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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重点是在张雪门行为课程的发展领域，张雪门是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他的门生称颂他为“幼

师泰斗，万世名师”。研究他的行为课程发展的思想，对于发展当代幼儿教育具有现实意义。这项研究

对于梳理张雪门行为课程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各个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的

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张雪门行为课程领域的系统性梳理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

本文的研究为研究张雪门的思想尤其是行为课程的思想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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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 Xuemen’s behavioral curriculum. Zhang 
Xuemen is a famous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 in China, and his students praise him as a “great 
teache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a world-renowned teacher”. Studying his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curriculum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
porar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 Xuemen’s behavior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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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article is literature re-
view.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on the 
field of Zhang Xuemen’s behavioral cours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ertain degree of guidance for 
studying Zhang Xuemen’s ideas,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behavior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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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此文献综述围绕张雪门的行为课程展开，旨在梳理张雪门行为课程的发展阶段，同时对张雪门行为

课程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展望。文献综述中的研究侧重下列目标： 
(一) 明确张雪门行为课程产生理论基础 
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育家开始关注儿童的行为和发展，张雪门作为中国现代

幼儿教育的先驱，在教育界有较大的影响力。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更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兴趣。张雪门的行为课程则是对这种传统模式的改革，其理论汇聚了中西方教育理论

的优点。对张雪门行为课程理论基础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为当代幼儿教

育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 探究各个阶段的张雪门行为课程的发展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于变革时期，传统教育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过度重视知识的

传授而忽视习惯的培养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雪门先生对于教育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创立了张雪门行

为课程。研究张雪门各个阶段的行为课程的发展有助于揭示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为当前

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为未来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通过研究张雪门课程发展阶段，分析张雪门课

程的实施方法和手段，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其行为课程的理念、实施方法和效果，为当前和未来的教育改

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 对于张雪门行为课程与当下幼儿园融合的现状以及行为课程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批判性评估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尝试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

以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张雪门课程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底蕴和实践经验的教育模式，其对于幼儿教育的

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当前幼儿园课程种类多样，课程融合的难度提升。在课程内容的更新、

教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于张雪门行为课程与当下幼儿园融合现状进行深入

研究可以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教育方法的创新，推动幼儿教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该阅读期刊、论文以及相关书籍对张雪门的行为主义课程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张雪门的行为课程的研究相关的文章较少，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谷歌学术资源库搜索到张

雪门相关的文献 201 篇(见图 1)，其中与张雪门行为课程相关的文献有 11 篇。在检索过程中采用了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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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抽查法、倒查法的检索方法，发现张雪门相关文献发文频率较高时间为 2020 年，发表了 36 篇。文

章旨在对张雪门行为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批判性见解，以帮助读者对张雪门行为课程有一个更好的

理解。 
 

 
Figure 1. The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of Zhang Xuemen’s related literature 
图 1. 张雪门相关文献年度发表趋势 

 
3. 行为课程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行为课程的理论基础 

(一) 行为主义理论 
张雪门把行为主义思想运用到自己的行为课程中，提出活动是实施幼稚园行为课程的主要手段，幼

稚园应创设积极的环境以引起儿童的主动活动。到了后期，他又将如何在活动中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提

到了相当的高度加以研究。这与行为主义发展历程是有共同之处的，早期的行为主义中强调了外界环境

决定了人的一切复杂行为，后期的新行为主义还通过强调“操作”这个互动行为把人的心理与意识也纳

入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1) 实用主义教育学理论 
张雪门始终认为课程要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要与儿童眼前的生活融合为一。这与实用主义教

育学强调的以儿童为中心，课程要为生活做准备是一致的。 
2) 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学说 
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把所学到的知识和行为(例如实践或

者是思考行为)相结合，把自己的追求和行动统一起来。张雪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

教学方法，他针对幼稚园里的“老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方式做出了批判，提倡把儿童从片面的知

识灌输中解放出来，让儿童自己做、自己想、自己去发现世界，把儿童作为学习的主体。而教师是在儿

童学习活动中自然地“教”，即“做上教”，从而把教师的教和儿童的学统一在“做”上，突出了儿童

的主体地位和直接经验[1]。 
3) 张雪门行为课程的影响 
张雪门的行为课程对三四十年代我国北方的幼儿教育，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对台湾省的幼儿教育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 行为课程的发展 

(一) 行为课程的内涵 
张雪门直接以“行为”二字命名他的幼稚园课程体系，不仅表现了他对封建教育中的“灌输”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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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表明了对儿童和儿童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的行为课程的经验是经过选择的经验，五六岁的孩子们

在幼稚园生活的经验就是行为课程。活动化和生活化是幼稚园行为课程的主要特征，主张各个学科之间

的界限不宜分得过于清除，应该以混合教学为主。他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提出了实施行为课程

的原则：一是课程固由于自然的行为，却须经过人工的精选。二是课程固由于劳动行为，却须在劳动上

劳心。三是课程固由于儿童生活中取材，但须有远大的客观标准。他要求在行为课程的具体实施中要抓

好“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订好课程的目的和计划”、“引起幼儿的兴趣”、“激起活动的动

机”等。 
(二) 行为课程的发展阶段 
张雪门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问题发生了兴趣，他认为幼稚园的孩子如同白纸一般，如何对孩童

进行教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 
张雪门的课程观在 1926 年初步形成，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与探索，他的课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本文主要引用了方晨瑶[2]的划分方式，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1946 年张雪门赴台、1967 年台湾省

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节点将张雪门的行为课程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阶段：“儿童本位”阶段、以“民

族改造”为目的阶段、肃清奴化思想，爱国主义教育阶段与“三民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复兴阶段。 
1) “儿童本位”阶段(1916~1931 年) 
这个时期张雪门对课程概念进行了两次界定。吕智红指出在 20 年代张雪门对于课程的定义是：“课

程是经验，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

动。”张雪门在这个时期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强调环境创设在儿童活动中的作用。 
同时，张雪门在这个阶段重视儿童的个性。他在《幼稚园课程编制》中强调，儿童与成人虽然在生

理构造上相同，但是儿童并非缩小版成人。张雪门强调儿童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规律。

此外他还强调儿童与环境的作用以及自然方面重于社会方面。 
2) “儿童本位”与“民族本位”结合阶段(1931~1946 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强了对华侵略，张雪门在此时也意识到空谈儿童本身而抛去社会

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于是他重新编写了《新幼稚教育》和《幼稚教育新论》等书，并指出：“儿童本

位的学说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国情及时代的需要。”王春燕[3]也指出这个时期张雪门的课程目标中兼

顾了社会需要和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张雪门重点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① 将社会需要建立在儿童之上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面临着民族危亡的现实，张雪门决意要把社会与儿童联系起来。进而他进

一步指出要解决我国的幼稚教育，有必须认清的三点：首先，儿童在幼稚园时候心身发展的情形；其次，

我国社会的现状；最后，应如何根据社会现状谋求民族的改造，同时并应如何根据儿童的需要，谋社会

基础的建设[4]。可见这个时期能够兼顾社会需要和儿童的发展。周宝红也指出：“他特别反对一味尊重

儿童，提出要把社会和儿童联系起来，铲除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

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的教育目的。”张雪门的这

个时期强调“民族本位”的作用，可见一个大教育家爱国的情怀。 
② 强调选择有价值的经验 
在 30 年代，张雪门指出课程非但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尤其是有价值的经验的选品。此时张雪门的课

程指向性更加明确，他不再一味地把零碎的紊乱的一些环境作为应教授给儿童的经验，而是认为课程应

当是经过组织的、适应儿童生长的、合于时代需要的经验选品。 
戴自俺[4]也表明在“民族本位”阶段，张雪门并未抛弃“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而是在强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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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前提下，赋予经验改造民族的意义。要想改造民族，必须打破中国旧教育死读书的迷障，还原课

程以儿童为中心的真实面目，然后再按着我国社会的现状和儿童的生活加以适当的调剂[4]。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张雪门将自己的行为课程思想进一步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相结合。到

1933 年，张雪门先生把其幼稚教育定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最终拟订成这样的课程目标：铲除我民族

的劣根性；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

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民族存则国存，幼稚教育的目的应当把民族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张雪门的

行为课程对三四十年代我国北方的幼儿教育，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后对台湾省的幼儿教育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3) 肃清奴化思想，爱国主义教育阶段(1946~1966 年) 
张雪门提出在台湾省恢复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奴化思想，通过儿童共同生活、民主讨论等方

式改变原有的奴化思想。同时在这个时期张雪门的课程界定有了一定的体系化。吕智红[5]指出 60 年代张

雪门才首次阐明了什么叫行为课程，即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在幼稚园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

课程选自于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生活经验，这也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4) “三民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复兴阶段(1966~1973 年)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倡导文化复兴运动，张雪门也一直在响应文化复兴运动的号召，将其融入到幼儿

教育中。 
张雪门先生在其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中，他强调在理论上，民族是

伦理道德之自信与自重，民权是民主观念之习惯与态度，民生是科学思想之兴趣与方法。他将三民主义

与教育的道德、态度和方法相结合。同时他还对其几十年幼稚园课程实践研究又做了进一步的总结，提

出了组织幼稚园课程的一些标准：“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事前应有准备，

应估量环境，应有相当的组织，且须有远大的目标。各种动作和材料，全须合于儿童的经验能力和兴趣。

动作中须使儿童有自由发展创作的机会。各种知识、技能、兴趣、习惯等全由儿童直接的经验中获得”

[4]。 

5. 行为主义课程发展未来趋势 

当下幼儿园课程呈现一个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课程发展的过程中，汲取前人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一

步。将张雪门的行为课程思想对于当下幼儿园课程进行融合是行为主义课程发展的未来大趋势。 
(一) 行为课程与 STEM 课程融合 
王迪和陈慧萍[6]指出，行为课程的特征与当下 STEM 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他们均强调了做

和行为是课程的基础、生活是课程的内容以及经验和教师角色的重要性。幼儿园 STEM 课程在建设过程

中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课程内容单一，忽视幼儿行为的整体性；课程内容市场化，脱离幼儿生

活经验；教师课程支持能力不足等。以张雪门的行为课程来指导幼儿园 STEM 课程的建设可以帮助 STEM
课程更完善更成熟。首先在课程内容上，张雪门强调课程内容应符合社会要求，强调合作行为。在开设

STEM 课程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开展学习活动，从而促进对内容的深层次理解；其

次是师资培养方面，张雪门提出“自我教育”的想法，强调教师在工作过程中要注重自我检讨、自我计

划和自我行动，重视终身学习；第三，将民族文化融入课程。张雪门指出民族是伦理道德之自信与自重，

在 STEM 课程的开设过程中需要有关于 STEM 课程与文化融合的探索；最后是强调课程资源与幼儿经验

的融合，张雪门指出经验是课程开展的基础。幼儿园 STEM 课程的来源和内容也要贴近幼儿的生活，从

幼儿的生活中发现幼儿的兴趣并提取开发相关课程。 
(二) 行为课程与户外自主游戏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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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门认为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方式，是儿童发展的自发机制。方巧儿[7]在汲取了张雪门的游戏

思想后提出一个“好”游戏要充分保障儿童在游戏中的主体地位、释放幼儿天性，引发幼儿主动学习。

她基于张雪门的教育思想，围绕“生活、行为、经验”的核心导向，构建了“四点三促”(四点：兴趣点、

问题点、核心点、挑战点；三促：促思考、促成长、促支持)共进的游戏分享模式。王姚臻[8]提出在幼儿

园户外游戏活动的内容上要以儿童自发的诸般活动、与自然界和人世界接触的活动、人类智慧所产生的

文化相接触而生的活动为主。在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的组织上要重视儿童的个体需求、自主选择并将其

巧妙地与外界刺激相结合在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的实施上，要做好知识、技术安全、活动时间、游戏材

料的准备。在幼儿园户外游戏活动的指导上要加入计划、知识、技术、兴趣、习惯、态度方面的指导。 

6. 总结 

本文研究了张雪门行为课程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张雪门的行为课程思想是对前人经

验的继承和发展，张雪门巧妙地将知行合一、实用主义教育学、行为主义理论等等融入自己的教育思想，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为主义课程。他强调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学、做”

三合一等等。身为中国的幼儿教育家，他将他国的教育思想中国化、大众化，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

时，张雪门的思想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张雪门注重强调“儿童本位”，

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他又在自己的教育思想中融入了“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本位”等内容。张

雪门将社会需要与儿童发展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此外，行为课程的发展趋势也是

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当下的课程存在多样化的趋势，当下的课程例如 STEM 课程、户外自主游戏等可

以借鉴张雪门思想中的课程——应当基于儿童的经验之上，游戏是儿童发展的自发机制等思想，来增加

当下课程的成熟度。总之，张雪门的行为课程中存在着很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7.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不足 

目前关于张雪门的课程思想的发展历程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对于张雪门的生平经历多以零散的方式

呈现，不够深入。首先，关于张雪门课程思想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保留下来的文

献可能存在观点不完整、论述不系统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系统论

述张雪门的课程思想的文献有限，大多数学者的参考书籍为戴自俺的《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一定程

度上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其次，由于文化背景和个人对待特定现象看法的差异，研究人员可能会

产生研究偏见，这些研究偏见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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