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３２卷　第４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２５；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２０１３ＳＱＲＷ０８３ＺＤ）

作者简介：王彬，男，河南郸城人，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苏州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李春

玲，女，河南西平人，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幼儿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前教育管理

模糊容忍思想应用到幼儿课堂教学与管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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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认识世界逐步深入，确定性哲学观受到挑战，模糊性认识论日益受到青睐，并影响到管理活动的变革。模糊

管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模糊管理遵循人发展的规律，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包容性和权变性为特征。促进

幼儿的全面发展，需要幼儿遵循幼儿发展规律，而模糊管理正切合这一需要。在课堂管理中实施模糊管理，教师需要相信并

尊重幼儿主体地位，支持幼儿自由游戏，以平等中首席角色与幼儿对话与沟通，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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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幼儿园教师体罚幼儿的事件层出不穷，

由此引起的师德争论甚嚣尘上，教师道德素养不高

是一个原因，不过，作为专业学者，我们必须有更多

的思考：除了师德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传统幼儿

教学管理中，教师在师生交往中处于决定的主导地

位，教师倾向于利用教学管理常规控制学生的行为；

教师期望所有孩子的行为都在自己的预设范围内：

不允许幼儿的例外之举，不容忍幼儿的失范行为；按

照老师的要求规规矩矩做的孩子是好孩子；不听从

老师安排的孩子便是坏孩子。可以说，幼儿教师课

堂管理观念对于幼儿的全面健康的成长有至关重要

的影响。幼儿，是正在社会化的个体，幼儿的行为必

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幼儿是发展的主体，遵循幼儿

主体体验是发展健全人格的关键。因此，教师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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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主体性模糊行为，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因此，管

理学中的模糊管理理论引入幼儿教学管理领域具有

重要意义。

一、模糊管理：哲学渊源与涵义

（一）从精确性思想到不确定性思想的发展脉络

从古至今，世界确定性是哲学的主流观点，确定

性的哲学观称为决定论，认为每个事件的发生，包括

人类的认知和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先发事件决

定。确定性哲学取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本原论哲学

观。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哲学

都是在追求原因背后的原因，现象背后的存在，目的

是追问世界万物第一原因，寻找最终存在，这种对确

定性终极追求最终导致哲学从脱离经验领域进入超

验领域。这种确定性哲学观的影响延续了２０００多

年，甚至近代西方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未能摆脱超验

的哲学思维。例如，黑格尔试图以概念辨析的方式

在精神领域寻求绝对的最高存在；康德试图从知识

论视域出发探索哲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哲学传

统在１８、１９世纪盛极一时，以至于社会科学领域也

以精确的量化研究为圭臬。２０世纪以来，科学界开

始摆脱精确思维的束缚，逐步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复

杂的、非平衡的、非对称的、非线性的、模糊的。正如

模糊学创立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札德（Ｌ．Ａ．

Ｚａｄｅｈ）所指出的：“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我

们作出系统特性的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能力将相应

降低，直至达到这样一个阀值（即限度），精确性和有

意义性将变成两个相互排斥的特性。”［１］在这种思想

变革引导下，模糊思维、模糊方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

社会学研究，这也为管理科学领域方法论变革奠定

了基础。

（二）模糊管理内涵剖析

在不确定性哲学观的影响下，管理理论遵循两

条线索从确定性发展到模糊性：一条是理论路线，即

管理理论的发展；一条是人性认识路线，即对人性的

认识。因为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对

人性人是成为管理的前提。西方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生物人”、“经济人”、“社会

人”、“文化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和“全面

发展的人”等人性假设。与之相对应的是管理理论

经历了“科学管理”、“一般管理”、“行为科学管理”、

“系统管理”、“人本管理”、“权变管理”、“模糊管理”

等管理理论的演进。可以发现，对人性认识越深入，

越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对人性复杂性认识推动着管

理活动由精确化管理到模糊管理的转变。

模糊管理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遵循

人全面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发展的非理性一面，关注

人的情感需要和主体地位，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

的人性化管理。模糊管理并不否认科学管理的价

值，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发现管理现象模糊性的一面。

应该说精确化的确定性管理理论在当前管理活动中

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确定性管理理论并不适用

于所有的管理现象及某一管理活动的全部情境。模

糊管理是在反思精确化科学管理局限性的基础上提

出的，从发展意义上看，模糊管理是对现代科学管理

的补充与提升。现代科学管理注重人的工作绩效，

模糊管理关注人本身发展的需要，前者关注人的理

性的一面，后者偏重于人的非理性一面，二者代表着

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两种管理思潮。总之，科学管

理与模糊管理之间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二、模糊性在幼儿成长与发展中的表现

（一）经验化知识与幼儿需要的模糊性

当前，教育界大力提倡“根据幼儿需要”进行教

学的原则，然而在贯彻这一原则时则往往偏离了这

一原则。教师往往根据既定的教学目标或自己的经

验为幼儿预定一个需要，然后在这个预定需要的基

础上进行程序化的教学设计，进行模式化的教学与

活动。实质上这就使教学活动建立在虚假的幼儿需

要基础上，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从本质上讲，需要

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中产生的不平衡状态，幼儿的需

要更是依赖于幼儿的生活状态。因而，幼儿的需要

只有在幼儿生活场景中得以发现，却不能事先规划。

儿童自从降临这个世界上，就在不断地与外界的交

互产生探索知识的需要。幼儿这种知识追求是一种

内发的、非功力的、对自身有意义的知识。幼儿正是

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得自身不断社会化。所以

说，幼儿需要与知识具有天然的联系。显然，与幼儿

成长密切相关的知识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概念

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框架，而是鲜活的经验化

知识或缄默知识。经验化知识不是由学科专家实现

建构的具有完成体系与结构的知识，而是一种松散

的、碎片化、具体的情景化知识。经验化知识印证了

幼儿园课程的变化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特点，经验

化知识是幼儿对当下生活的体认与觉察，更能拉近

学习与生活的距离，更切合幼儿的认知需要。

（二）幼儿认知过程中的模糊性

幼儿经验化知识的不确定性源自幼儿认知的不

确定性。幼儿对各种事物意义的建构是一种尝试

性、探索性和想象性建构。通过尝试、摸索、想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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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获得对未知世界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摸

着石头过河，儿童认知世界时基于试错原则，这种试

错活动在成人看来可能是成效小、浪费多的活动原

则，然而它对幼儿的认知成长确实至关重要。幼儿

在与生活世界自由自在地境遇中，能够充分展现自

身发展的潜能，为自身的发展奠定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这过程中，即使是不寻常的“错误”行为，对于成长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过早地代替幼儿作出

“正确的”选择，那么就有可能限制了儿童发散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可能限制了儿童今后成长

的方向。幼儿错误并不可怕，因为幼儿的成长是每

一个发展阶段反馈基础上不断重构的过程，这就决

定了发展必须超越既定的目标与路径，意味着对成

人预设的理性化结构的超越。因此，要实现幼儿的

全面发展，需要延缓幼儿成人化和理性化，为幼儿生

命秩序的自我孕育提供充裕的空间，也就是说，教育

需要遵循幼儿的天性，遵循幼儿认知规律。

（三）幼儿成长过程模糊性

幼儿认知的模糊性确定了幼儿成长的模糊性。

幼儿的成长是在亲身的体验全部生活的过程中逐步

的选择自身的发展方向与定位。因此，幼儿这种成

长不能预设，只能顺其自然的展开。正如卢梭所言：

“幼儿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大自然

希望幼儿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幼儿的样子”；“如果我

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

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我们

将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幼儿”。［２］

在卢梭看来，教育不是把外在的目的强加给幼儿，教

育乃是幼儿自身“内在自然”的展开。杜威在卢梭的

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教育是人类天赋能力的生长，这

也是他提出的“教育即生长”的思想渊源。在课堂教

学与管理中，教育者如果以“理性”的成人思维看待

幼儿的行为，以成人的行为模式及规范要求幼儿时，

当发现幼儿行为“失范”、“不守规矩”时，教育者就会

表现出反感、焦虑与不安，继而是对幼儿行为进行规

训与惩罚。幼儿是发展的、变化的、开放的特殊群

体，对幼儿的教育应该遵循幼儿成长的规律性，这样

就应该把幼儿看作幼儿，尊重其主体地位，教师应该

努力创设促进幼儿主体性发挥的情景，使其在游戏

与活动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

三、在幼儿教学管理中运用模糊管理理

念的基本路径

（一）相信并尊重幼儿的主体体验

在传统教育中，由于不相信幼儿自我组织、自我

教育与自我管理能力，教师往往包办幼儿的游戏、活

动的设计、组织、行为过程及评价，使得幼儿缺乏体

验性。“体验是主体内在的历时性知、情、意、行亲

历、体认与验证。”［３］是对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感性

把握。体验具有亲历性、个体性、感受性、情感性、直

觉性、意会性和情境性特征。［４］教育即成长，教育即

经验的改组或改造。成长的主体是幼儿，经验改造

的主体也是幼儿。幼儿教育是成长教育，成长教育

是幼儿体验的过程，体验是幼儿认识外部世界、建构

自身认知的主要途径。这就要求幼儿教学管理应关

注幼儿的主体体验，注重主体体验的课堂管理是以

幼儿的生命发展为依归的管理，是一种主客消融，物

我同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获得的不仅仅

是知识，更是对生活与生命意义的拓展与深化，幼儿

教育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

生命与生活的体验活动。因此，在各种游戏与活动

中，教育者应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引导幼儿自

我组织与认知，包容幼儿在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模

糊性，让幼儿成为自我活动的主体，使其在活动中直

面生活世界，促使他们在自我感知中成长。

（二）支持幼儿自由游戏

游戏是幼儿主体性发挥的重要形式，也是幼儿

园主要教育活动形式。从操作主体角度可以把游戏

分为两种：教学游戏和自由游戏。教学游戏是作为

课程、教学载体而由教育者精心设计、组织实施的游

戏；自由游戏是由幼儿自我组织的自发性、无外在功

利性的游戏。相比较于教学游戏，自由游戏是由幼

儿自发组织的游戏，自由游戏是幼儿生活中最为常

见的游戏形式，也是幼儿最为喜欢的游戏形式。然

而，当下由于教育功利性趋向，教学游戏逐步挤压自

由游戏空间。一方面幼儿自发组织的游戏则被赋予

种种弊端：散乱噪杂、不安全、玩物丧志等等；另一方

面，游戏课程化导致游戏被成人赋予过多的功用，越

来越重视精心策划的游戏课程和游戏教学，幼儿在

游戏教学中被赋予某种角色、完成某项活动。幼儿

在游戏中变成了老师推进教学任务中的一枚棋子，

从而失去了自身在游戏中主体性、创造性与积极性。

幼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自由游戏是幼儿真实生活

得到创造性演绎，在自由游戏中，幼儿是游戏的主

体，幼儿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

无拘无束中获得情感体验、意志形成与认知提升。

所以，教育者应该认识自由游戏的应有价值，把游戏

还给幼儿，让幼儿在真正的游戏中获得发展。

（三）构建和谐、包容的师幼关系

幼儿成长应该是全面的成长，是一种幼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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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展现的过程，这种成长过程应该超越成人预

设，在个体特性的引导下自由自在地展开。所以，在

幼儿教学管理中要创设宽松的教学氛围，为幼儿提

供充裕的自由活动空间，让他们在包容性环境中成

长。这种自由环境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双向互动之

中，教师在师生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应该努力

创设一种民主、平等的双主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师幼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与尊重，教师尊重学生不同

体验，包容学生不同观点、见解，鼓励学生个性化与

主体性的活动。通过对话和理解，拉近二者之间心

理距离，实现教师与幼儿情感的交融，从而使教育真

正实现“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目的。这样，教育不再是

知识、技能和观念的单向传递和接受，而是在合作中

实现经验的改组与改造。“在真实、尊重、理解为特

征的氛围中，个人和小组从僵化转向灵活性，从凝固

的生活走向变化过程的生活，从依赖走向自主，从戒

防走向自我接受，从确定性走向不可预料的创

造性。”［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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