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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观是教育观的依据，影响着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现代科学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权利的主体、是发展

中的人、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儿童期的意义在于拥有幸福的童年等。安吉游戏作为中国幼儿教育改革

的典范，其儿童观的转变源于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儿童，对儿童的权利、地位、学习与发展等有

了新的认识与理解。安吉游戏中的教师儿童观正是现代科学儿童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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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ew of children is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education, which affects the teaching behavior of 
teachers. Modern scientific view of children holds that children are the subject of rights, the devel-
oping person and the person with unique personality.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hood lies in having a 
happy childhood and so on. As a mode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Anji game’s 
change in children’s view com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a brand new child in practice, and a new un-
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rights, statu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teacher’s 
view of children in Angi’s gam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modern scientific view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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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观及现代科学儿童观 

(一) 儿童观 
研究者对儿童观的概念界定比较相似，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儿童观主要是指人们对儿童的总的看法

和态度。关于儿童观的构成，庞丽娟认为儿童观由“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规律和心理发展动力等一系

列问题的一般性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对儿童的特定期望等”构成[1]。卢乐山认为“儿童观主要涉及到这样

一些问题：儿童的地位与权力，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的特质和能力，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与原因等。”

[2]。姚伟把儿童观总结为是“包括儿童的天性观、儿童的特质与能力观、儿童发展观、儿童地位与权益

观、儿童的差异观、儿童活动观等主要内容。”[3]。《教育学大辞典》认为儿童观包括“儿童的特点、

权利和地位，儿童期的意义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结合学者们对儿童观概念及构成

的界定，本研究认为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根本看法与态度的综合，主要包括人们对而儿童的地位与权

力、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与原因等方面的看法与态度。 
(二) 现代科学儿童观 
刘焱认为儿童观是教师教育观的依据，教师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4]。幼儿教师只

有坚持科学的儿童观，正确认识和看待儿童的特性、权利和地位，儿童学习发展规律、儿童期的意义、

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才能实施符合幼儿发展的教育行为促进幼儿身体和心理健康和谐的全面

发展。反之在一切不科学的儿童观的指引下的行为都会阻碍幼儿身心和谐健康的发展。儿童观的演变随

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现代科学儿童观确立前，中西方对于儿童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根本

上都没有正确认识和看待儿童。几种典型的错误的儿童观如：把儿童看成是缩小的成人，认为儿童是成

人的附属品，称为“小大人”；欧洲中世纪的原罪说认为儿童生来就是有罪的；洛克的“白板说”，把

儿童看成是一张白纸。直到 20 世纪，随着心理学、教育学、科技等的发展，20 世纪成为“儿童的世纪”，

人们才真正开始正确认识和看待儿童，学者们关于现代科学儿童观的内涵有如下不同看法。 
学者虞永平认为科学的儿童观是科学地开展儿童工作的前提，它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观点：儿童是

稚嫩的个体，身心各方面尚不完善，需要科学的、合理的照顾和保护；儿童是独立的个体，应有主动活

动、自由活动和充分活动的机会和权力；儿童是完整的个体，必须高度重视其在身体、认知、品德、情

感、个体等方面的全方面发展；儿童是正在发展的个体，除了有充分的发展潜能，还存在发展的个体差

异，应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尊重个体发展差异，充分发掘其潜能；儿童是成长在一定的自然、社会、

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应注重给他们提供指向环境的体验、交往、操作、思考的机会[5]。学者刘晓东、蒋

雅俊通过对现代儿童观的深入挖掘和探究，认为儿童就是儿童，它不是简单的语义重复，儿童应当“是

其所是”；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内在自然”的展开，他们的成长是有规律和目的的；儿童是自己的

创造者，其发展是在环境的作用下自我创造的结果；我们要把儿童看作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

规律；儿童与成人一样享有“目的”地位，平等的拥有人的尊严与价值[6]。张娜与陈佑清认为现代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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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基本内涵包括要承认儿童的独特地位、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肯定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关注儿童的

当下生活、重视儿童的能动活动[7]。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现代科学儿童观的内涵有不同看法，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研究认为现代科

学儿童观包含以下几点：首先，儿童是人，是权利的主体；198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

为儿童的保护和权利订立了一套全面的国际法律准则。《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最基本的四项权利，

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幼儿教师面对儿童的同时也是面对儿童的权利，在一切教育

活动中教师必须把尊重儿童四项基本权利作为自己教育教学行为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尊重儿童还必须

尊重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所以科学的儿童观应该要让儿童成为自己的权利的主人。 
其次，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幼儿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其身心发育尚未

成熟，他们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可塑性。儿童只有在适当的教育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够最大限

度的发展自身的潜力，从而获得身心健康和谐的全面发展。由于儿童的学习和发展特点儿童需要在活动

中获得发展，游戏又是儿童发展的主要活动形式。所以幼儿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儿童

创造丰富的学习和发展的环境，为儿童提供各种适宜的活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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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注重儿童学习与发展各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

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全面协调发展，而不要片面追求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发展或割裂儿童学习与发展的

整体性。 
再次，儿童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每个儿童都是独特的个体，其发展具有个体差异，他们发展的阶

段和速度不同，兴趣和爱好不同。幼儿教师要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既要准确把握幼儿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又要充分尊重幼儿发展连续性进程上的个别差异，支持和引导每个幼儿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

发展，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呈现的发展“阶梯”，切忌用一把“尺

子”衡量所有幼儿。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最后，儿童期的意义在于拥有幸福的童年；幸福是生活的永恒追求，是教育关于生活的根本追求。

“好的幼儿教育”以追求幸福童年为核心价值。幼儿教育应让幼儿能积极主动的学习，在过程中有快乐

的情绪情感体验，让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由于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不恰当要求使得近年来我国幼儿教育

的“小学化”日趋严重，让幼儿过早的学习不符合其年龄和身心发展的小学知识，把幼儿过早的禁锢在

书桌前。这些教育行为剥夺了儿童享受和拥有快乐童年的权利。幼儿教育应给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严

禁小学化，警惕童年的消逝。 

2. 安吉游戏中的教师儿童观 

安吉游戏是我国浙江省安吉县幼儿园游戏教育模式的简称，教师奉行“闭上你的嘴，管住你的手，

睁开你的眼，打开你的耳”这四句名言，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发现适合、促进儿童发展的游戏材料和环

境的建构，真正做到了把游戏还给儿童，儿童成为了游戏的主人，在“真游戏”中学习和发展。安吉游

戏教育有一支非常成熟的以学前教育科科长程学琴为代表的幼儿教育引领及管理队伍，在这样一个高专

业水平的队伍领导下，坚持公办园办园优势，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吻合教育规律的教育；安吉县的幼儿教

育奉行生本教育理念，并且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支持下做到游戏教育教学全覆盖；同时安吉县里出台各项

政策，保证幼儿教育在法制的范围内运行，保障幼儿教师的相关权益，稳定幼儿教师队伍；在各方的努

力下安吉游戏教师成为了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典范，同时吸引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参观学习。安吉游戏教

育创新的不仅是一种游戏教育模式，更是更新了幼儿教师的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福建师范大学丁

海东教授说：“‘安吉游戏’表面看是一张名片，游戏背后蕴藏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儿童观。”华东

师范大学华爱华教授指出：“‘安吉游戏’的精髓在于发现了儿童、挖掘了儿童，由此尊重儿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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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进而造就儿童。”[8]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也并非理性说教，安吉游戏中儿童观的转变源于

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儿童，对儿童的权利、地位、学习与发展等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 
(一) 儿童在安吉游戏中是学习和游戏权利的主体，是“真游戏”的主人 
传统游戏中，幼儿大多是被动接受教师对游戏的安排，教师选定好了游戏活动的主题、游戏的时间、

游戏的材料、游戏的角色、游戏的同伴等，这种游戏是“假游戏”，教师处于“高控”的地位，幼儿对

于游戏的选择权利不能得到实现。而教师在安吉游戏中去“高控”给自主，真正做到了幼儿的合作者、

观察者、引导者、支持者，利用安吉有利的自然资源，给幼儿创造丰富的游戏环境，提供适合的、能促

进他们发展的材料。在安吉游戏中，幼儿园一日作息时间表上每天有两个小时的独立自主游戏活动安排，

幼儿可以自由选择游戏主题、自由选择角色、自由选择同伴和玩具、自由交流，他们是游戏的真正主人。

在安吉幼儿园里，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出现，不要轻易剥夺幼儿探究

和学习的权利。”[9]安吉游戏中教师把关于游戏的一切选择权交给了幼儿，充分保障了幼儿的基本权利，

成为自己游戏的主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教师放任不管，而是在幼儿需要支持和引导时老师会适时的出

现。 
(二) 儿童在安吉游戏活动中学习与发展 
幼儿园活动包括日常生活活动、集体教学活动、游戏教学活动，游戏活动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最基

本途径，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虞永平教授在解读“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时，首先指出：幼儿园

必须具有游戏精神，即自由、自主、愉悦体验以及不确定性的开放[10]。安吉游戏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游戏

精神，教师放手，让幼儿自由选择游戏，在游戏中体验爱与自由、尽情投入、获得喜悦、敢于冒险、积

极反思。安吉教师充分尊重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和发展的特点，他们能看懂游戏，认为“游戏即学习——

深度学习”。教师让孩子决定玩什么游戏、用哪些材料，怎么去玩，真正满足了幼儿在活动中通过直接

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在安吉游戏中幼儿获得了身心、情感、认知、社会性的全

面和谐发展。 
(三) 儿童在安吉游戏中是具有个体差异的独立人格 
每个儿童都是独特的个体，其发展具有个体差异，他们发展的阶段和速度不同，兴趣和爱好不同，

所以幼儿教师需要特别了解自己班级孩子的独特个性，针对个性特点因材施教。游戏活动中更是如此，

孩子的平衡力、耐力、动作灵活度的发展等等是否与幼儿年龄发展想符合，教师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游戏

材料才能促进其发展。安吉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性。每个儿童的发展阶段和速度不相同，幼儿游戏行为

的背后反映了个体的差异，就需要教师能“读懂”幼儿的游戏行为，通过幼儿的游戏行为给予每个幼儿

有针对性的指导。正如安吉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副科长程学琴所说：“在游戏过程中，孩子们游戏情节

转换和想象替代越多，越能说明孩子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教师没看懂时千万不要打扰他们的游戏。”在

安吉游戏中，教师通过自己的观察记录结果来理解幼儿的发展过程，努力地使自己的指导和参与贴合儿

童的内心，这样才使得孩子们在游戏中“有所乐、有所得”[11]。安吉教师把自己想象成儿童，蹲下来和

孩子沟通，用孩子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个体需求。 
(四) 儿童在安吉游戏中体验快乐的童年 
3~6 岁的学前期对幼儿来说是短暂的，但同时对幼儿以后各年龄阶段发展又显得无比重要。社会科

学技术的发展，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多家长在育儿过程中普遍存在高期待、高关注、高压力；由于

家长的“三高”现象施加给幼儿园，导致幼儿园为了满足家长的各种无理需求，家长和幼儿园都忽视了

学前期的幼儿真正需要什么，忽视了儿童的学习特点，我国著名教育家张雪门先生认为，人类的活动，

本来除内部要求以外，无一不由于外界的刺激。儿童从早到晚，因为生理的需求而好动，则不得不与自

然环境接触，对儿童来说，最大的幸福是能在一个充满支持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他们的需要、兴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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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关注，他们的天性被充分释放，孩子们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学习，能将思考与行动结合起来。快乐

的童年也是这样的。儿童期是短暂的，儿童在学前期不仅要获得的身心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为以后学习奠

基，更重要一个意义在于儿童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在当前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充斥着

儿童的生活，它把儿童束缚在冰冷的仪器中，儿童感受不到温暖和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生活。安吉县利用

天然的地理、自然资源优势，给儿童塑造了近乎天然的游戏场所，让儿童沉浸在属于他们的游戏中与同

伴、教师一起快乐的成长，让儿童拥有幸福的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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