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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的本质在于付出和给予$儿童既是爱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爱的主动付出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主动付出的儿童之

爱常常被成人无意识的忽视$儿童之爱出自本能"源于自然"是儿童的天性!儿童之爱在教育中首要表现为对环境的爱和对

成人的爱$儿童之爱是儿童内在敏感性的源泉"影响儿童的自我实现!是儿童精神世界的表达"帮助成人了解儿童!更是成人

的精神诉求"实现成人尊严的提升$儿童之爱的培育需要成人接受儿童的爱"尊重呵护儿童爱的天性"以爱育爱"实现成人与

儿童的共同成长$

关键词!儿童之爱!儿童精神!儿童与成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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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成长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个体

在与自我以及周遭环境中的人)事)物建立关联中"

走向爱与智慧的融合$这意味着构成个体成长的"

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事)物等爱的情感

以及基于爱的情感而唤起的切实行动能力$爱是生

命的同情或共情"正是爱的召唤和激励"激发个体人

性的整体获得和生动发展"启迪引领个体精神生命

的成长"帮助个体成长为社会人"发展为完整人$从

个体主动或被动的纬度看"爱既包括主动付出的爱"

也包括被动接受的爱$前者是自我指向环境和他人

的爱"后者是他人指向自我的爱$仅仅接受别人的

爱是不够的"还应该把接受到的爱释放出去"给予别

人以爱"只有爱的施与受两者平等时"爱才能发挥它

的最佳作用$爱的本质在于付出与给予"因为付出

和给予"人走出自我"达成与他人的真正联合"而这

付出和给予不但不会让自身减损"反而使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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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增强.

#

/

$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无意

识地忽视儿童爱的主动给予"更多地关注成人爱的

付出"使儿童普遍处于一种'爱的接受者(的被动状

态$从改变这种片面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探讨

处于主动付出状态的'儿童之爱($

一$儿童之爱的内涵和表现

'爱(的本质就是给予"但给予别人的不是物质"

而是给予者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爱(本身是

给予者自身的生命力和潜能的表达$恰如弗洛姆所

说"'0给予,是潜能的最高表达"恰恰是通过0给予,"

我才体验我的力量)我的富足)我的能力$(

.

!

/

!&

'爱(

之于个体"既是储存也是归还"唯有如此才能激发个

体向着他人和环境的关系"引导激励个体内在蓬勃

生命力发展的方向"激励个体生命潜能的发挥"使个

体获得自我发展的动力$

'一(儿童之爱的内涵

儿童之爱是一种本能"源于自然$所谓本能"从

生物学角度看"是个体身上遗传得来的)不学而会的

行为倾向或反应"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如同蒙台梭

利认为"'爱(是儿童心灵的一种内在特性"不同于生

物对环境的直接本能性反应!不是类似'防御本能(

的暂时性反应"而是以'知识和智慧(为特征的更持

久的反应$爱是内藏在儿童身上的潜能"这种潜能

'随着心灵的发展"逐渐展现"也只能在发展的过程

中被发现$(

.

%

/

%&

'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像一颗

行星"得到来自太阳的光芒$这种动力就是本能"是

生命的创造性力量!但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产生了

爱"这种爱充满了儿童的意识"并影响着儿童的自我

实现$(

.

%

/

##"爱的本能"唤起生命之初的儿童对他人

和世界的开放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指导儿童生命成

长的方向"带来个体生命成长的自我充实"引导儿童

成长为'人($

'二(儿童之爱的主要表现

个体的成长不是一己自我的生活"乃是置于环

境和他人的关系之中$环境和他人提示)丰富)激励

和塑造着自我"是个体生命成长中的重要部分$个

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向哪些人)怎样的环境开放"实

际上意味着个体成为何种程度的人$教育的起点正

是个体的生命自然"指向的则是文化世界"在此意义

上"任何教育都是立足个体生命的自然本性而展开

的文化引领$儿童教育作为一种关系的实践"首要

的是儿童与环境)儿童与成人间的关系$基于此"剖

析儿童之爱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对环境的爱和对

成人的爱$

#A

对环境的爱

儿童对环境的爱"明显表露在个体发展的敏感

期$从生命诞生起"个体就显露出对环境的爱"比

如"刚出生的孩子喜欢看黑白相界的地方"而不是彩

球!婴幼儿喝过糖水后会拒绝喝白水!还爱吃手!对

微小的东西感兴趣!喜欢重复一个动作11"

.

&

/随着

生命的成长"儿童对环境的爱日渐明显"在某一时间

阶段内"会对环境中的某一特质产生强烈兴趣"而拒

绝接受其他特征的事物!还会没有特定理由地专注

于某一行为产生"不厌其烦的重复"直到出现某种新

的转机"如在秩序敏感期内"对儿童而言"物品需要

摆放在各安其位的位置"以便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找

到它!会追求符合自己生物节律的生活秩序"一旦打

乱了他们所熟悉的秩序"就会令儿童感到紧张)焦虑

和不安!某一阶段会明显表现出对某件物品的喜欢

和珍爱#走在路上"喜欢捡路边的小石块)小树叶"喜

欢用小手抠小洞或小缝隙"喜欢收集小纸片)小瓶

盖"甚至小钉子11蒙台梭利认为"在敏感期把儿童

和他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冲动"正是

对环境的爱在儿童身上的体现$他把这种对环境爱

理解为'是一种内在敏感性的扩张"这种内在敏感性

能帮助儿童心理的发展(

.

%

/

#"#

$对环境的爱"不仅是

一种情绪反应"也是一种智慧要求"能使儿童从环境

中选择适宜自己生长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称为'爱

的智慧($所谓'爱的智慧("就是对智慧的热爱与追

求"或者说是对智慧的持久的激情与思考.

G

/

$这是

自然赋予儿童生命成长的一种内在需求"儿童依据

内心的渴望"依靠吸收性心灵不断吸收身边的信息"

认识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判断"将过去与未来

连接起来"使知识运用于实践.

E

/

$在儿童生命成长

过程中"对环境的爱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引导

儿童主动选择与自己内部需要相一致的环境"使儿

童得以借助感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自我塑造"

在对环境的探究)体验中"儿童获得了自身的发展$

每个儿童在童年时期"似乎总会喜欢上什么物

品"可能是一件成人看起来并不好看的衣服"也可能

一床蓝被)一个破旧的玩具11"从心理学的角度

看"这是儿童对物的依恋!从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

看"儿童的发展是儿童与他生活在其中的环境交互

作用"共存共生的过程$在以往关于人的发展的影

响因素探究中"我们总是对他人与孩子之间的行为

往来以及他人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关注"对人与生态

环境中静态的物品之间的息息相关却并不很在

意.

H

/

$但当生命的发展历程相对丰富"生命的体验

相对厚重"人们就会不断真切)深刻地记起他曾经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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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物的

依恋与对人的依恋一样"关系着儿童的满足感)安全

感)自信心等心理品质"对其的心理健康具有异乎寻

常的作用和影响$

!A

对成人的爱

儿童对成人的爱"首先表现为对成人的依恋$

依恋是儿童与主要抚养者之间建立的一种持久)稳

定的情感联结$依恋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个体一生

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积极的依恋关系中"儿童

感受到来自养育者的爱"信任父母"并在此基础上"

逐步建立起与他人的各种关系"直至将来与他自己

家庭的关系"只有基于这种爱的联结"儿童才能成为

一个充满爱心)关爱他人的人"如儿童虽然年幼经验

少"能力有限"但当父母或亲人疲劳)生病时"也会竭

尽全力表现的乖巧)顺从"并会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最

大的照顾!喜欢跟他人在一起"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

喜爱的东西$消极的依恋关系源于抚养者对儿童爱

的需要的忽视"导致儿童爱的需要不能被满足"产生

对他人和环境的不信任)冷漠"无法培养对他人和环

境的爱$可以说"儿童正是从对抚养者的依恋"然后

渐渐扩展到对他人的爱"积极的安全依恋关系是儿

童对成人爱的需求"也是对成人爱的表达!是儿童获

得生存成长的重要保障"对建立健康良好人际关系

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儿童对成人的爱还表现为对成人的模仿)乐于

服从和无限包容$首先"儿童喜欢模仿成人的言行"

常听到他们模仿自己的老师或爸爸妈妈说过的话#

'小手放在膝盖上"小眼睛往前看$('乖一点"爸爸妈

妈会早来接你的$(儿童对成人的模仿"不是单纯的

重复"是内在自我指导下的一种建设性活动$其次"

儿童对成人的爱表现为服从$服从是对成人要求的

听从)执行和积极配合$儿童的服从也有其内在目

的"实质上是儿童对其内在发展本能的服从的外部

表现$儿童对成人的不服从%发脾气和反抗&"表现

出的正是成人与儿童内在自我发展需求之间的冲

突$如果成人忽视儿童的内在目的"一味从成人角

度要求儿童听话)顺从"势必使儿童爱的表达受到压

抑"不能得到健康发展$再次"儿童对成人的爱"表

现为无尽的包容$即使他爱的人态度再糟"他依然

爱$生活中"儿童承受着父母的焦躁)烦闷等负能

量"却从不责备和抱怨"这是儿童爱的折射$成人给

予儿童的爱确实伟大)无私"但儿童给以成人的爱同

样干净纯粹)毫无保留"甚至儿童用自己的方式教成

人如何爱$恰如蒙台梭利所说#'儿童凡事忍耐"他

来到世间"无论生于何种环境"都会在那种环境中形

成自己"使自己适应那种生活$(

二$儿童之爱的价值

为什么要关注儿童之爱* 儿童之爱是内在敏感

性的源泉"影响着儿童的自我实现!是儿童精神世界

的表达"帮助成人了解儿童!也是成人的精神诉求"

提升成人的尊严$

'一(儿童之爱是内在敏感性的源泉)影响儿童

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个体身心潜能发展的充分展现$蒙

台梭利把儿童的身心发展看作是一种'实体化("实

体化的实质是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功能的形

成)发展和成熟.

$

/

$实体化过程不是偶然发生的"也

不是由外部刺激引起"而是受到内在敏感性的引导"

这种内在敏感性是与获得某种特殊品质密切相关的

暂时的本能"表现为儿童学习的主动性$

对环境的爱"使儿童对环境产生敏感和热情"得

以用一种敏锐和热情的方式来观察周围的环境"揭

示成人熟视无睹的事物$罗素把心灵比作一部奇异

的机器"能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把它获得的材料结

合起来"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会

变得软弱无力.

C

/

GC

$如果没有儿童对环境的爱"那

么外部世界的材料就不能激起儿童的兴趣"更不会

成为儿童成长中可以利用的经验$

对成人的爱"不论是模仿还是服从都内含了'暗

示(的力量$对儿童来说"当儿童开始意识到自我"

他的感官处于创造性的状态时"特别容易受到暗示$

正是借助儿童对成人的爱"成人可以通过微妙的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童"悄然支配儿童"影响儿童的

内在自我"使儿童发生变化$

正如舍勒认为"爱是人与世界发生关联"认识世

界的前提和动力.

#"

/

$儿童在自身爱的引导下"通过

个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来塑造自我"并使其达到

完美$对人的爱激励个体提升自我)发展自我"对事

物的爱也即兴趣则引导着个体智慧发展的具体路

径.

##

/

$在此意义上"爱是一种与儿童个体成长密切

相关的)生俱来的'内在潜力(或'内在生命力("儿童

借助这种积极'内在潜力(具有的创造性本能"依靠

环境和成人建构起一个精神世界"进而使自我实现

得以完成$

'二(儿童之爱是儿童精神世界的表达)帮助成

人理解儿童

'理解儿童(是成人进行儿童教育的前提$儿童

是一种肉体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儿童的精

神生命独立于)优先于和激发所有外部活动.

#!

/

$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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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儿童"不仅要认识他们身体方面的生理发展特点"

还要认识儿童的精神世界"这样才有利于成人帮助

儿童过一种物质与精神有机统一的生活"使儿童得

以更好地发展$儿童之爱充满了儿童的意识"是儿

童精神发生的结果$

'精神(实际上是'身心关系(中的'心(!哲学层

面"专门研究'心(的学科是精神哲学!在精神哲学

中"'精神(不仅包括意识"也包括诸如无意识)本能)

反射等意识的根基.

#%

/

$儿童精神具有潜意识化的

特质"特别是在儿童早期表现尤为显著.

#&

/

$蒙台梭

利曾说#'儿童的心理天性是某种异乎寻常的至今仍

未被认识的东西"然而它对于人类却是至关重要的$

儿童的真正建设性能力"即能动性"几千年来一直被

忽视$就像人类一直在地球上生息耕作却没有注意

到在地球深处埋藏着巨大的宝藏一样"我们今天的

人们在文明生活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却没有注

意到埋藏在幼儿精神世界中的宝藏$(

.

#G

/儿童对环

境和成人的爱"是儿童内隐精神世界的现实表达"也

是他们精神世界能动性的外显表达形式$关注儿童

之爱"有助于成人认识儿童的精神需要)把握儿童的

精神世界"是成人理解儿童的途径$

'三(儿童之爱是成人的精神诉求)帮助成人提

升尊严

成人是成熟个体"但往往僵化)圆滑)墨守成规"

生活于繁文缛节的刻板老套中"缺乏想象力"囿于偏

见"过于现实"过着多少有些异化%而且是难免异化&

的生活.

#E

/

&H

$蒙台梭利在3有吸收力的心智4一书中

阐述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不像成人那样走向

死亡"而是正走向生活!他的工作就是要形成一个健

全的人!到了成年"儿童的特征就消逝了$因此儿童

的整个生活就是走向完善"走向更加完美$但对成

人来说"岁月的流逝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H

/

%$$

$也就

是说"成人的生活在发展中容易发生异化"脱离生命

的本真$爱是儿童的天性也是一种能力"可以疗治

成人异化的生活"更新成人精神生活中僵化卑劣"提

升成人尊严"满足成人精神诉求$

蒙台梭利把儿童看成是爱的源泉"把儿童看作

成人精神的唤醒者!认为'与儿童接近能够表现我们

最高尚的一面("'儿童唤醒了成人的观念)牺牲的观

念)无私的观念---这些都是在家庭之外几乎无法

得到的美德$什么样的商人在他能够得到他所需要

的某种财产时会对他的竞争者说#0你可以拥有它2

我把它让给你2,但是如果饥饿的父母缺乏食物"他

会把最后的面包屑让给挨饿的孩子而不会留给自

己$(

.

#$

/

%G"

'父母对一切都麻木了"需要一个信任去唤

醒他们"用他们不再拥有的那种充满神奇的和富有活

力的能量再次激发他们$11没有儿童对他们的帮

助"成人将颓废$(

.

%

/

##%如同3人民的名义4中"祁同伟

在缉毒中枪时"凭借儿歌3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4在

危难中找到了人民"这是他生命中离警察这个职业初

心最近的时刻"也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首儿歌

的响起唤回了他渐行渐远的初衷$儿童之爱是童年

的天赋资源"成人是这一资源的继承人和受益者$

三$儿童之爱的培育

儿童之爱对儿童)成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但儿童'爱(的发展和成长不是任其自然"而是受到

成人的影响"受到对儿童的幸福负有责任的社会的

影响$爱需要培育"'培育是顺应天性"提供适度的

外部条件!还有珍惜)期待和保护的意味(

.

#$

/

$为

此"成人首先要接受儿童的爱"尊重呵护儿童爱的天

性!其次"要以爱育爱"寻求与儿童的共同成长$

'一(接受儿童的爱)尊重呵护儿童爱的天性

爱是儿童自然天性的外在表达"天性不可教"对

于不可教的东西"成人应当保持敬畏"给予尊重和呵

护$尊重呵护儿童爱的天性"意味着成人首先要接受

儿童的爱"也意味着成人要给予儿童付出爱的机会$

首先"接受儿童的爱$包括接受儿童给予成人

的爱和接受儿童对环境的爱$儿童对成人有属于自

己表达爱的方式#爸爸妈妈下班了"给他们倒杯水!

妈妈做饭辛苦"去帮个忙!把自己喜欢的玩具和食

物"留给最爱的人11对儿童来说"对成人付出爱并

能被成人理解)接受比接受来自他人的爱更快乐"因

为儿童在给予他人爱的行为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

财富和能力"展示了自己生命的存在$然而"大多数

成人在生活中"给予儿童无条件地爱"却拒绝了儿童

给予的爱"剥夺了儿童爱的权利#给爸爸妈妈倒杯

水"成人觉得不该做"烫伤怎么办!帮妈妈做饭"妈妈

说不要帮倒忙"一边去玩儿11爱是一种主动性的

力量"个体在付出爱)被他人需要时才能感受到自己

的价值"对成人来说"接受儿童给予自己的爱是对儿

童的尊重和爱$接受儿童给予的爱"也包括接受儿

童对环境的爱$理解儿童在敏感期的行为表现"接

受儿童某一时间范围内的不乖行为#总是将手放进

嘴巴里!喜欢说'不(!喜欢说脏话!喜欢不停地重复

一个动作!执拗!破坏行为11提供可能的空间)时

间和材料"支持协助儿童的探索活动$

其次"成人在接受儿童爱的同时"给予儿童付出

爱的机会$如引导儿童尊重)关心长辈和身边的人"

尊重他人的劳动及成果!借助孩子的生活经验"提醒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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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理解和体会他人的情绪)需要"给予他人

适当的关心和帮助$爱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能力"

如弗洛姆所说"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领"而

是需要通过后天习得的能力!不成熟的爱是#'因为

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成熟的爱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需要你("儿童会因为'付出爱"而去爱($

'二(以爱育爱)寻求成人与儿童的共同成长

爱是'一种关系品质"将成人和儿童置于一种关

系中"成人与儿童彼此是对方最真实的生命存

在(

.

#C

/

$儿童之爱需要成人爱的滋养"也是一种产

生爱的能力$

首先"儿童之爱离不开成人给予的爱$成人给

予的爱使儿童产生安全感"虽然安全感主要来自相

互的爱"但从爱的接受和给予来看"主要还是接受的

爱"而不是给予的爱"更能使儿童产生安全感$儿童

获得成人爱的来源非常广泛"主要有养育者之爱和

教育者之爱$养育者之爱主要表现为家人对儿童的

爱"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聚合式的爱"是儿童人生

中获得的第一份也是最为主要的一份爱"它使儿童

感知到自己的重要"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基$教育者

之爱建立在责任感基础上"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

分散式的爱"儿童会通过引起教师的注意或严格遵

守教师的要求去获得教师之爱"理解儿童对爱的需

求"让每个幼儿感受到教师的关爱是教师应具备的

专业素养$儿童爱的能力与品质的形成"有赖于养

育者和教育者的成人爱$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他人

给予的爱都能促进儿童爱的发展"只有真正的爱"才

能给予儿童安全"培育儿童之爱$真正的爱意味着

以一种深沉自律的方式了解儿童"倾听儿童本身的

声音"是对儿童生命的理解和共情$与'真爱(相对

的是'伪爱("爱的施动者主观上)动机上是'出于爱(

'为了爱("但在客观上却是以爱的名义对儿童的掠

夺和控制.

!"

/

$只有成人将儿童视为自己生命的一

部分"爱的理由就是爱本身时"才是真正的爱$如果

将爱手段化)工具化"而不是将爱视为教育自身的目

的和依据"就都不是爱.

#C

/

$我们常说爱唤醒爱"是

用成人的爱滋养儿童天性中的爱"'帮助儿童成为他

自己的主动活动(

.

!#

/

$如果说家庭中养育者之爱是

松润的土壤"学校中教育者之爱是温暖的阳光"那

么"社会中的教育爱则是适宜的雨露"它既增强了土

壤所需的营养"又让阳光不至于蒸发掉土壤中的水

分.

!!

/

$以爱育爱"要求成人把儿童看作爱与认识的

存在"而不是加工改造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尊重儿

童)热爱儿童"用平等的)谦逊的态度去对待儿童$

成人给予儿童爱的具体表达形式是关注与期待"尊

重与理解"支持与促进"由此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紧密

关联"并唤起个体爱的意向"激活爱的能力.

##

/

$

其次"儿童之爱离不开'有准备的环境($爱是

儿童天性的一部分"除非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爱

与自由分不开"在文明社会中"儿童之爱的丧失大部

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人的天性是人

成长的内部依据.

#C

/

"儿童的发展受到其内在天性的

引导"但要启动儿童身上天性)内在生命力"需要成

人为儿童提供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环境"蒙台梭利

把这种适宜的环境称为'有准备的环境($'有准备

的环境(不仅包括适宜的物质环境"更有适宜的心理

环境$其本质是以儿童为标准的环境"建立在了解

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基础上"是自由的)有秩序的)安

全的)愉悦的)生机勃勃的不同于'成人的文明环

境("适合儿童发展的节奏和步调!有儿童能够自由

操作的各种活动材料!又与成人环境有关联!对孩子

有吸引力$'有准备的环境(也包括成人的准备"成

人的准备集中在品质方面"比如谦恭的态度"而不是

自以为是的骄傲!耐心观察"学会等待!自我克制"控

制表达的欲望等$'有准备的环境(符合儿童的内在

兴趣和需要"唤醒和诱发藏匿在儿童天性中的爱"为

其成长提供保护和养料"协助儿童实现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达到自身的发展$正如蒙台梭利所说"'我

们必须从最初的时刻就帮助儿童$这种帮助并不在

于塑造儿童"因为这个任务属于自然本身"而在于灵

敏地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外部表现"在于为儿童的

生长提供那些必要的手段"因为这种生长单靠儿童

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得到的$(

.

%

/

G$

爱是降生于我们世界的每一个儿童的禀赋"要

是儿童爱的潜能得以发展"我们就会取得无法计量

的成就.

#$

/

E"$

$儿童是爱的客体"也是爱的主体$年

少阶段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和小学教育阶段

重在爱的培育.

##

/

$实践中"儿童作为爱的主体需得

到应有的重视而不是无意的忽视"有必要明晰儿童

为主体的爱的内涵)价值"帮助成人真正成为儿童生

命成长的培育者"实现成人与儿童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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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和内隐的参与者.

E

/

$抱着更加宽容和接纳的

态度"仔细观察幼儿的各方面表现"存在的个体差

异"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并已'同伴(的身份给予幼儿

引导和支持$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区域活动中"教

师也要不断的学习成长"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分析判

断)梳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增强对活动反思和总

结的意识和能力$获得源源不断的专业领悟"逐渐

提升实施课程的能力"促进专业成长$这样才能在

宽松)游戏化的区域活动中看到幼儿发展的无限可

能"也会收获许多'惊喜("不断促进教学相长"实现

专业化发展的大迈步$

在戏剧活动背景下"教师除了要组织引导幼儿

之外"更多的是以参与者的角色加入到活动当中"是

幼儿的'动态(玩伴"和幼儿在交互作用和相互合作

中一起拓荒)创造)成长"与幼儿一起投入真情实感"

群策群力地讨论)创作.

H

/

$同时根据剧情需要转换

角色"抛出冲突和问题"推进游戏进程"加深幼儿对

戏剧张力和表现力的体验$

四$结语

主题活动与区域的整合是幼儿园教学活动组织

的趋势和必然"也是幼儿自主探索发展的需要"在这

样的背景下"如何将两者合理高效的结合"达到整体

之和大于部分的效果"需要教师更高的专业化水平

支撑"幼儿园更多的自主权引导以及相应的物质环

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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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自江阴市实验幼儿园陈晓萍老师在'看见"看不

见---主题背景下区域的创设与开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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