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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經歷了以幼稚園課程改革爲突破口的幼稚教育改革，

這場起始於 80 年代，迄今仍在蓬勃開展的幼稚園課程改革，是在大陸實行了改

革開放政策的背景下進行的。儘管這場改革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但是，它在很大

程度上推進了幼稚園教育事業的發展。 

幼稚園課程改革的回顧 

上世紀 20 年代至 30 年代，曾經發生過第一次幼稚園課程改革。這次課程

改革在理論上確認了兒童的主體性，認定了課程應來源於兒童的生活，課程應包

括兒童在幼稚園的一切活動，提出了課程的編制應依據兒童的心理水平。可以

說，80 年代以後開始的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二、

三十年代幼稚園課程改革的影響。例如，1932 年頒佈、1936 年修訂的《標準》

是在陳鶴琴等人課程改革實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直沿用到 40年代末期，而 80

年代開始的幼稚園課程改革，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在不少地方都借鑒了當年的做

法。 

上世紀 50年代，中國大陸再次發生了幼稚園課程改革。雖然，幼稚園教育

不再使用課程一詞，實際上反映的是前蘇聯教育學對課程的狹義的理解，即把課

程看作是學科，通過幼稚園各科的教學對幼兒實施教育。50 年代中國大陸的幼

稚園課程改革，有前蘇聯心理學、教育學的理論作支撐，借鑒了前蘇聯建立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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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基礎之上的分科教育的經驗，儘管全盤否決了以往的作法，然而改革卻是

十分平穩和順利的，咎其原因，應歸結于中國大陸文化和當時的政治能接受分科

教育這種形式的教育，也應歸結於在高度計劃經濟的狀態下，政府能通過行政途

徑有效地層層下達。從 50 年代起，逐漸形成和發展的學科課程對中國大陸幼稚

園課程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80 年代以來，幼稚園課程改革針對的是學科課程

體系。儘管中國大陸幼稚園教育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學科課程的弊端提出了尖銳

的批評，儘管他們對非學科課程抱有極大的熱情，但是迄今爲止，在教育實踐中，

佔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這種傳統的學科課程。 

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幼稚園教育工作者以幼稚園課程改革爲軸心，展

開了幼稚園教育改革。國外的各種兒童發展和教育理論，諸如蒙台梭利、杜威、

布朗芬勃倫納、布魯納，特別是皮亞傑等人的思想和理論開始廣泛傳播；中國大

陸近代教育家們的思想，特別是陳鶴琴的思想再次受到重視，這些都爲 80 年代

以來的幼稚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論背景。 

80 年代初開始的幼稚園課程是從各地自發進行的試驗開始的，這些試驗從

單科擴展到了整體，從城市擴展到了農村，對幼稚園課程改革起了推動作用。在

這些試驗中，比較有影響的幼稚園綜合主題教育等。可以說，這些試驗所針對的

問題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學科課程過分強調系統的單科知識和技能，忽視各學科

間的內在聯繫，忽視兒童的實際活動和直接經驗。 

這場改革最具影響力的舉措是國家教委 1989年頒佈的《幼稚園工作規程》

（簡稱《規程》），這項法規在試行七年以後，經過修訂，正式頒發。《規程》體

現了這場改革的初衷，反映了幼稚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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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了行政的手段，將其規定的內容推向各級行政機構和基層幼稚園。它的改革

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y 強調幼兒的主動活動，爲幼兒提供充分活動的機會； 

y 強調教育要適合幼兒的個體差異，促進每個幼兒在不同水平上的發展； 

y 強調遊戲在幼稚園教育中的重要性； 

y 強調寓教育於幼稚園一日活動之中； 

y 強調幼稚園活動的過程。 

《規程》雖然沒有提及“課程”二字，但是根據它的精神，幼稚園的一切

活動，只要能影響兒童的行爲、態度和價值觀，都被看作是課程。幼稚園教育理

論和實踐工作者設計與實施了各種幼稚園試驗性的課程，各地區也相繼開展了課

程改革試點工作，編制了一些新課程和新教材。 

2001年，國家教育部頒佈了《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簡稱《綱要》），

在國家層面上對包括幼稚園課程在內的幼稚園教育進行了宏觀指導，規定了幼稚

園教育總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和實施原則。《綱要》中規定：幼稚園要“全面

落實《幼稚園工作規程》的保育教育目標，促進幼兒在體、智、德、美諸方面全

面發展，爲幼兒一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素質基礎。幼稚園應創設與教育相

適宜的環境，讓幼兒在與教師，同伴等的共同生活中，通過積極主動的遊戲、活

動，獲得身心的和諧發展。幼稚園應與家庭、社區密切合作，與小學相互銜接和

配合，綜合利用各種教育資源，共同爲幼兒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尊重幼兒，

正面教育，面向全體，重視差異，促進每個幼兒在原有水平上的富有個性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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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綱要》對課程內容的劃分沒有作統一規定，但是，文件以“健康、語言、

社會、科學、藝術等”五個領域的內容劃分爲例，闡述了課程目標、內容與要求，

以及指導要點。《綱要》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指導意見，而由幼稚園爲主確定自己

的課程。 

以上海市爲例，1999年頒佈了《上海市學前教育綱要》。制定這個綱要的依

據是國家的教育方針、學前教育法規以及上海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學前教育現狀

和發展的需要等。《上海市學前教育綱要》強調在教育過程中幼兒的“探索世

界”、“共同生活”和“表現與表達”。在以後的兩年時間裏，上海市根據這個

綱要，又制定了《上海市學前教育課程指南》，編寫了《幼稚園教師參考用書》。

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基於一個題爲“幼稚園探索性主題教育”的課題研究，這

個研究強調課程的綜合化，以主題的形式展開課程。但是，這種綜合不只是形式

上的綜合，它更在乎的是兒童自身的經驗和興趣與及兒童自發生成的活動和教師

設定的活動能否在教育總體目標的導向下達到一種平衡。“幼稚園探索性主題教

育”課題研究強調兒童自己的探索，讓兒童在探索世界的過程中學習共同生活和

自由地表現、表達。但是，這種探索並不太多地強調兒童究竟是否得到了正確的

答案，它更在乎的是兒童能否在這一過程中自主、主動地參與及兒童在自身經驗

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幼稚園探索性主題教育”課題研究強調兒童在“集體學

習”的背景中通過有益於解決認知衝突的社會交往，通過共同建構的過程，學會

怎樣適應社會，學習怎樣成爲不同的個體。 

當課程的價值取向從強調結果到強調過程，從強調教師教學的學業知識和

技能轉化爲強調兒童的發展和一般能力的獲得，那麽，課程的管理也就必然從注

重課程的標準化和統一性轉化爲注重幼稚園課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方面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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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向。 

幼稚教育改革中所存在的問題 

在歷時近二十年的幼稚園課程改革歷程中，中國大陸的幼稚園教育理論和

實踐工作者變得越來越理性、越來越善於思考了。他們在不斷學習、不斷反思的

基礎上，越來越理智地認識到，構建和發展課程要綜合考慮社會文化、知識的性

質和兒童發展等三個方面的要素；通過研究和嘗試，他們對兒童發展、兒童遊戲、

發展與教學的關係、教師的角色與作用、師生的互動、幼稚園教育機構的組織和

管理、幼稚園環境的創設與運用、幼稚園課程設計與評價、家長和社區的參與等

一系列幼稚教育的基本問題有了深一層次的認識和理解。 

然而，自 80年代初開始的幼稚園課程改革還遠沒有結束。如果說，這場改

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的話，那麽主要還只是表現在教育理念的轉變方面，發展

和實施與這些理念相一致的幼稚園課程，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當今，在

貫徹實施教育行政部門的法規和綱要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改革中所存

在的問題和爭議主要不是在理念層面上，而是在實踐操作層面上的。 

從城市到鄉村，從發達地區到不發達地區，尊重兒童，保障兒童權利，在幼

稚園教育中體現兒童的主體性等一些基本的幼稚園教育理念已經深入人心，這些

理念通過行政手段和幼教工作者自發的行動，正在逐漸地轉變爲教育實踐。 

但是，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改革和發展是不平衡的，幼稚園課程改革受制

於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受制於的當地的經濟、文化等水平和當今中小學教

育的現狀和考試制度等。另方面，幼稚園課程改革受制于幼稚園教師的專業化水

平，一般已經習慣於按統一課程標準和教材實施課程的教師，難以適應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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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要求。 

在教育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如何使幼稚園課程在真正意義上滿足幼

兒的興趣和需要；注重過程的幼稚園課程在課程目標、內容、方法和評價中應如

何表述和具體實施；什麽是兒童遊戲，它與教師的教學之間是什麽關係，即教師

應如何處理兒童生成的和教師預定的學習任務之間的關係；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教

師應如何因時因地轉換角色；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家庭和社區如何實質性地參與

等。儘管不少課程實施者在主觀意願上力圖按《綱要》行事，但是在實際上，他

們只是“穿新鞋，走老路”，在很大的程度上仍帶有改革以前幼稚園課程所具有

的弊端，仍然是以高度計劃、高度結構和高度控制的方式實施課程。例如，許多

課程和教材仍以目標模式的方式設計幼稚園課程，強調課程的行爲目標，將此落

實到幼稚園的每一個活動之中，並以這些行爲目標是否達成作爲評價依據，結果

使幼稚園課程改革所強調的兒童發展和活動過程等淪爲空談。 

近二十年以來，整個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強調兒童

發展和強調教育過程，這對於著眼于培養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人

才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文化和教育水平也

相距甚遠。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的農村地區，教育資源缺乏，讓大部分

幼兒有受起碼的幼稚教育的機會已屬不易，完全按統一的幼稚園課程改革的目標

行事，是脫離實際的，如若各級政府的有關部門運用行政手段在所有的地區強加

推行，並不有利於幼稚教育事業的發展。 

從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教育經費是不足的，國家投入到幼稚教育上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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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更少。因此，國家舉辦幼稚教育的基本政策是以社會力量辦學爲主體，新近頒

佈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保證了這項舉辦幼稚教育基本政策的實施。 

但是，傳統理念的擯棄，政府職能的轉變，公平競爭機制的建立，所有這

一切是需要時間的。在現實中，當今被作爲辦學主體的社會力量，特別是民辦幼

稚教育，是在諸多不公平的前提下與公辦幼稚教育機構競爭的，這會在一定程度

上挫傷辦學者的積極性，從而不利於幼稚教育事業的發展。 

中國大陸幼兒教育的發展趨向 

經歷了近 20 年的幼稚教育改革歷程，當今中國大陸幼稚教育改革呈現以下

發展趨勢： 

幼稚教育與社區教育和服務相融合 

中國大陸幼稚園教育的發展有逐漸依託社區的發展趨向。社區的服務功能正

在擴大和加強，社區資源的綜合運用正在受到關注。幼稚園依託社區，融入社區，

其價值不只是限於運用社區資源，更重要的是在更宏觀的層面上加強了對學齡前

兒童及其家庭的教育和服務，而這種教育和服務是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和多功能

的。幼稚園課程與社區教育和服務相融合，會給中國大陸幼稚教育改革帶來新的

思路和發展契機。 

將 0-3歲嬰幼兒列入教育主管部門 

在中國大陸，幼稚園教育歷來被認爲是在幼稚教育機構中對 3-6 歲實施的

教育。近年來，幼稚園教育開始向下延伸，0-3歲嬰幼兒的教育逐漸開始由教育

主管部門進行管理，並開始爲 3歲以下的兒童和家長服務，使 0-6歲兒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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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向。 

逐漸建立和完善公平的競爭機制，大力發展民辦幼稚園教育 

隨著“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實施，政府包攬舉辦幼稚園教育機構和依靠行

政手段管理教育的格局正在改變，運用立法、政策引導、監督評價以及提供各種

服務的管理機制正在逐漸形成。 

幼稚園課程管理多元化、自主化 

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的管理已經走向多元化和自主化，而且會進一步朝這個

方向發展。中國大陸地域廣大，經濟和文化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不均等，全國

範圍內課程的統一性和標準化不切實際，只有多元化、自主化的課程管理才能保

證課程改革朝此方向發展。 

重視教師職業水平的提高 

中國大陸幼稚教育改革在實踐層面上出現的種種問題，與師資水平有很大的關

聯。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師資水平已經成了決定未來幼稚教育改革成敗的關

鍵因素，這是因爲，幼稚教育改革所追求目標最終是要通過教師教育行爲的轉變

才能得以體現的。當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應將幼稚園教師看成為一種專門的

職業，通過職前教育和職後繼續教育，特別是通過對教育實踐的反思，以提高師

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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