体的原则”对模

糊性信息进行二次解释。比如，对于“儿童制书”所传

递的信息进行意义提取时，并不是以研究者为提取

主体，而是会听取儿童对这本书内容的进一步解释

从而再确定这本书所传递的信息意义。三是当不同

渠道的信息之间出现矛盾时，比如当“研究者之所

见”与其他信息出现不吻合时，让“儿童之所想”作为

对这种意义建构的最终裁决。总之，在这一个环节

中，“马赛克方法”始终把信息的解释权和意义的建

构权紧密地赋予儿童。“马赛克方法”的第三个环节

是从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出发，对实践予以反思和整

改。“这最后一个环节聚焦于———如何根据儿童的观

点来形成新的行动的基点———不管这是作为对已有

区域的积极性保留，还是对其予以改变或改造。”[6]

马赛克方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研究方法，因而

是否最终落实为行动改造，不仅是关系到它的完整

性的一个基本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它的旨

归所在。
通过以上对“马赛克方法”的环节解析，我们不

难看出：“马赛克方法”与以往儿童研究方法的“着力

点”大不同———以“聆听”的姿态求解于儿童的表达，

而不是以“俯视”的姿态来洞悉儿童的世界。“马赛克

方法”这种研究着力点的设定不是偶然的，而是其背

后依托的儿童观、教育观、民主观的深层体现。
（二）“马赛克方法”背后的儿童观

“儿童是自身事务的专家；儿童是有交流能力的

主体；儿童应当成为权利的持有者；儿童本是真实意

义的建构者———这就是马赛克方法所建基于其上的

儿童观。”[7]展开来说就是：儿童纵然不是在社会生

活事务中可以与成人一决高下的“专家”，但他们却

是对自己生活事务最有发言权的人；儿童纵然不是

一个高超的“语言交流者”，但他们却有无数潜在的

非语言交流技能；儿童虽弱小，但他们作为一种“当

下存在”的人，从根本上应该成为“自己如何生活”的
权利持有者；儿童是自己学习和生活的积极建构者，

他们可以与成人一起建构生活的真实意义，而不是

仅仅从成人那里获得意义。一味地“让成人作为儿童

的代言人”这一惯常做法其实缺乏足够的合理性。
“研究表明，儿童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这些表达往往和被请来‘代表儿童的成人’的表述并

不相同。”[8]回顾人类历史上“儿童观”的发展历程，不

得不说，这样的儿童观是对以往所有儿童观的巨大

超越。儿童曾长期被成人视作能力匮乏者、帮助接受

者、需要管理改造者、无法自主者……可是，一种明

显的趋势是近现代的儿童观正愈来愈把儿童视作一

个生机勃勃的富有的主体。“我们为‘另外一种儿童

的诞生’提供了可能———这种儿童具有很多能力，有

思想、有理论，值得我们从他的角度来倾听。”[9]不得

不说，“发现儿童”与“聆听儿童”正愈来愈成为儿童

观的时代强音，而“马赛克方法”就是这样一种儿童

观的代言人与探路者。儿童是富有者，而不是匮乏

者，这是马赛克方法对儿童持有的根本观点。诚然，

作为人们看待儿童的一种基本立场和态度，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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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个纯然的事实判断，而是带有一定的信念

性。儿童显然在生活的很多方面能力不比成人，但是

这却绝不意味着他们不具有主导自己成长的内在力

量。在自己的成长方面，儿童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

的需要、动机和愿望。
（三）“马赛克方法”背后的教育观

如果说“马赛克方法”背后的儿童观是显而易见

的（在克拉克的著作中就可找到直接的表述），那么

要发现“马赛克方法”背后的教育观则要费一些周

折。克拉克本人并没有直接申明过自己所持的教育

观，但是她的合作者、最早与她一起创建了“马赛克

方法”的彼得·莫斯教授———英国重量级的早期教育

理论研究者，却极为鲜明地在多篇论文中表述过自

己的幼儿教育观：“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包括实现儿童

各种丰富的潜能……它还应该用于鼓励和促进怀有

各种不同想法、生活于各种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去进

行各种不同的生活尝试。”[10]要“在文明社会中，建立

论坛式的早期教育机构……论坛是文明社会的一个

重要特征……论坛是参与对话的所在地。”[11]值得指

出的是，这里“论坛”是指一个儿童与成人完全平等

对话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不难找到“聆听儿童的声

音”何以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为其研制专门方法的

原因。“论坛”是让每个人都说话的地方，是让每个人

的声音都被听见的地方。在教育生活的场域中，“儿

童的看法和想法”是尤其需要“被听见”的声音。“把

儿童的观点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其中的价值不

容低估。”[12]千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教育观

大多是把儿童视作教育的“对象”，不管是需要监管

或管治的对象、需要改造或塑造的对象、需要帮助或

服务的对象，还是需要按照规律来发展的对象……
总而言之是视儿童为“对象”而非“主体”。即使在“儿

童中心”的教育提法中，根深蒂固地也还隐含着一种

“对象”思维，只不过这种教育提法把儿童这一“对

象”的地位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使儿童

从一种“被忽视的对象”变成了一种“更重要的对象”
而已。在这些“对象式”教育思维的主导下，师生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更具体地

说是一种“教学”媒介下产生的“教与学”的关系，而

不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地建构真实生活意义的关

系。“马赛克方法”背后潜藏的教育观，亦即把教育生

活视作“论坛”场所的教育观，则属于“多主体参与

式”的教育观，是用心聆听儿童的“发声”以期待教师

“回声”的“关系型”教育观。“关系型”有别于“对象

型”，在这样的关系中，教师是倾听与回应者而非教

导和评判者。教师与儿童一起建构教育生活，而不是

教师安排指导教育生活。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儿

童与教师平权”的教育观。
（四）“马赛克方法”背后的民主观

“马赛克方法”背后其实还关涉着一个深远的民

主命题———在教育生活的场域中，“民主”意味着什

么？教育生活中的民主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民

主有何关联？在早教机构中，“民主的意义包含‘儿童

有权主动地和创造性地自我安排生活———从很早开

始’；在儿童早期教育机构中体验民主‘将引导儿童

去理解和深思现代民主。’”[13]也就是说，在教育生活

中，民主的根本要求在于让儿童能够按照自己的愿

望自主生活而不是被成人“定制”生活。这种发生在

教育生活层面的民主实践，将会潜在地促进社会生

活中的民主进展。彼得·莫斯教授甚至称之为“童年

政治”的一部分。反之，教育生活中的成人霸权只能

培养听话的乃至奴性的儿童，它无助于任何意义上

的“民主主体”的生成。儿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

必然和实然存在，虽然“未成年”是他的基本标识，但

作为一种实然存在的人，它难道真的并不具有对于

人类社会生活的“当下”价值而必须等到他成年之后

才能享有民主生活的基本资格？这应该是一个极需

深思而不能轻易论断的问题。“超越质量，走向意义

生成”[14]———彼得·莫斯教授所力倡的这一早期教育

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侧面回答：面

对千差万别的儿童，教育应超越质量标准下的功利

追求而走向个体真实生活意义的达成。“我们不愿仅

止于‘超越质量’这一批判性话语……我们还要使用

一个新术语———‘意义生成’来表达我们的教育理

念。”[15]“换言之，一个儿童可以过任何他自己想要过

的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对于他本人具有真实的意义，

就是值得去过的生活。民主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生活

中的决策性民主，这只是一种宏大主题中的民主，它

还应该深切地指向一种平凡生活层面的民主———让

每个儿童都能按照自己内在的声音去生活。这是儿

童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主，也是任何社会民主所

能够生成的初始力量。“这里的聆听被认为与教育民

主讨论密切关联。”[16]“马赛克方法”为实现“儿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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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造了方法层面的前提条件。
综上，不难发现：“马赛克方法”并非一种孤立

的儿童研究方法，而是具有深厚渊源的国际教育思

潮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与其说“马赛克方法”是
一种独到而实用的儿童研究方法，毋宁说它更是一

种具有深远意蕴的儿童观、教育观、民主观的代言

人。正是在此意义上，“马赛克方法”与我国幼儿教育

改革之间的某些议题紧密关联。

二、我国幼教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几道难题

“改革”往往意味着剧变性的“大动作”正待发生。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幼儿教育改革注定会是一

个漫长的进程，而不可能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飓风式变

革。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幼儿教育的独立性不管是

在社会结构层面还是在教育体系内部都依然十分薄

弱。“学前教育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其发展的

每一步都深深‘嵌入’于社会改革中。”[17]在复杂社会

因素的种种牵绊之下，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以下几个

根本问题其实一直尚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一）“儿童本位”幼教改革方向的确立尚任重

道远

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来关涉到幼儿教育的重大

政策及改革文件，我国幼教改革的重心主要分布于

办园体制改革、财政投入改革、幼儿园管理改革、教
师教育改革等议题。涉及到幼儿教育“办教方向”的
改革如果说不全是为零，那也只是极为有限地“屈

身”于本就份量不足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之内。[18]

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表明：在幼儿园的办教方向这

一重大问题上，我国其实还没有开启或发生任何实

质意义上的变革。也可以说，“儿童本位”的幼教发展

方向问题，其实还尚未成为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社

会性”讨论议题，当然也从未在历次改革中引起充分

重视。应当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学前教育“2010 年以

前的任何一次转轨都不是基于学前教育自身需要的

制度设计，而是应对各种政治改革、经济转型的需

要。”[19]也就是说，学前教育的历次改革更多考虑的

其实并不是自身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是如何应对乃

至迎合外部需要的问题。虽然，近年来这一议题的讨

论及呼声愈来愈呈上升态势，但它的讨论范围目前

为止还仅限于“学界研讨”之层面。更令人遗憾的是，

即便在学术界，对这个议题的反应也还是声音各异，

并不统一。“中国儿童教育界、学前教育界对于儿童

中心论依然疑虑重重，甚至反对者大有人在。”[20]换
言之，在学术界———这个仅仅在理论层面探讨幼儿

教育的“应然发展方向”的有限领地之内，“儿童中

心”的教育理念也还未得到确认与确立。至于在社

会层面，“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极具

煽动性的教育招牌，极为轻易地就俘获了广大幼儿

家长的心。这一口号强烈刺激着家长们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国幼儿教育实践中一

道极难攻破的心理挡箭牌。这就导致了本应对幼儿

怀有最朴素最真挚之爱的家长，却不得不为本已严重

超载的知识教育与应试教育加油助阵，乃至助纣为虐！

此种情势之下，本就微弱的儿童的声音，在这样的社

会潮流之下，几乎完全不可能被听见了。“儿童本位”
的教育完全被“社会功利本位”以及虚幻的“未来本

位”的教育所绑架。“直到今时今日，宏观到国家法

律，微观到幼儿园的教育科研，认识儿童、发现儿童、
让儿童成为他自己，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21]

一句话，“儿童本位”的幼教方向的确立，不管在国家

政策层面、理论研究层面、幼儿园实践层面乃至家长

层面，都还是一道任重道远的严峻课题。
（二）“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使一线教师的主体

性严重缺位

幼儿教育改革归根结底乃是在“幼儿教师”与
“幼儿”之间发生的关系或活动的改变与革新。如果

最终在这个层面不能发生实质性的革新，那所有的

改革不管其声势有多浩大其最终结果也一定是空洞

的，其实效一定是大打折扣的。而在这个层面上，作

为施教者一方的“幼儿教师”显然是改革的实质性主

体之所在。如果这个主体不能、无法或不愿发挥自身

的主动性，那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就属于“被改

革”。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中，幼儿教师正是不

折不扣地处于“执行改革指令”链条的最末端。她

（他）们成了历次改革的执行者、听令者，一遍遍地

“被培训”、“被动员”、“被督查”。在这里，她（他）们作

为改革主体的身份地位是丝毫看不见的。在这样的

情势下，她们的主动精神从何谈起？但是，必须看到：

幼儿教育改革其实是比任何其它学段的教育改革都

更需要发挥幼儿教师自身的主动性的。没有幼儿教

师的“主动改革”，幼儿教育的改革几乎寸步难行。这
不是危言耸听和夸大其词，这是由幼儿教育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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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质决定的。幼儿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有别于学

校教育的学段———幼儿教育没有教材，没有教学大

纲，有的只是一个虽明确但却非常笼统的目标———
服务于幼儿的身心发展。这种教育目标的特殊性使

幼儿教育比任何一个其它学段都具有更高的“灵活

性”。众所周知，一名中学教师可以很容易地转岗胜

任小学教师的工作，但一名小学教师则很难直接转

岗胜任幼儿园教育工作。这其实不难理解：幼儿教育

固然不深奥，但它的“灵活性”却是任何其它学段难

以比拟的，因为幼儿的身心发展需要是如此地不易

被了解。幼儿不像其他学段的教育对象，仅仅通过语

言交流就可以被成人充分理解。幼儿往往自说自话，

而且另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这为准确地了解幼儿造

成了极大的难度。因而，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既无

需成为知识上的专业人士，也无需成为教学上的专

业人士，但却必须成为一名深入细致“了解幼儿”的
专业人士，才可能真正胜任幼儿教育工作。要想“了

解儿童”，除了“走向儿童”之外别无它途。只有在“走

向儿童”、“了解儿童”的路径上，幼儿教师才能作为

一线的从业“主体”发挥出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和工作

热情。而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中，幼儿教师的心

力更多地是在面向领导的督导、专家的培训、优秀同

行的示范。在这里，她们仅仅是学习者、响应者、模仿

者，而不是主动工作和主动探索的人。一线教师主体

性的缺位，使改革一次次地沦为必须大力“推动”才
能进行的活动，这样的靠“推”才能“动”的改革，其可

持续性是不堪深究的。
（三）幼儿教师“专业化问题”严重制约着幼教改

革的实际步伐

作为一种探索性活动，改革不仅需要动力，它更

需要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幼

儿教育本该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育阶

段，遗憾的是，其师资水平尤其是“教师专业化水平”
却一直处于极其薄弱的状态。甚至“幼儿教师专业化

到底应‘专’在何处？”“幼儿教师的最核心素养到底

何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即便在理论层面也还

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幼儿教育所具有的巨大的灵活

性和师资水平的极其薄弱之间构成了幼儿教育改革

理念与教育实践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那么，在教育

改革之时，最一线的广大幼儿教师最需要什么，这其

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革议题。这里以我国 2012 年

发布的幼教改革文件《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在幼儿教育实践中的使用状态为例，对这一问题略

作分析。“指南”，按其本意其实只要指出“方向”就够

了，但事实上，《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足够

详细的方式在几乎每一个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关节点

上对“教师应如何做”给予了示例与示范。《指南》的

苦心是显而易见的。据笔者了解，在许多幼儿教师的

公开招聘考试中，笔试的大部分内容主要直接来自

《指南》的条目———可以看出，在这里《指南》早已不

仅仅指示方向，而成了幼儿教师的教学规程与范本。
事实上，很多幼儿教师离开了《指南》之具体条目，几

乎不知如何开展工作。《指南》成了幼儿教师日常工

作的依据，成了“鹰架”教师的一把拐杖———“鹰架”
的最朴素涵义就是，对一个自己不会走路或不具有

走路能力的孩子，别人架着胳膊使他往前走。把“指

南”作为工作中直接的拐杖，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幼儿

教师的变通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试想，在幼儿教育这

样一个学段，既无教材，亦无大纲，更无固定的课堂，

在极为灵活变通的教育场域中，“鹰架”与“指南”果
真能走得通吗？任何一种改革，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

对既有状态的探索性改变，这种探索本身不应该是

“学样”的，而应该是“自为”的。广大的一线幼儿教师

该如何根据千变万化、不一而足的教育现场来应对

自己的教育问题？这是任何一个专家或领导都无法

亲临解决的，也是任何一种共性的理论所无法解决

的。这是任何一种“远水”都解决不了的“近渴”。但反

过来亦应看到：缺乏能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知道所

需要的能力到底从哪里去寻找。马赛克方法之价值

就在于，它使机械的鹰架性帮助变成一种到儿童那

里去取源头活水的方法给予。
综上，我国幼儿教育尚需重大变革，但鉴于以上

根本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幼教改革的进程

不宜于以声势浩大的姿态“自上而下”地去开创局

面，而更宜于以扎扎实实的功夫，在幼儿教师这一层

面积累与积淀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可持

续态势。“马赛克方法”正是一种直接“送改革到教师

手中”的方法尝试。

三、“马赛克方法”对我国幼儿教育改革困境的

可能突破

如前文已述，“马赛克方法”不仅仅是方法。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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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儿童教育观的“代言人”。作为

一种方法，它在幼儿教育实践中或将燃起一种“崭新

的儿童研究”的星星之火；作为一种教育观的“代言

人”，它最终掀起的却有可能是幼儿教育变革的燎原

之力。“马赛克方法”对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重要意

义主要蕴含于以下层面：

（一）“马赛克方法”与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方向

确立

如同任何其它改革一样，幼儿教育改革也会涉

及到千头万绪的问题，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弯曲挫

折。但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不予以确立，那所有改

革物力人力的投放都终将是盲目的，其实效也终将

是含糊的。这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幼儿教育终

将向何处去？———是坚定不移地走向儿童本位？是

积重难返地退守社会利益取向？还是迟疑不决地徘

徊于两者之间？在左、中、右的这三个大方向中，我们

终将选择其一。“马赛克方法”从来就不是一套孤立

的方法，而是与一整套具有未来生命力的儿童观、教
育观、民主观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

一“方法”其实必须与“观念”一起捆绑施行。甚至可

以说，在习得这套“方法”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理念”
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方法使用者的

心中。这正是这一方法不同于任何其它一种儿童研

究方法的深远价值所在。具体来说，“马赛克方法”之
未来价值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与幼儿教育发展变革

的国际先进方向紧密相连。彼得·莫斯教授———既是

马赛克方法的直接开创者之一，也是艾莉森·克拉克

博士的长期学术合作导师———曾长期关注意大利瑞

吉欧教育，在欧洲幼教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赛克方法”其实是在以“瑞吉

欧教育”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先进幼儿教育实践中

及其深刻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工具开发。
“瑞纳第（Rinaldi）描述了聆听教育学的多重涵义，这

些涵义与原则已成为瑞吉欧教育实践的基石。”[22]

综观全球范围，每个国家所秉持的主流幼教理念和

方向并不相同，而是样态纷呈。但在这样态纷呈之

中，北欧、西欧作为先进幼儿教育的发源地与领跑者

而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风物长宜放眼量”，在这

样的国际幼儿教育发展背景下，我国幼儿教育的发

展能否高瞻远瞩，更早地融入国际先进幼教之林，从

而获得更顺畅的健康发展，“马赛克方法”或许可发

挥其重要的桥梁作用。其实，在我国不长的幼儿园教

育史上，陈鹤琴先生在致力推行其著名的“活教育”
幼教理念时就曾大声疾呼：“我们大家一起振作起

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23]但如何

研究儿童？尤其如何研究个体的儿童？ 这在我国却

一直极其匮乏。“几十年来学前教育事业的起落留给

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一是：除非我们将学龄前儿童视

为独立的个体，除非我们将儿童事业发展视为一项

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政治或经济发展的社会

发展指标，那么学前教育的发展将得不到根本性的

保障。”[24]“幼儿园也能改变中国”，[25]“以儿童为本

位”、“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教育基本方向的确立在

我国绝非易事，它至今仍是一个艰难争论中的议题。
愿“马赛克方法”的推广使用为我们走向这一幼教变

革之路开启一个方法上的前奏。
（二）“马赛克方法”与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路径

创新

辨明一场改革的性质如何，最直捷简便的方法

是考察该改革的动力源何在。归根结底，改革不过是

社会利益再分配在局部领域或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动模式总是作为我

国教育改革自然也包括幼儿教育改革的通常路径。
固然，这种改革路径不无合理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多方社会力量在进行大量论证考察之后为改善幼

儿教育所做出的一次次努力。但这种与行政力量裹

挟在一起的来自“上面”的改革进程，与最亲切的幼

儿教育实践之间到底存有一定的疏离。而其“号令”
式的推行进程也往往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隐形阻

抗力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成为令每一

轮教育改革大打折扣的积弊。相反，“马赛克方法”背
后所持有的彻底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立场，决

定了其利益出发点在于“儿童利益的最大化”。那么，

在整个社会体系内，哪些人才是“儿童利益”的最可

能的代言人？当然，儿童自身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可靠

的申诉者。但幼儿教育改革毕竟属于成人世界之社

会事务，幼儿无法作为“利益方”直接参与博弈。也就

是说，作为一种服务于幼儿的教育事业，它的改革路

径很难“自幼儿始”。那么，退而求其次，幼儿教育改

革如果果真愿意把“幼儿的利益最大化”，它可否自

“研究幼儿的需要”始？而幼儿教师———这一与幼儿

朝夕相处的最了解幼儿真实需要的成人，可否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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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利益的较有力的“代言人”？“马赛克方法”因其

“对儿童需要的关注”而在本质上属于“在社会中实

行儿童民主”的一种技术路径。这种技术一旦为广大

的幼儿教师所精通掌握，能否爆发出一种“自下而

上”的改革原动力？“儿童是自己事务的专家”———马

赛克方法建立于其上的这一基本命题，如果在广大

教师中深入人心，能否产生一种最本真的改革热情？

毕竟，广大幼儿教师群体才是任何幼教改革成败的

关键所在。另外，幼儿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这使它并

不具备坚实而稳固的资金供给，但这也意味着它有

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总之，“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

与“儿童本位”的改革方向并非最佳匹配，而“马赛克

方法”的引入与广泛实践，或将开启我国幼儿教育改

革的另类模式———“自下而上的改革”。或许，在这样

的改革路径设想下，不仅仅是目前既有的“马赛克方

法”，而是无数与“马赛克方法”类似的儿童研究方

法，将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为一种崭新的幼教

改革路径的生成而打通进路。
（三）“马赛克方法”与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瓶颈

突破

所谓改革，总是要革除旧弊、开创新局。就幼儿

教育改革而言，不管“旧弊”之克服还是“新局”之创

生，归根结底总要仰赖于教育现场的执业人———幼

儿教师。因为，不管改革的总体设计多周全，督导检

查制度多细致，如果最终的“教育客户端”———幼儿

教师不具备充分的“响应意愿”和“响应能力”，那任

何改革都最终难逃“水到渠不成”之遗憾。在自上而

下的改革模式中，这一瓶颈表现为“末端堵塞”；在自

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中，这一瓶颈则表现为“始端无

力”。总之，不管怎样的改革路径创设，如果幼儿教师

这一因素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都会在此处形成一

严重的改革瓶颈。那么，如何拓宽这一瓶颈？“马赛克

方法”对于这一瓶颈的突破具有怎样的可能意义？

“教育学即儿童学”，[26]“儿童研究是教师的第一专

业”，[27]提高幼儿教师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对个体儿童

的研究能力，实为突破这一瓶颈的值得考虑的思路。
毕竟，教育现场中的幼儿教师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

活生生的儿童，而不是教科书理论中仅反映共性特

点的抽象儿童；教育现场中的幼儿教师所要解决的

是随时随地出现的极其灵活的具体问题，并非“专家

讲座”和“优质示范课”所提供的有限策略的用武之

地。如果幼儿教师自身不掌握不具备一种实用灵活

的行动研究方法，那么在极其灵活、千变万化的幼儿

教育现场，她（他）将会发现：任何理论和培训其实都

是苍白的。反之，如果用一种既开放又实用的方法武

装起我们的幼儿教师，她们就会在千差万别的教育

现场发挥出自己的执业优势，从而灵活地解决各类

问题。以此反观“马赛克方法”，它所提供的对儿童观

点的多路径考察，使每一个幼儿均可形成一片反映

自己心声和观点的独一无二的马赛克，这就为教师

精准服务好每一个不同的幼儿提供了可能。更重要

的是，“马赛克方法”对于聆听幼儿心声之教育立场

的坚持，为幼儿教师的复杂工作现场提供了一副可

靠的行动指南———当你不知道怎么办时，请去更加

深入地聆听幼儿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其实或直接或

曲折地隐藏了很多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幼儿的心声便是教育

的源头活水。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自幼儿的指南或许

确实比来自专家的讲座和示范课之策略更可靠。以

“马赛克方法”为抓手来培养“研究型幼儿教师”，这

或许可成为我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未来新方

向。当然，这里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意义上

的研究，而是指“面向儿童个体的现场研究”。前者之

旨趣在对共性规律的探索，后者之目的则是对不同

的个体分别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师资质量

不容乐观，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堪忧。虽然近年

推行的准入制度对幼儿教师的从业资格进行了明确

规定，但这种资质仅是一种最低要求，并不足以体现

对未来优秀幼儿教师核心素养的方向定位。“使未来

的幼儿教师，都成为合格的儿童研究者。”[28]研究能

力尤其是熟练的现场研究能力，或许应成为我国未

来幼儿教师的核心素养，而“马赛克方法”对这种研

究性幼儿教师之培养显然具有得天独厚之优势。

四、“小方法”促动“大变革”：一种期待

我国幼儿教育尚需根本性变革，但发起这种变

革的最适切的“着力点”在哪里？没有一个“适切的着

力点”，幼儿教育改革———这一既深受社会外部大环

境规限又很难独立于学校教育体系改革的“局域性”
教育变革，对自身发展之根本性问题解决的针对性

与实效性是令人堪忧的。
“自上而下”的幼儿教育改革着力于“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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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令推行”，从根本上说，它属于一种“自外围切

入”的改革路径。在这样的改革之路上，潜藏于一线

幼儿教师身上的巨大智慧与主动精神很难得到有效

发挥。更重要的是，要对我国幼儿教育进行具有根本

意义的“大变革”，就必须首先在“改革方向”这一层

面上开创与以往不同的新局。而在这一问题上，来

自各方的阻碍与困扰虽然表现形式各自有别，其实

质内核却是统一的：“幼儿教育的方向”一直严密受

控于“成人的意志”之下，不管这意志体现为“国家意

志”、“社会意志”、“机构意志”还是“教师意志”。在这

里，唯独“幼儿的意志”是不见踪影的，至少是被严重

边缘化的。那么，作为教育场域之活动“主角”的弱小

的儿童，他们的利益与心声该如何被表达？又如何通

过值得信赖的“代言人”而得以表达？面向未来，左右

幼儿教育前行方向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社

会情势下的幼儿教育，其方向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寄

希望于远离幼儿生活的社会力量来改变与完善幼儿

教育，这样的“自外围切入”的路径或许并不足以让

人乐观。“马赛克方法”的引介与推行，正是寄希望于

与幼儿朝夕相处的教师们，期待从这里去慢慢“生

成”对幼儿心声的聆听、了解与满足，从而在不知不

觉中营造出“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的幼教发展方

向。这将是一种有别于“自上而下”改革路径的崭新

尝试。
常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极为深切细腻地感

受与了解到了另一个人的内心渴望，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她或他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自

己尽可能的范围内去满足这一个人，而不是对这个

人随意妄为。反之，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心声

毫不知情，她或他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或意志强

加于这个人身上。与之类似，“儿童本位”教育观的形

成仅靠言辞性的说教与培训，或许并不能在幼儿教

师中间真正形成。反之，如果幼儿教师极为真切地了

解了幼儿的心声与渴望，那么一种最朴素的“为幼儿

服务”的教育愿望或许会自然而然乃至不由自主地

生成。更进一步说，如果切实遵从一种“聆听幼儿”的
教育之道，日久之下，就会“生发”出一种教育观，而

这样的教育观因为是经过幼儿教师本人“切己体认”
而得来的，因而一定会具有“知行合一”的实践力量。
其实，深切的聆听不仅会告诉我们幼儿需要什么，甚

至会直接指示成人如何去达成幼儿需要的满足，这

不是无根据的臆想，而是由“马赛克方法”所建基于

其上的“儿童观”———儿童是自己生活事务的专

家———所内在决定的。聆听幼儿的心声，本是“儿童

本位”的幼儿教育改革的核心要意。“马赛克方法”，
将与它所秉持的儿童教育观一道，以润物无声的形

态扎根于幼儿教师的心中，从而在日积月累的工作

亲近中，促成我国幼儿教师的改革动力、改革热情、
改革能力的生成，并最终形成一种渐进型、持续性

的、静悄悄中的剧变。
当然，一种方法本身，不管它多么具有前瞻性，

也不会自动地引领一场变革。变不变革取决于人的

意志，并且主要是成人的意志。但是，随着一种聆听

儿童的方法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其所可能产生

的效应却也不是不可以想见的。事实上，“方法引起

变革”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众所周知，互联网与

计算机技术对人类文明各领域所带来的飓风式的推

进与变革，几乎成为任何社会文化制度都无法阻挡

的洪流。当然，仅就目前的发展与传播程度而言，“马

赛克方法”还只不过是一种成长中的“小方法”。但

是，这一小方法却不是没有可能为我们渐渐打开一

扇新型的教育变革的大门———一扇从广大教师中

推开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教育的大门。一旦这样

的大门实质性地被一线教师所推开，而不是被自上

而下的指令所推开，它将会为真正的幼儿教育大变

革提供无穷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在我国学

界，一种极富生机的研究热潮正在兴起，那就是正在

悄然形成中的“儿童研究”热潮。这一热潮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学界的有识之士正在深刻地

意识到：教育改革推进的重心，至少从学术层面上来

看，可以转向一种更务实的方向———让儿童研究成

为一种潮流，首先在学术界，然后在幼儿教师中间，

逐渐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侧面动力。这一热潮所推

动的便是深远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民主教育。
“马赛克方法”这一聆听儿童心声的具体、细致、开放

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无疑会在这股“儿童研究”
的增长态势中适逢其时，有所作为。

本文系 2014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学前教育改革取向的理论研究”（DHA140276）
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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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aic Approach an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form of China
Miao Ma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Abstract:“The Mosaic Approach”is a set of child research methods originated in Europe in recent years. This approach is mainly

used for “listening”to children of their inner feeling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a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ress through multi-paths.
“The Mosaic Approach”is not only a method of child research,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cept about
children,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osaic Approach”is actually a “prolocutor”of the forward-looking
ideal of children education. It is exactly in this sense that“the Mosaic Approach”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of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form.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saic Approach”will have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direction-decision, path-exploration, key point-
breakthrough and so on.

Keywords: the mosaic approach, listen to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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