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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营造“峡谷式”幼儿教育环境的意义与要旨

田　虎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陕西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峡谷式教育环境的价值约束表现为指导性观点而非控制性行为。峡谷式教育环境能让幼儿既有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又有安全感和自由感。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保持幼儿活动的生成性，增强

幼儿活动的合作性。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需要革新教育思想，优化课程资源，改进师生关系，完善评价方式，增强幼儿观念

和行动的自主性与协调性，帮助幼儿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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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育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幼儿的健康

成长。良好的幼儿园教育环境，能够遵循幼儿生命

发展的规律，尊重幼儿生命本质的属性，为幼儿营造

充分释放自我、展示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的活动环境。

一、峡谷式教育环境的基本内涵

（一）教育环境的风景隐喻

幼儿园教育的高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

教育环境的创设。适切的幼儿教育环境是高效促进

幼儿心智发展的环境支撑。任何幼儿园的教育环境

都是对某种价值观系统的体现，都会表现为某种行

为体系。创设良好的幼儿园教育环境，实质上就是

塑造支撑幼儿健康发展的价值观系统与行为体系。

峡谷是指由峭壁所围住的山谷，一般由河流长

时间侵蚀而形成。峡谷和运河都可成为水的流动路

径，但峡谷与运河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由水流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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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侵蚀而自然天成，后者则属于人造水道。水在峡

谷流动与在运河流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流动状态。本

文中，笔者用峡谷和运河分别表征不同的价值系统

与行为体系，峡谷表征着指导性的价值观系统与自

主性的行为体系；运河表征着命令性的价值观系统

与控制性的行为体系，通过对峡谷和运河的对比分

析，借以说明幼儿园教育环境营造应该坚持的价值

取向与内涵特征。

本文中，流水表征着幼儿的观念与行动。在幼

儿园教育环境中，让幼儿的观念和行动之水在峡谷

内流动还是在运河内流动，取决于幼儿园领导的管

理哲学和幼儿园教师的教育哲学，表现为教师的教

育行为。峡谷式教育环境与运河式教育环境的根本

区别就在于为幼儿的观念和行动之水选择不同的流

动路径和流动状态。让流水在峡谷内流动即指让幼

儿的观念与行动之水在由指导性的价值观系统与自

主性的行为体系所构成的峡谷内流动；让流水在运

河内流动即指让幼儿的观念与行动之水在由命令性

的价值观系统与控制性的行为体系所构成的运河内

流动。

（二）“峡谷式”教育环境的基本内涵

水往低处流，能量与水类似，总是沿着最小的道

路流动，完成既定目标所需的哪种方法需要能量最

小，便常常采用这一方法，这就是最少行动原则。在

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要实现幼儿教育的高效性，就需

要遵循最少行动原则。幼儿是活动的主体，幼儿园

教育环境营造要充分彰显幼儿生命的个性与自由，

使幼儿的观念与行动似流水一样，能够沿着最低的

路线以最少的能量耗费自由流向既定目标。

预成论教育哲学主导下的教育环境通常都是提

前拟定教育活动的目标、内容、方法、环节、进程、结

论，创造整齐划一的教育环境，用一套始终如一的信

号“包围”、“轰炸”幼儿，使他们完全遵照教师的观点

和意图进行活动，这种活动过程基本以教师为主体，

在教师的控制与主导之下对教师教育意志按部就班

的执行，这种幼儿园教育环境的创设犹如营造运河：

无视水往低处流这一事实，通过修建堤坝和水闸引

导水流，让幼儿的观念与行动之水在由命令性的价

值系统与控制性的行为体系所构成的运河内流动，

使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运河

内的流水，其流动路径和流动方向会受到严格约束，

水的流向具有明确而清晰的路线，在流向终点的过

程中，每一阶段都是按照预设路线严格完成的，流水

要达到的终点是确定的，通向终点的线路是唯一的。

营造峡谷不同于营造运河，营造峡谷不是要建

造水闸与堤坝，不会营造整齐划一的教学环境，不会

运用一套始终如一的信号“包围”、“轰炸”幼儿，营造

峡谷就是要用指导性的价值观系统引导幼儿活动的

进行，而非以命令和控制的方式来驱动幼儿活动的

实施。

峡谷式教育环境的创设主要以生成性教育哲学

为主导思想，创设峡谷式教育环境的根本目的在于

为幼儿观念与行动之水的自由流动营造空间，让幼

儿在流动的峡谷内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做事，使他们

不只是附和教师的观点和意图。在峡谷以内，幼儿

的观念和行动像河流一样蜿蜒其间，具有一定的自

由度，只要河流不泛滥，就不会脱离峡谷，就可以在

峡谷内自由流动。

峡谷式教育环境通过教师的指导性观点作为教

育环境的“约束”，自由实施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

峡谷并不意味着幼儿拥有绝对的自由，没有拘束，可

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意志行动这是不真实的，

峡谷式教育环境既能给予幼儿一种确定感和可控制

感，又能让幼儿感受到安全感和自由感，使幼儿能充

分的展示自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１］

二、营造“峡谷式”幼儿教育环境的意义

以指导性观点而非控制性行为为价值约束的峡

谷式教育环境，能够有效激发幼儿活动的主动性与

创造性，提升幼儿活动的生成性与合作性，为实现幼

儿园教育的高效性奠定基础。

１．激发幼儿活动的主动性

峡谷式教育环境以指导性的价值观而非控制性

的行为来协调幼儿的思想与行动，这为幼儿提供了

走自己的路所需要的空间。因而，在峡谷式教育环

境中幼儿的价值观与行动自主权得以维持，让幼儿

能够自由思考，自主探究，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当幼儿的行动与价值观相一致时，行

动便成为一种简单的自觉性行为，成为一种实现自

我、体验快乐的过程。［２］

虽然幼儿园教育环境的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幼

儿个人的价值观念也存在冲突，这种因素和观念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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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把幼儿带到峡谷的边缘，也有可能使幼儿随波

逐流，在活动中迷失自我。但是，深层次的具有指导

性的价值观，能够通过营造恰当的教育环境，让幼儿

始终保持连贯一致的自主性行为，让幼儿对头脑中

迸现的某个火花或形成的某个主意，进行不断加工、

改善、探索，并坚持不断的重复。

２．激发幼儿活动的创造性

峡谷式教育环境通过指导性的价值观为幼儿观

念和行动之水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在峡谷内，

幼儿的观念与行动之水除了笔直向前，还能左右游

移，改变水流的运动方向，这种空间内的自由能够充

分激发幼儿的创造潜力，使幼儿在活动中能够“率性

而为”，主动探索，勇于创新，不是只做教师规定的

事情，而是常常出现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无论

多么微不足道都有可能成为偶然发生的有价值观点

的幸运事件，都有可能激发幼儿创新火花。

３．保持幼儿活动的生成性

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就是要求教师要有意识

突破预成性教育哲学对幼儿观念与行动的过度束

缚，构建生成性教育哲学的价值观系统，充分尊重幼

儿的自主性、差异性、发展性和完整性，在幼儿园教

育过程中让幼儿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使幼儿园

教育过程不是教师教学预设的现场演习，而是从控

制性关系走向指导性关系，从单向度的知识与技能

传授转为关注幼儿的全面发展，使活动成为幼儿主

体生成的活动平台，［３］这个平台追求“主体多元”，鼓

励不同见解，使师生在交往互动中碰撞智慧、启迪思

维、沟通心灵、交融情感，使幼儿真正成为活动的主

体，让每个幼儿有机会充分地展现自我、挑战自我和

超越自我，让每个幼儿都能在课堂生活中获得丰富

的感受与体验，在自觉积极的参与中达到个体的顿

悟与突破。

４．增强幼儿活动的合作性

在峡谷式教育环境中，教师的工作既非对幼儿

教育活动进行“精雕细琢”，以一种格式化的思维模

式禁锢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也非让幼儿在活动

中“率性而为”，不受任何约束，而是为幼儿营造供他

们的意见、知识与行动之水自由流动的又深又宽的

峡谷，以便使水流能够随心所欲的流动。在峡谷内

的流水受到的约束是宽泛的，其流向在峡谷内可以

有不同的具体路线，只要水没有溢出峡谷，就不会受

到干扰。

因而，营造峡谷就是保证所有幼儿的观念和行

动都指向教育的目标系统，提升幼儿的合作深度。

幼儿的观念和行动在峡谷内可以自由的流淌，但总

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一旦幼儿的观念和行动超过一

定界限时，受峡谷表征的基本价值观的约束，将自动

返回教师设置的指导界限。

三、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的要旨

（一）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的理念要求

就教育思想而言，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的核心

要旨就是要从观念上摆脱传统的教条主义，彰显教

学活动的民主性，为幼儿营造真正允许自由地和持

久地表达见解和展示行动的教与学的环境氛围。教

师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要尽可能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的特点与规律，充分考虑到幼儿在个性、气质、性

格和期望等方面的不同，充分尊重幼儿个体所具有

的微妙而复杂的差异，充分尊重幼儿个体的独特表

达形式和表达手段。

就活动资源而言，充分发挥课程资源在教学情

境创设中的优势与积极作用，构建以幼儿为主体的

活动环境，为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探究欲望创设

条件。为此，教师需要努力提升个体的课程资源意

识，为幼儿选择多样化的教学媒体和信息资源，在开

发、利用、组织课程资源时，能够遵循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结合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因时、因地、因人地

创设活动情境，为幼儿提供探究性、合作性、生成性

的学习组织形式和时空条件，激发幼儿积极参与活

动的兴趣和愿望。

就师生关系而言，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就是要

革除传统师生关系中以教师为主、为尊、为上的等级

观念，彰显教学活动的平等性。要求教师力求做到

对所有幼儿一视同仁而非厚此薄彼，尽可能给予每

一位幼儿平等参与和充分表现的机会。为幼儿提供

“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他人”的契机，在人

人参与、平等对话中引导幼儿自由思考、自由发展、

自我教育、自主探索，使幼儿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而

非教师灌输、塑造和强制的教育对象，不断促进幼儿

的自我超越。［４］

就评价方式而言，在峡谷式教学情境营造中，要

求教师必需充分尊重每位幼儿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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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根据每位幼儿的个体差异和发展水平对幼儿进

行动态评价，以评价促进幼儿的发展。在活动评价

中，教师要以幼儿的进步和发展为出发点，以追求幼

儿人性的完美为目标，以引导幼儿追求真、善、美的

生活为旨归。评价的本质在于给幼儿提供更好的教

育，着重于对幼儿进行内差异评价，评价的对象直指

幼儿的个体发展状况。［５］活动评价的直接目的不在

于甄别幼儿的聪明或愚笨而是要探究每位幼儿在原

有基础上的提高与进步，激发幼儿的内在发展动力，

相信“每一粒种子都能发芽，每一个孩子都能发

展”。［６］这种发展关注的不仅仅是幼儿的现在，而且

包括幼儿的未来。课堂评价的终极目的不在于确定

幼儿在班级中所处的位置而是要致力于塑造幼儿的

自信，增强幼儿的自我效能感，为幼儿的发展创造实

实在在的条件，帮助幼儿成为最好的自己。

（二）营造“峡谷式”教育环境的目标要求

营造峡谷式幼儿园教育环境，首先，需要保证幼

儿的观念和行动能够像流水一样自由地寻找最佳路

径。峡谷既要能表明教师的指导性价值观，又要能

创造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不同的价值观，使具有不同

思路的幼儿能以自主性的行动方式达向活动目标。

因此，这个基本价值观系统需要具有一定的宽度和

深度。峡谷建得既深又宽，足以容纳并引导幼儿未

来的发展机会；宽度不够，就会限制幼儿观念和行动

的自由运动；深度不够，就会使幼儿的行动或价值观

过分具体化。

其次，峡谷式教育环境是由价值观指导的文化，

不是命令和控制型文化。在价值观系统的约束之

内，除了既定的指导性观点以外，不能再有任何其它

命令性规则或控制性行为，这些会成为幼儿生成发

展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就像浅滩阻碍河流一

样危险，它们会阻碍幼儿的观念与创新，因而，在峡

谷式教育环境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教师对于教

育活动的低控制，使幼儿获得超越性的发展，产生深

刻的高峰学习体验。［７］

再次，峡谷式教育环境仅仅通过指导性观点约

束幼儿的观念与行动，保证了观念与行动的充分自

由，使其能表现出充分的多样性。每一种多样性，都

是对这种指导性价值观的体现，都是在其指导下的

观念与创新的流动。基于指导性观点的峡谷式教育

环境，给予了幼儿观念与行动的自由，从而使任何一

种多样性都处于指导性观点的包容之内，都是一种

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而非制度化控制下的多样性。

最后，峡谷式教育环境通过指导性的价值观将

个人所持的不同价值观按共同的意图联系起来，这

便是协调。在达成活动目标的过程中，所有个体的

活动都围绕着共同的价值观，以集体的努力来获得

效果。这种价值观是一种默契而非明确的指标，在

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幼儿个人的自主性行动可以

变得联合一致，即保证所有幼儿的思想与行动都能

指向活动目标。这样，对于所有可能利于目标实现

的思路与观点，所有其它幼儿都会有意识并作出积

极反应，从而产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互动，实

现活动过程中幼儿思维的碰撞、行为的互通、信息的

传递以及情感的交流，促进活动目标的实现、活动效

果的提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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