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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立是我国传统优秀民族精华之一)自立人格是心理学领域的新概念&指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生存与发展

问题中形成的包括个人与人际两个方面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质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因素&它具有

丰富的内涵)本研究从自立人格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幼儿园教育,纲要-和,指南-这两份重要文件&在分析我国幼儿社会性教

育的目标(内容的基础上&探讨自立人格理论对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并对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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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立人格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自立人格理论的内涵

#?

自立人格

自立人格指"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生

存与发展问题中形成的包括个人与人际两个方面的

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质的

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因素&可以从理论上划分为人际

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方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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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吕进锋&曹能秀'自立人格理论视域下幼儿园社会教育分析

!?

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

根据夏凌翔等提出的自立人格理论&自立人格

包括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分别体现为五种

特质)"人际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

本人际交往问题中形成的带有人际色彩的独立性(

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

.

!

/

CD%BI"%

!"个

人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人生活

问题中形成的非人际色彩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

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

.

!

/

CD%BI"%

人际自立包括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

人际灵活和人际开放五方面&人际独立指个体能自

己从事独立的人际活动!人际主动指个体主动与人

交往!人际责任指个体对人忠(信!人际灵活指个体

不刻板地坚持人际交往的原则与方式&能够权变!人

际开放指个体积极容纳他人!个人自立包括个人独

立(个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五方

面)

.

#

/个人独立指个体能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

人生活问题!个人主动指个体自发(自觉(及时的解

决个人生活问题!个人责任指个体行为严谨!个人灵

活指个体不刻板的坚持已有的东西$如规则(思想(

计划等%&能权变(现实地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个人开

放指个体乐于接纳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思想等

新事物)

.

!

/

CD%BI"%

%?

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的关系

人际自立主要是个体解决人际活动中的问题&

比如&人际交往的主动积极(对人忠诚(讲诚信&能灵

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个人自立主要是个体解决

个人活动的中的问题&如生活自理能力&能自己吃

饭(自己穿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人际自立和个

人自立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相互排斥&它们内部的五个方面'独立性(主动

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根

据已有研究&在自立人格的
#"

种特质中得分均很高

的人数很少&这也可见它们之间的独立性)

.

%

/

DC!BDC&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立人格是个体对自我(

他我(自我与他我关系的认知以及处理自我与他我

关系的成熟)其中个人自立是将个体置于"自我#之

中&人际自立是将个体置于社会之中)但仔细分析

会发现&无论是个人自立还是人际自立都逃离不开

特定的"社会关系#&即自立人格是置个体于一定"社

会关系#之中来考察的)没有逃离"社会关系#的自

立人格&即使个人自立中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

责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如&独处(自理(自我接

纳(自律(慎独等看起来与他人无关&实际上也是"社

会关系#规约的结果)高自立人格者能很好地摆正

自我与他我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对自我(他我和

自我与他我关系有正确而深刻的认知&并且能够很

好地处理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等

各方面表现自信(成熟与灵活)因此&自立人格的养

成是针对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而言的)必须将个体

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才能促进自立人格的养成)

此外&自立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伴

随人生的各个成长阶段)因此&自立人格的培养应

从幼儿开始)

#二$自立人格的五种机制

自立人格涉及的
C

大类特质主要提供了以下
C

类机制'独立性&主要是一种能力机制111个体能独

自解决问题!主动性&主要是一种动力机制111个体

主动积极!责任性&主要是一种约束机制111个体不

恣意妄为!灵活性&主要是一种弹性机制111个体能

更好地适应环境!开放性&主要是一种拓展机制111

个体保持对新异的欢迎和好奇)在一定情境下这
C

大类机制既可能相互配合&也可能相互制约&甚至相

互排斥&

.

%

/

DC!BDC&如灵活性与独立性可能就会是一对

制约关系&个体可以灵活运用各种资源时&不一定事

事亲为)

#三$高自立人格与低自立人格在社会活动中的

表现

高自立人格的人与低自立人格的人在社会活动

中表现有很显著的差异'高自立人格的人对环境通

常表现出积极的接纳态度&对事物更包容&处事更开

放灵活&容易接纳新事物&对新异事物保持好奇心!

而低自立人格的人则对环境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刻

板&不灵活)高人际自立者&对积极的人际信息给予

更多关注&而低人际自立者&却更多地看到消极的人

际信息)

此外&高自立人格者由于自身积极的心态&所

以&在个人的生活和交际中不容易受挫&而低自立人

格者由于自身的消极心态&反而使他们在生活中常

常受挫&一旦遭遇挫折&高低两种自立人格者也会采

取不同的态度&前者能更好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

绪体验&积极解决问题&消除影响!后者则在这方面

显得无力&甚至坠入死胡同)

二")自立人格*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自立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

&

/

$I#B$IA

"自立

人格#是儿童健全人格的体现)儿童自立人格的发

展对儿童亲社会行为(良好社会情绪情感(儿童交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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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形成儿童正确的社会

认知和自我认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立人格

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性人格&让儿童在各类社会性适

应中更好地调试自我&免受伤害.

C

/

#C"B#C&

!.

I

/

#A!B#AI

)

自立人格中的"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充分

体现了儿童与他人和自我的良好互动&从独立性(主

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五方面概括了儿童社

会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如&若对儿童的社会教育能

围绕"自立人格#的养成&建立完善的自立人格养成

教育课程体系&将幼儿园(家庭和社区联结起来&共

同实施儿童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对儿童发展不无裨

益)但目前自立人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学生

或大学生等.

AB#&

/

&极少关注到儿童自立人格研究)

儿童是人格可塑性很强的群体&正处于变化发展的

关键时期&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心理学家在研究中

证实&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是从婴幼儿开始的&因此&

加强对儿童自立人格的研究&加强自立人格对儿童

发展价值的研究&特别是儿童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的

研究至关重要)

三"自立人格理论视野下幼儿园社会教

育的目标内涵与分析

本研究以自立人格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幼儿园

社会教育的目标内涵进行分析&阐释对幼儿进行自

立人格培养的重要意义)分析样本为
!""#

年正式

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和
!"#!

年颁布的,

%BI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

#一$对-纲要.中幼儿社会教育目标要求的分析

,纲要-中&幼儿教育社会目标的表述为'总目

标111增强幼儿的自尊(自信(培养幼儿关心(友好

的态度和和行为&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发展)具体目

标包括
C

个方面111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

动&活动中快乐(自信!乐意与人交往&礼貌(大方&对

人友好!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

乐于接受任务&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爱父母(爱

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祖国)

从自立人格理论角度分析&可以看出&,纲要-作

为一个纲领性文本&对幼儿社会教育目标的表述比

较宏观(宽泛&教育要求不具体(不全面&缺乏可操作

性&且其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关注并不全面)从目标

表述和教育要求看&,纲要-更多集中于"人际自立#

方面&即与他人关系方面$人际方面%&缺少对"个人

自立#的关注$自我方面%&即使是"人际自立#方面也

表达得不够具体(全面和清晰&如"喜欢参加游戏和

各种活动#("乐意与人交往#("乐于接受任务#&这是

人际独立(人际主动的表现!"礼貌(大方(对人友

好#&"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则更多是人际

责任的表现!"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可以认为是"个

人独立#的表现&但在人际灵活(个人灵活(人际开放

和个人开放等方面的要求和指导就不够明显了)

#二$对-指南.中幼儿社会教育目标要求的分析

相比较于,纲要-&比它晚
#"

年提出的,指南-&

在幼儿社会教育目标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方面趋于完善和成熟)

!"#!

年颁布的,指南-&社会

领域的教育包括两方面'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包括
&

个目标'

第一&愿意与人交往$人际主动(个人主动%)教

育建议为'"主动亲近和关心幼儿&经常和他一起游

戏或活动&让幼儿感受到与成人交往的快乐&建立亲

密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幼

儿体会交往的乐趣#)

第二&能与同伴友好相处$人际灵活(人际开

放%)教育建议为'"结合具体情境&指导幼儿学习交

往的基本规则和技能#&"结合具体情境&引导幼儿换

位思考&学习理解别人#&"和幼儿一起谈谈他的好朋

友&说说喜欢这个朋友的原因&引导他多发现同伴的

优点和长处#!

第三&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人际独立(

个人独立%)教育建议指出&要'"关注幼儿的感受(

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鼓励幼儿自主决定&独立

做事&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四&关心(尊重他人$人际责任(人际开放%)

教育建议指出'"成人以身作则&以尊重(关心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和其他人#&"引导幼儿尊重(

关心长辈和身边的人&尊重他人劳动及成果#&"引导

幼儿用平等(接纳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差异#)

!?

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包括
%

个方面的目标'$

#

%"喜欢并适

应群体生活#$人际主动(个人主动%)教育建议有

"打破班级界限#&"经常和幼儿一起参加群体性活

动#&"带领大班幼儿参观小学#等活动!$

!

%"遵守基

本的行为规范#$人际责任(个人责任%)其中有"教

育幼儿要诚实守信#的教育建议)$

%

%"具有初步的

归属感#$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开放性的

综合表现%

经过对,指南-的简要分析&我们发现&,指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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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和教育建议&几乎涵盖

了自立人格理论所阐述的
#"

种特质),指南-在,纲

要-确定的五大领域的基础上&对各领域的目标作了

详细(具体分解&对每一条目标又给出了
%

1

&

岁(

&

1

C

岁(

C

1

I

岁三个年龄段的幼儿更加具体的培养

目标&并且给出了具体的教育建议&其内容全面具

体&对幼儿教育工作者&包括家长具有非常强的指导

性&,指南-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从这个意义

上讲&,指南-对幼儿社会教育阐述精细(全面而具有

操作性&对幼儿教育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明确了幼

儿教育五大领域的内涵&弥补了,纲要-指导性不强

的问题&但我们也发现&,纲要-和,指南-在儿童"个

人自立#人格培养方面并不那么全面(明确而具体&

"个人自立#人格培养目标与教育建议往往与"人际

自立#人格的培养目标与教育建议杂糅在一起)

四"自立人格理论视野下幼儿园社会教

育课程建构

#一$建立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进行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需

要在明确培养目标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完善幼儿园

社会教育的体系&通过幼儿园的课程建设与实施来

达成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的目标)

目前&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虽有,纲要-和,指

南-的相关规定&,指南-也给予了很明确的操作性指

导&但幼儿园并没有相应的课程体系&因此&围绕幼

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的目标111高自立人格的培

养(

#"

种特质的养成教育进行课程体系建构&开发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围绕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

施和课程评价四个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

%和,

%B

I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的指导下&明确自

立人格
#"

种特质培养的目标)根据自立人格理论&

将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目标划分为人际自立和个人自

立两方面&比,指南-中将社会教育的目标$内容%分

为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似乎更贴切而全面&因为人

际交往与社会适应两方面的界限很含糊&后者似乎

包含了前者)综合自立人格理论和,纲要-(,指南-

中关于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相关内容&将幼儿自立人

格养成教育的目标表述如下'

$

#

%人际自立目标

人际自立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解决基本的人际交

往问题的能力)"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发展)#$纲要%&

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人际独立)为能够独立从事人际交往活

动做准备)如"爱父母(爱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

祖国)#$,纲要-%&"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

$,指南-%&"具有初步的归属感#$,指南-%("鼓励幼

儿自主决定&独立做事&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指南-教育建议%)

第二&人际主动)乐于并能主动积极地与他人

交往)如"乐意与人交往&礼貌(大方&对人友好#

$,纲要-%&"愿意与人交往#$,指南-%("喜欢并适应

群体生活#$,指南-%)

第三&人际责任)遵规守纪(讲文明(懂礼貌(诚

实守信)如"培养幼儿关心(友好的态度和和行为#

$,纲要-%("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纲

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教育幼儿

要诚实守信#$,指南-中教育建议%)

第四&人际灵活)能主动寻求帮助&灵活处理人

际交往中的问题)

第五&人际开放)接纳(包容和尊重他人&对人(

事保持好奇心)如"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

动#$,纲要-%("能与同伴友好相处#$,指南-%&"关

心(尊重他人#$,指南-%)

$

!

%个人自立目标

个人自立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解决个人生活问题

的能力)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个人独立)培养能解决基本个人生活问

题的能力)如&生活自理能力&"增强幼儿的自尊(自

信#$,纲要-%("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纲要-%(

"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指南-%)

第二&个人主动)培养幼儿自发(自觉(及时地

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主动学习生存必须的

基本能力),纲要-和,指南-里&多表现为"愿意并主

动参加活动#)

第三&个人责任)培养孩子自律(自觉(自省的

能力)如"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

动#$,纲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

第四&个人灵活)生活中能坚持自我&又能灵活

调控自我的能力)比如&能调控自己生活中的情绪&

有节制但不呆板)

第五&个人开放)接纳自我&乐于接纳自己没有

接触过的新事物(新想法&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如

"关注幼儿的感受&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有针

对性地肯定和表扬&让他对自己优点和长处有所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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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感到满足和自豪)#$,指南-教育建议%

以上内容通过表格对比的方式表现将更加明

朗)详见表
#

和表
!

)

表
#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与-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的对照表

自立

人格

自立人格

的机制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目标 ,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

人际

自立

人际独立
为能够独立从事人际交往

活动做准备

"爱父母(爱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祖国)#$,纲要-%&"具有自尊(自信(

自主的表现#$,指南-%&"具有初步的归属感#$,指南-%

人际主动
乐于并能主动积极地与他

人交往

"乐意与人交往&礼貌(大方&对人友好#$,纲要-%&"愿意与人交往#$,指

南-%("喜欢并适应群体生活#$,指南-%

人际责任
遵规守纪(讲文明(懂礼貌(

诚实守信)

"培养幼儿关心(友好的态度和和行为#$,纲要-%("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

规则行动#$,纲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教育幼儿要诚实

守信#$,指南-中的教育建议%

人际灵活
能主动寻求帮助&灵活处理

人际交往中的问题

"指导他尝试用协商(交流(轮流玩(合作等方式解决冲突#$,指南-%

人际开放
接纳(包容和尊重他人&对

人(事保持好奇心

"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动#$,纲要-%("能与同伴友好相处#$,指

南-%&"关心(尊重他人#$,指南-%&"引导幼儿学习用平等(接纳和尊重的

态度对待差异#$,指南-教育建议%

表
!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与-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的对照表

自立

人格

自立人格

的机制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目标 ,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

个人

自立

个人独立
培养能解决基本个人生活问题的能力)如生

活自理能力)

"增强幼儿的自尊(自信#$,纲要-%("努力做好力所能及

的事#$,纲要-%"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指南-%

个人主动
培养幼儿自发(自觉(及时的解决个人生活问

题的能力&如主动学习生存必须的基本能力)

表述为'愿意并主动参加活动)

个人责任
培养孩子自律(自觉(自省(行为严谨的能力

和品格

"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纲

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

个人灵活

生活中能坚持自我&又能灵活调控自我的能

力)比如能调控自己生活中的情绪&有节制

但不呆板)

,纲要-(,指南-中对个人灵活性人格方面的培养缺少明

确的表述)

个人开放
接纳自我&乐于接纳自己没有接触过新事物(

新想法&对事物保持好奇心

"关注幼儿的感受&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有针对性

地肯定和表扬&让他对自己优点和长处有所认识并感到

满足和自豪)#$,指南-教育建议%

!!

从表
#

和表
!

中可以看出&,纲要-和,指南-对

个人自立人格的培养目标强调得少&且不明确&对儿

童"个人#未加足够的关注&如个人灵活性教育(个人

开放性教育$含接纳自我%等方面关注都不够&给教

师的"教育建议#中有一些教育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表

述&但这指的是教师的自立人格表现而不是幼儿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

的建构&既能配合,纲要-和,指南-的要求&又能弥补

它们的某些不足)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内容导向

围绕
#"

种特质培养目标&设定活动内容&预成

教育与生成教育相结合&注重活动内容的生活性与

儿童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这里阐述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与,纲要-(,指南-

中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目标和教育要求$或教育建

议%是一脉相承的&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并没有完全另

辟蹊径&搞另一套不同于当前幼儿教育指导思想的

东西&所以&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具有普遍的

意义)

第二&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为我们展示了自

立人格理论视野下幼儿园社会教育内容的总体架

构&它更全面(更细致&具有理论概括力&对于开展幼

儿园社会教育&开发幼儿园社会教育课程具有理论

指导价值)以自立人格理论为依据&能够为幼儿园

开发社会教育课程提供新思路)

第三&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内容&并不是

抛弃已有的(被实践论证过的有价值的幼儿园社会

教育内容&另搞一套教育内容&相反&它还需要依托

"&



!

总
%&

卷 吕进锋&曹能秀'自立人格理论视域下幼儿园社会教育分析

于已有幼儿园社会教育内容&但它应该有自己更独

到和丰富的教育内容&如&前文已阐述的关于"个人

自立#的相关内容&关于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责

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具体如自尊(自爱(自信!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接纳!严谨(自觉(自省!保持开

放进取之心等方面的教育&这恰好可以弥补当前幼

儿园社会教育对"人际自立#&即个人与他人交际的

方面比较偏重&而对个体"自我#方面发展关心不够

的问题)

第四&兼顾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方面的教

育内容的均衡)当前幼儿园教育在"个人自立#方面

的教育比较弱&虽然也提倡"养成教育#111习惯(性

格(自理能力等&但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独立#方面&

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不依赖等)因此&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课

程内容&需要在已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

加强"个人自立#方面的养成教育&如&主动学习(严

以律已(自律自觉(灵活(不沉溺(正确看待自己(接

纳自己(自我调控$认知(情感(行为%(保持进取心(

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等)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

在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方面&已有

的幼儿社会教育课程实施方式(方法都值得借鉴)

鉴于自立人格强烈的社会性偏向&因此&在教育中也

会有自己的特点&结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年龄特征&

应多注重生活教育(体验教育)

$

#

%多样化教学)自立人格
#"

种特质是相互独

立又相互配合的&甚至在特定情境下还相互排斥&

如&独立性与灵活性是一对矛盾关系)在教学中单

纯依赖某一种方法是不行的&因此&首先需要多样化

的教学&游戏法(操作法(问题情境法(生活体验法等

多种方法地配合使用)

$

!

%主题情境教育活动)主题情境教育活动是

最实用而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真实和创设情

境$包括故事情境%进行教育活动&该种活动在幼儿

"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养成教育活动中都可以

运用)

$

%

%生活体验活动)这是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

育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真实的生活)主要表现为

在幼儿园中开展的生活体验活动&如&许多幼儿园都

有类似"生活体验馆#这样的室内外活动场地&幼儿

体验包饺子(做饭(种菜(挖沙(搬运(装饰44有个

人活动&也有人际活动&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种活动

方式)

$

&

%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指的是户外实践活动&

参观(访问(社会实践(社会调查都属于这一类活动&

如&超市购物(参加社区劳动(参加家务劳动(自己整

理房间(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义卖活动(送温暖活

动44当然&鉴于幼儿的年龄特点&社会实践活动需

做好必要安全措施)

$

C

%角色游戏)角色游戏法是最有趣味的方法&

融教育内容于游戏之中是最容易让幼儿接受的方

式)与主题情境教育活动中故事表演$表演游戏%不

同的是&这里的角色游戏&模拟的是真实角色(真实

生活&如&交警指挥交通游戏(医生和病人(售货员和

顾客(妈妈和孩子)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培养孩子的

"人际自立#人格&因为角色游戏涉及到与他人的关

系&所以&对"人际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可能更有价

值)但也有一些游戏&比如&士兵站岗(想象游戏(一

人饰多角的游戏$如一个小姑娘自言自语&一个人玩

过家家游戏&她自己既是妈妈(又是孩子&中间还有

自问自答的言语活动&甚是有趣%&也能培养孩子的

"个人自立#人格)

&?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评价

鉴于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实

践性&表现性评价(活动性评价应是主要的评价方

式&即以幼儿在生活(活动中的表现为评价的内容和

依据&记录幼儿在日常活动中的种种行为表现&并进

行评价)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教师和家长&还可以是

同伴$同伴提名%&也可以借助量表进行评价&根据

#"

种特质制定符合幼儿各阶段发展水平的相应标

准&以此进行评价)但是&也存在问题&原因是'一方

面&因为儿童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人!另一方面&儿

童的发展存在个体差异&量化的评价存在过于整齐

划一之嫌&对儿童的评价有失偏颇!第三&鉴于儿童

的认知水平&不能以问题方式来测量&而只能以情境

的方式进行测量&这样工作量大&问题设置有难度&

测查结果可能不准确!第四&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还没有关于幼儿自立人格发展的量表&也没有像儿

童身体发展评价量表那样成熟的儿童自立人格量化

标准&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要点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建构与完善是

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幼儿园教师在课程实践

中正确认识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对幼儿社会性(情绪

情感发展的意义&注重因材施教&加强家园共育&以

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

#?

正确认识自立人格培养在幼儿社会性发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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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自立人格理论关于自立人格者的
#"

种特质和

相对应的
C

种机制&对幼儿社会教育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指导&通过对个体的自立人格的分析可见&健全

的自立人格是未来人必不可少的品质&也是我国历

来提倡的理想型优秀人格)

自立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精华)已有关于自立人

格的研究也表明&高自立人格是优秀人物的品格)

高自立人格者在人际交往和个人生活中能表现出更

多积极(优越的一面&对任何环境都能采取更积极的

应对&而低自立人格者则不然)因此&对幼儿进行自

立人格的养成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幼儿园和家庭

应主动培养孩子的自立人格&积极支持孩子自立人

格的发展)

,纲要-和,指南-&特别是,指南-已经涉及到自

立人格养成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教育建议&这是自立

人格理论与,指南-关于幼儿社会性教育的不谋而合

之处)

!?

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

自立人格中的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相互

独立&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自立人格的
#"

种特

质在个体身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步发展&要根据儿

童个体差异进行差异性教育&同时&也要注意发现儿

童的长处和不足&进行针对性教育&取长补短&使儿

童在
#"

种特质中尽量做到相对均衡(健全发展)

%?

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是幼儿最重要的生活和学

习的场所)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旨在促进幼儿

良好社会性发展&培养具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儿

童&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幼儿自立人格养

成教育要重视园内园外的联结&因此&必须加强幼儿

园(家庭与社会的合作&建立家园共育模式&赢得家

长的支持与合作&为儿童创造发展自立人格的家庭

及社区等环境&共同促进儿童自立人格的健康发展)

&?

多种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本质上是幼儿社会性教

育)幼儿社会性教育的核心是交往&因此&需要以多

种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加强园内外的

合作&注重生活教育&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幼儿的自立

人格)幼儿园要创造培养幼儿自立人格的教育环

境&在幼儿园的活动中充分利用情境教学(问题教

学(随机教学(游戏教学等方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的

培养&为幼儿创造交往的机会(创造解决问题的机

会(创造合作的机会(创造独立完成任务的机会(创

造独处的机会等&培养幼儿独处(自知(自律(自觉(

自省的个人自立人格品质和开放(接纳(尊重(主动(

乐群(交际的人际自立人格品质&以促进幼儿既独立

又开放的健全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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