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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园实行混龄编班制的设想虽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但无论从实践操作(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都存在诸多缺

陷*混龄编班制不仅违背了班级管理的全面发展原则(不利于幼儿的共同进步(而且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不利于

教学活动的统一开展*同时(混龄编班制更易引发幼儿安全问题(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发展(因而必然遭到家长的共同反对(给

家园合作带来严峻挑战*混龄编班制并不应成为幼儿园班级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只有适度开展混龄教育活动才是合理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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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学者在看到混龄教育的重要性的同

时(片面夸大了混龄教育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在幼儿

园应实行混龄编班制的极端主张*这种主张看似合

理(但却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因而在实践中很难实

行*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仍热衷于混龄编班制的鼓

吹(对幼儿教育实践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为此(

有必要对混龄编班制进行专门分析(以正视听(为幼

儿教育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混龄编班制由来

对于混龄编班制的提出(并未见诸幼儿教育经

典理论家的著作之中*其之所以被提出是源于混龄

教育思想的影响*混龄教育思想最早由蒙台梭利提

出*蒙台梭利在其创办的"儿童之家#所进行的幼儿

教育实践中(发现完全按年龄进行分班开展教学活

动会对儿童的社会交往带来不利影响(适度开展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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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教育活动会更加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蒙台梭利认

为将儿童按年龄实行隔离是一个人能够做的最残酷

最不道德的事情之一(它打破了社会的契约(剥夺了

生活的滋养(阻碍了儿童社会意识的发展*

&

#

'基于

此(蒙台梭利提出应实行混龄教育以提高幼儿的交

往与合作能力*混龄教育就是打破班级和幼儿的年

龄界限(在教师的指导下共同游戏,共同学习,共同

开展活动的一种教育形式*

自蒙台梭利提出以后(混龄教育思想不断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加以了丰富与发展(形成了混

龄教育理论*然而(少数学者在看到混龄教育的重

要性的同时(却片面夸大了它的积极作用(甚而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幼儿园实行混龄编班制的

极端主张*所谓混龄编班(就是将年龄在
&?$

岁之

间不同年龄的孩子统一编排在同一班级里开展游

戏,生活和学习*

&

!

'也就是说(在幼儿园实行混龄编

班制(就是要将各种年龄阶段$如
&

,

A

,

@

岁%的儿童

混合编在同一个班级里开展教学活动*显然(这种

模式只是强调了混龄教育的优势(却忽视了其不足

之处(因而有着致命缺陷(要取代同龄编班模式成为

幼儿教育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在实践中行不通*它并

非一种科学合理的教育组织形式(其诸多弊端非但

不能有效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反而会阻碍幼儿身心

的和谐发展*

二%混龄编班制缺陷

混龄编班制在理论上是存在许多缺陷的(它不

仅违背了幼儿教学和管理的基本原则(不利于教学

活动的统一开展和幼儿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教师素

质和教育管理都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宜也不能成

为幼儿园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

'一(混龄编班制违背了班级管理的全面发展原

则&不利于幼儿的共同进步

学前儿童的认知正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观察

与模仿是这个阶段幼儿发展的主要途径*但该阶段

幼儿的意识极其简单(并不能判断行为的好坏*班

杜拉认为(在社会情境中(人们往往是通过观察他人

的行为(立即就能获得许多新的行为*观察者获得

的实质上是榜样活动的符号表征(并以此作为以后

适当行为表现的指南*

&

&

'在幼儿园里(幼儿除了受到

老师的教育之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同伴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混龄编班制将不同发展水平的

幼儿聚集到同一个班级里生活学习(根据维果斯基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能力较强儿童能为较弱儿童提

供支架(而这种支架恰好落在较弱儿童的最近发展

区内(由此促进较弱儿童发展*然而由于年龄差异(

大龄幼儿虽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带动小龄幼儿的认知

发展(但其自身发展却往往缺乏儿童榜样的带动而

被停滞不前(其内在潜力因而缺少被充分挖掘的机

会*而且在异龄幼儿交往过程中(发展水平高的幼

儿在言语上还有可能对发展水平低的幼儿产生消极

影响(例如"你这个不能做(让我来#("我比你强#等

等*水平低的幼儿如果长期受到诸如此类语言的刺

激(不仅能力得不到提高(而且容易形成自卑心理(

从而导致社会交往行为减少甚至形成孤僻的性格(

进而引发抑郁症,孤独症等心理问题*可见(混龄编

班制违背了幼儿园班级管理原则中全面发展原则(

不但不能促进每一个幼儿的发展(反而会不利于大

龄幼儿和小龄幼儿双方的共同提高和身心的和谐

发展*

'二(混龄编班制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不利于教学活动的统一开展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就已提出了在教学中

应实行因材施教的原则(即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

以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混龄

班与同龄班相比(在幼儿间除了存在更大的生理发

育差异外(还存在更大的心理发展水平差异(由此也

加大了幼儿间行为水平的差距*混龄编班制下(小

龄幼儿的注意力更易转移(难与大龄幼儿一起自始

至终跟随着教师学习(水平不一致使得集体教学活

动难以统一开展*反之(小龄儿童的不安又会对大

龄儿童的学习产生影响*"一般来讲(孩子到了五六

岁(就会进入阅读敏感期*这个时期(孩子会对书本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会不知疲惫,乐此不疲

地阅读*#

&

A

'蒙台梭利提出敏感期概念并认为孩子的

各项能力发展都有一个"敏感期#*顺利通过敏感

期(儿童的心智水平便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一

旦错过敏感期(在以后的成长中都很难弥补或者在

敏感期受到干扰或阻碍(孩子就不能正常发挥他们

身体的各种功能(与之相关的功能也会丧失*因此(

在教学中既要照顾注意力不持久的小龄幼儿(也要

关注敏感期的大龄幼儿(这对于教师来说是很难做

到的(这样的教学也是很难统一开展的*在教学内

容的上(也不可有能够适合混龄班级的如此特殊情

况的教材*同时(在教学中(教师还需更加细心观察

幼儿行为(准确掌握每个幼儿的发展水平及活动内

容难易程度(即时分析和判断其行为的发展意义(采

取有效应答和指导策略(才能顺利开展教学活动*

显然(混龄编班制不利于教师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

原则(难以开展统一的教学活动*

'三(混龄编班制更易引发幼儿安全问题&不利

于幼儿的身心发展

幼儿总是喜欢模仿他人行为(但其并不能推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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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能力与他人行为难度间的差距*学前儿童又正

处于身高迅速增长时期(其骨骼不断增长,加粗*

"在这一时期(幼儿身高每年增加
A

!

$

厘米(

$

岁幼儿

腿长可占身高的
AA=$e

(体重每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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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龄班中(不同年龄的幼儿生理发育程度的不

同(由此也就提高了幼儿模仿的危险度*比如(从稍

高的台阶往硬地上跳(对于年龄大的或者个子较高的

儿童而言比较容易(但这样的行为对年龄小的或者较

矮小的儿童则可能造成伤害*同时学前儿童的骨盆

还没有长结实(这种动作可能伤着骨盆处的骨头(使

骨盆变形(影响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

另外(混龄编班制更容易引发幼儿同伴冲突*

已有研究显示(幼儿与同伴起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

的原因(一是环境因素(二是幼儿自身因素*环境因

素包括物品,空间和位置等(幼儿自身因素则有年龄

差异,发展水平差异和熟悉程度等*其中(幼儿对游

戏材料,学习用品,生活用具的争夺是最重要的原

因*混龄班里(在幼儿与异龄同伴交往过程中(由于

年龄和认知水平的差异(不能正确理解同伴的动作,

行为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只是

根据自己的感觉(把所有在自己看来是同伴不友好

的动作,行为都视为是对自己的侵犯(从而导致同伴

冲突*由于很多幼儿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们不懂

得容忍与谦让*若教师要求年长的儿童退让年幼的

儿童(长期以往将会迫使大龄幼儿形成凡事要忍让

的习惯性思维(导致幼儿长大后不懂得保护自己*

而对于被照顾的小龄幼儿则容易养成依赖心理和霸

道思维*另外(面对同伴指责的小龄幼儿(由于语言

表达等能力有限(在发生冲突时有口莫辩(只能用生

闷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幼儿的情绪

得不到发泄与正确的指导都会影响幼儿人格与道德

发展*

'四(混龄编班制必然遭到家长的共同反对&给

家园合作带来严峻挑战

对于混龄编班制的提出(家长多持质疑的态度*

曾有记者采访一位采用混龄编班方式的幼儿园园

长(其表示混龄编班制推出后受到了不少家长的反

对(甚至有的家长因此而选择转园*纠其原因(他们

最担心的两个主要问题是)"跟不上学习#和"学不到

知识#的问题*"跟不上学习#问题主要源自小龄幼

儿的家长(他们担心孩子由于年龄小,发展水平较低

难以适应大孩子的学习难度(从而降低孩子的学习

兴趣(影响幼儿自信心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的形成(

严重者甚至会产生心理阴影*而"学不到知识#则是

大龄幼儿的家长担心教师为了照顾年龄小的孩子(

便于班级管理(将教学目标降低(教学内容的关注点

更多集中在年幼孩子的发展水平上(从而导致自己

的孩子学不到知识(增剧幼升小问题*面对不同年

龄的孩子(幼儿教师无法协调教学内容与学生差异

间关系(也就难以根据每个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提供

有效的支架*因此(实行混龄编班制必然遭到来自

大龄幼儿家长和小龄幼儿家长的共同反对(也因此

对家园合作造成阻碍*

综上所述(混龄编班制虽然是从混龄教育理论

基础上发展的一种班级组织形式(但却可能偏离的

混龄教育的初衷*它所存在的理论缺陷不仅不利于

幼儿的健康成长(而且也不利于幼儿教育管理的进

行(并非一种科学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

三%适度开展混龄教育活动&合理促进幼

儿发展

尽管混龄编班制度存在很大缺陷而不能付诸实

践(但混龄教育思想还是有一定实践价值的*肯定

混龄教育并一定就要实行混龄编班制*否定混龄编

班制并非否定混龄教育思想*恰当的混龄教育活动

可以给孩子提供与不同年龄层次的小朋友交流的机

会(有利于锻炼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社会适应和合

作能力(弥补独生子女所欠缺的兄弟姐妹之情(培养

幼儿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适

度开展一定的混龄教育活动(会有助于促进幼儿发

展(也是幼儿教育所必需的*所谓适度开展混龄活

动是指是指平时以年龄分班(只在某些活动条件具

备的时候(在教师的指导下(才将不同年龄的幼儿组

织起来共同开展一些活动*也就是说(幼儿园教育

在采用以同龄编班制为主的前提下(还应适度开展

一些混龄活动作为教育教学的辅助形式*惟其如

此(方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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