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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儿童立场的缺失。一方面，部分教师对于自身违背儿童立场的

行为处于“不自知”的状态；另一方面，受制于外部因素，教师无法彻底践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因此，

如何在坚守儿童立场的同时倾听儿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成为研究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本文基于

以往的理论经验，立足儿童视角，提出教师在实践中新的角色定位：儿童游戏的欣赏者、参与者以及代

言者，即“成为”儿童，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倾听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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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biggest problem in preschool education practice is the lack of children’s standpoint. 
On the one hand, some teachers are in a state of “ignorance” about their own behavior against 
children’s standpoint;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external factors, teachers can’t completely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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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the child-oriented view of children. Therefore, how to listen to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while sticking to their standpoi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re-
searchers. Based on previous theoretical experience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role orientation of teachers in practice: appreciator, participant and spokesperson 
of children’s game, that is, “becoming” children to help teachers listen to children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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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教师与儿童接触，就开始了倾听儿童的过程。而教师对儿童的认识过程契合了人作为教育的本质

问题，同时，教师对儿童的理解也是师幼互动的前提，决定了师幼互动的质量和幼儿园的教育质量[1]。
所以，倾听儿童之于教育具有非常的意义。反观当前推崇以儿童为本的时代背景下，教师仍存在许多“眼

中无儿童”、“心中无儿童”和“误解儿童”的现象[2] [3]，或即使主观希望能够理解儿童，但受制于部

分外在因素，无法践行自身的儿童观。为此，倾听之于教育的卓越意义及其实践困境需要教师坚持儿童

立场，止步错误想法和行为，使自身对儿童的认识能够满足儿童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 

2. 倾听儿童的逻辑起点 

2.1. 坚守儿童立场的需要 

童年社会学家贝瑞·梅奥认为儿童立场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思考儿童是如何理解自身童年的，重

点是倾听儿童，尊重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拒绝以俯视的角度看待儿童，批判“成人–儿童”

二元论视野下儿童与成人的不平等关系[4]。基于此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教育中的儿童立场指以儿童为基

础看待教育问题的立场[5]，这意味着教育真正从儿童出发，坚守儿童的利益，儿童不再是掌控的对象，

而是评判教育实践的唯一的根本尺度和原则[6]。 

2.2. 教育问题的本质——人 

教育中，教师和成人理应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儿童的信息，基于对儿童自身的感知、经验和行动

等的理解，深刻、准确地倾听和解读儿童内心的各种声音，从而与儿童共视角，为计划和实施各类教育

活动找寻有力支撑，使其更能够适配儿童的现实需求和真实水平。所以在实践中，倾听儿童，听见、听

懂儿童的声音，是学前教育教师坚守儿童立场的基础[7]。回归本质，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

就是对人的认识的问题[8]，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学前教育需要教师认识、倾听儿童。 

2.3. 儿童立场的缺失与迷失 

儿童有 100 种语言，教师也有 100 种语言，但是教师的种种语言没有一种能对接儿童的语言，以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产生一种深入人心的平等、交流。这是儿童立场的缺失。部分教育者认为自

己接受过完备的教育，所以他们试图把自己的观念、价值强加给孩子，甚至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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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教育“代际传播”给儿童，这样的教育势必会以一种压制、操控的状态展开，其本质不过是在向

弱小的孩子展示成人“应有的”的权威[9]。 
虞永平教授曾说过：“看得见儿童，找得到课程”。目前，很多教师可以看得见儿童，但一个更大

的问题随之而来——儿童立场的迷失，看不懂儿童，听不懂儿童，理解不了儿童。这就导致教师和成人

对儿童的忽视和误解，无法科学的对待儿童，具体表现为高控、简单粗暴、上位权威、评价出现问题等

等。已有研究表明，关于情感支持领域中“尊重儿童的观点”上，我国学前教育教师的排名很低[10]。虽

然由于教育变革，我国学前教育教师的儿童观普遍得到一定纠正，但仍然无法做到内化于一言一行。尽

管大部分教师知道正确的儿童教育理念，但在实际活动中仍保持固有的成人视角，或者为了更大程度上

维持活动秩序而忽视幼儿的发展需求。且这部分教师往往对自身的错误行为“不自知”[10]。 
因此，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师自身儿童立场的缺失，教师往往无法明晰自身在何时、何地、为

何产生违背儿童立场的行为，这对我们倾听儿童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在坚守儿童立场的同时倾听、理解

儿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成为研究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3. 现有的尝试 

为了更好地理解、倾听儿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讨论。例如，理解儿童的逻辑起点是要

承认儿童无法被完全理解[11]。理解儿童的角度需从身体的视角出发，认识儿童的身体则意味着重新认识

身体与人、社会和教育之间的关系[12]。在此基础上，理解儿童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素质应包括儿童意识、

预见力、容忍力、共情力、共释力[13]。理解儿童的视角也包括儿童本身，教师要重点关注儿童于世界的

多元化体验、感知和理解[14]，让儿童的生活体验成为教师理解儿童的窗口[15]。 
实践层面上，受制于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研究者已经愈加认识到单纯的倾听和理解儿童已

不再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倾听儿童的动作、表情、情绪、状态和作品同样重要，教师和成人理解儿童

的方式愈加丰富。如学习故事，儿童学习活动的记录叫做学习故事，玛格丽特·卡尔在《学习与教学故

事：新西兰早期儿童评价行动研究》中指出，要促进儿童心智倾向的发展，教师首先要倾听儿童的心声，

把握儿童的内在心理需求[16]。再如，马赛克方法运用多路径了解儿童，尤其是幼童的那些未能直接用语

言表达的想法和经验，其核心要义是多渠道聆听儿童的心声并做出回应[17]。 

4. “成为”儿童 

4.1. “成为”儿童的可能、前提 

首先需要承认儿童无法被完全理解，儿童的无限性和教师的有限性决定了教师无法完全理解儿童。

但是有限性是可以努力靠近无限性的，通过教师的主观能动可以不断拓展完全理解儿童的可能性，以一

种更加审慎的态度处理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11]。那么从教师的有限性出发，是不是教师“成为儿童”

就能使有限性无限趋近无限性呢？ 
从生活的本质出发，依托成人对儿童的五个理解层次，这是可行的。生活永远在拷问我们该如何生

活，“这就是我在生活中理应做的事吗？这就是我打发时间的正确方式吗？”除了儿童，成人很难以有

力的行为和回答唤醒并回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儿童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所尝试的各种可能

性也是向成人开放的。这些不同甚至优于成人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会使我们感觉年轻，我们也可能因此

抓住生活的希望[9]。 
而教师对儿童的五个理解层次为成人提供了抓住这些可能性的依据。五个理解层次中的最低层次是

教师依据主观经验理解儿童[18]，但如果教师和成人“成为儿童”，以“儿童”的主观经验倾听儿童，这

可能是理解层次的更高回归。范梅南也曾指出，教育的敏感性是教育人员进入孩子的体验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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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敏感就是教育机智的一部分[19]，是成人于儿童的共情。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即教师和成人以“儿

童”的身份于儿童共情。 

4.2. “成为”儿童的路径 

人不仅是理性的、制造的人，也是游戏的人[20]。而游戏的本质是自然，在游戏所显露的激动、专注

和生机中，蕴含着自身独特的本质品质，也因此大自然给与的是有欢笑、有激情、有愉悦的游戏。也正

是游戏的愉悦性，抵制着所有的分析和逻辑解剖。“我们游戏并且知道我们在游戏，我们也就必定不仅

仅是理性的存在，因为游戏是非理性的[20]。”  
而游戏所具有的超越性能让人成为游戏的人，从而使游戏成为连接成人与儿童的窗口。为此，我们

需要认识到游戏自身所具备的超越性：一方面，游戏的自然属性决定儿童所从事的游戏本身没有明确的

指向，这不是说游戏没有意义，而是游戏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有意义的形式，并非可有可无；另一方面，

游戏具有超越现实和眼前的作用，游戏所迸发出新的火花，能够帮我们冲破呆板的机械的生活的禁锢[21]。 
1) 游戏的欣赏者 
教师之所以难以理解儿童，是因为在接触外界信息的过程中逐渐被外欲所干扰，丧失了作为儿童的

眼睛和心灵。而游戏是儿童的代名词，游戏孕育着儿童和自然最本真的品质，无法欣赏游戏，便无法理

解儿童。 
我们要承认，在游戏上，孩子比我们会玩。观察幼儿的自主性游戏；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让幼

儿真正成为游戏的主人，这样才是最真实的游戏，最自然的游戏，这样的游戏才能调动幼儿多方面的感

官和情感[22]，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这种游戏才是成人应该观赏的，而非那些成人预设的游戏，孩子投入

已经规划好的游戏中只会单纯的满足老师和成人的成就感，从而忽略了游戏、儿童身上蕴含的本真。 
所以教师需转变自身身份，首先成为儿童游戏的欣赏者。懂得欣赏游戏的人往往最能够深刻的感受

游戏，而游戏理应成为成人倾听儿童的窗口。儿童并非天生的合作游戏者，最初儿童以独立游戏为主，

或者仅仅作为观察者。这种观察是一种“赞赏性倾听”[23]，不仅仅是看，更多的是感受、思考、直到自

己会主动为之改变——产生兴趣、希望参与、提出参与并采取方法参与(这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种参与并

不是委曲求全，这和成人被生活所压迫并为之改变不一样，是一种主动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改变，儿童主

动参与是融入集体的第一步，是阿德勒所描述的走出个人的狭隘圈，迈向正确“生活意义”的一步，是

成人所缺乏的勇气的一步。儿童在集体和同伴的交流中可以更好地获得成长，人也是如此，所以儿童的

发展亦是契合人类的发展。 
2) 游戏的参与者 
杜威曾说：“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

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和同情。”我们乐意向孩

子敞开心扉，这意味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孩子眼中的生活。具体而言，要去理解孩子的处境——他

到底是如何看待方方面面的生活[9]？愿意敞开心扉——这已经为我们理解儿童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基

础。当然，受制于儿童的语言能力和交往能力，我们无法完全通过成人开诚布公式的方法去理解儿童，

这也是问题所在。 
不过度在意社会、世俗的眼光，这既是理解儿童所需要的，也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所拥有的。所以想

要成为游戏者，以同伴的关系享有平等的身份，摆在成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勇气，缺乏改变的勇

气，缺乏加入儿童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勇气。成人过分注重外界的眼光，恐惧成为儿童会彰显自身的幼稚、

害怕成为儿童会影响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同时，选择改变永远意味着面对未知，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我

们可能会放弃此刻的舒适圈。但儿童不会考虑这么多，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自身需要的，儿童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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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此改变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意义向来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应该是我们以赋予

环境的意义决定我们自己[24]。”所以即便是同样的经验和环境，不同的个体也完全可以赋予其不同的意

义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因为人是具有“创造性自我”的，即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人格塑造力量，帮助

个体按照自己决定的方式塑造自身独特的生活风格[25]。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游戏都适合成人参与，如果成人的发展水平超越了游戏本身的限制，

成人是无法投入游戏、参与游戏的，所以需要选择“低门槛、高天花板”的儿童自主性游戏作为参与对象。 
3) 权利的代言者 
为了有效践行儿童立场、倾听儿童声音和维护儿童权利，教师要做儿童立场的代言者，儿童文化的

代言者，儿童权利的代言者。儿童代言者需要具有权力博弈的意识和能力，因为即使是儿童与生俱来的

权利，也需要从权力博弈中获取[26]。因此，为了避免儿童立场和权利的异化，让儿童权利回归儿童，回

归所有儿童自身，代言者必须具备权力博弈的意识和能力。当然，这里所说的权力博弈更多是对外的，

通过说理和协商的方式宣扬、保护儿童权利，类似“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中设立的“儿童主任”[27]。
但代言者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儿童主任，更多是在倾听、理解儿童的基础上，以儿童群体的内部发声者

的身份维护儿童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权利。 

5. “成为”自己 

杜威在《现代教育的趋势》中谈到，“现代的教育是先有一群活泼的儿童住在某种环境里面……新

教育注重的是，这些儿童所爱做的是什么？所能做的是什么？懂得他们的天然本能，利用他们的天然兴

趣，然后指引他们去求种种于个人于社会有用的知识。”其实，成人“成为”儿童，不仅仅是倾听儿童，

它有更高的意义，那就是找回自身作为儿童的回忆，帮助冲破目前生活的禁锢，让自己成为自己，以赋

予环境的意义决定自己[24]，成人才会明白游戏对于儿童的意义，本真对人的意义，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以感染儿童。 
儿童立场提醒我们要重新认识和倾听儿童。而教育的“良知”正是在这样的倾听中得到呼唤[23]，教

育也由此演变为在学生与教师、人与世界的互动、交融中创造知识并追求意义的过程[28]。因此，基于儿

童立场的倾听不仅指向儿童与成人的关系问题，更指向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世界

的关系问题，是人之为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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