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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primary tenden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with the thought of moving down the highlights and focusing deeply，
four parents and two teachers in Zone X of Z City were interviewed，and the dual-pattern of "dislocation" and
"adaptation" of primary tenden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wasconstructedwithgroundedtheory."Dislocation"
explains"why" thetendencyofpre-schooleducationtowards the primary educa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disloc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dis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daptation" illustrates
"how" to respond to the primary tenden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which is represented in the facts that the
subjects of adaptation include "all three parts， parents， kindergartens and remedial classes" ;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contain "firmly resistance，having no choice but compromise，smartly adjusting and being ignorant as
well as pleased"; and the adaptation type is the integration of "prevention type and aftercare type，forced type
and guided type，assault type and lasting type，long-term type and short-term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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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为了探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学前教育小学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以重心下移与深度聚焦为思路，对Z市X区4名家

长和 2名老师进行访谈，借助扎根理论，建构出学前教育小学化“错位”与“适应”的双重生态。“错位”诠释了学前教育小学化

的“为何”，具体表现为“主体错位”和“职责错位”的复杂交错。“适应”解释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何为”，具体表现为适应主体是

“家长、幼儿园和辅导班的三管齐下”；适应策略包括“坚决抵抗、无奈妥协、精明调适和无知得意”；适应类型是“预防型和善后

型、强迫型和引导型、突击型和持久型、长远型和短视型”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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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小学化，严重损害了幼儿的身心健康，

进而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发展，所以，治理“小学化”已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共同话题。虽然专家学者、教育

实践者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了诸多治理策略，但效果

不佳。为了有效推动学前教育去小学化进程，突破已

有成果的局限，本研究以重心下移与深度聚焦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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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前教育小学化‘为何’”和“面对学前教育小学化

‘何为’”为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对Z市X区4名家

长、1名幼儿园教师和1名小学教师的深度访谈资料进

行编码分析，管窥家长、老师眼中学前教育小学化产生

的原因和他们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述评

我国对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正式、系统的研究始

于20世纪80年代。造成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原因，李

烈［1］认为是家长的要求和望子成龙的心理。张含萍［2］

认为幼儿教师素质不高、专业化水平低、缺乏正确的幼

教理念。常亚歌［3］认为重要责任不在幼儿园而在小

学。金日勋［4］认为家长的愿望、幼小衔接机制的缺乏、

民办园的逐利与幼儿教师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吴

龙［5］提到学前教育制度不够完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刘璐［6］认为受整个教育系统

“应试化倾向”的影响。索长清、姚伟［7］认为幼儿园“小

学化”所隐含的是“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学而优则

仕”的人才观及“神童”的教育情结。吴媛媛［8］从历史

变迁过程梳理“小学化”成因。臧玲玲［9］认为本质是儿

童观的异化。

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策略，姚刚［10］提出“需多方

协同配合”。郑琴［11］提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刘璐［6］

提出“小学与幼儿园双向对接，规范小学招生程序、改

革小学低年级课程、严管幼儿辅导市场等”。臧玲玲［9］

认为“重构儿童观”。王声平、杨晓萍［12］提出“幼儿园

与小学课程衔接必须充分，关注两个学习阶段的差异，

体现‘五化’课程衔接理念”。吴媛媛［8］提到“应在公众

意识层面上进行儿童意识的再‘启蒙’”。索长清、姚

伟［7］认为“应从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儿童观和学

前教育价值的再启蒙，以及在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中

寻求根除之道”。

现有研究探讨了影响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多重因

素，提出了去小学化的多元策略。但多以学者视角看

待问题，既缺少家长、老师等的视角，也缺少家长、老师

等主体的对话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主要是因为

幼儿园中利益相关者是存在的，而且各方的利益博弈

对幼儿园产生重要影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

ers）’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tan-

ford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 SRI）的内部备忘录

中。最早正式使用这一词的是经济学家伊戈尔·安索

夫（Igor Ansoff）。随后，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

一观点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

框架”［13］31-32 。在查阅文献基础上，将“家长、幼儿园

教师和小学老师”作为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主要利益

相关者。

（二）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范式、选用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运用访谈法收集资料。扎根理论，名为理论，实质是一

种建立理论的方法，主张“理论是通过对世界的密切观

察而建立的。发展扎根理论的人不是先有一个理论，

然后去证实它，而是先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然后自

此领域中萌生出概念和理论”［14］103-104 。所以，研究过

程中尽量悬置原先的经验、理论和偏见，立足研究对象

的视角，对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进行分析。力争运用

本土概念，提炼形成重要主题，从而回应家长、教师眼

中“学前教育小学化‘为何’”和“面对学前教育小学化

‘何为’”两个问题。

（三）研究对象

以信息饱和为原则，抽取能够为研究提供最大信

息量的研究对象。选取Z市X区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一

二年级的家长、老师共6名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情

况详见表1。研究者（吕晓炜）是X区本地人，兼具学前

班家长和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双重身份，和访谈对

象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有效收集信息，一方面考虑

访谈对象对研究问题的思考程度，一方面考虑访谈对

象的表达能力。
表1 访谈对象情况一览表

注：P-M代表母亲，P-F代表父亲，T代表教师，T-P

代表教师与家长的双重身份，T-G代表幼儿园教

师，T-S代表小学教师。

（四）研究工具

质性研究主张研究者即研究工具，强调研究者凭

方谈

对象

P-M1

P-F

T-P

P-M2

T-G

T-S

孩子所

在年

级/所

教年级

中班

一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学前班

校长

孩子

是否

上学

前班

否

是

否

学历

学士

学士

大专

学士

职中

学士

专业

法律

电力

学前

中文

美术

教育

工作

性质

事业单位

国企

私立幼儿园

事业单位

私立幼儿园

公立小学

访谈

时长/

min

49

46

31

28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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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直觉、经验及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来判断研究对象的

发展变化规律。在查阅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研究需

要，自编《学前教育小学化访谈提纲》（家长版、幼儿教

师版和小学教师版）作为调查工具。运用半结构访谈，

围绕“学前教育小学化‘为何’”和“面对学前教育小学

化‘何为’”两方面展开。

（五）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访谈前将访谈提纲交由访谈对象，以使其有一定

准备时间；和访谈对象约定时间地点，选择双方熟悉且

安静的地方，以使访谈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在征得

访谈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过程录音，之后将访谈

资料逐字转录为word。对访谈资料运用类属分析和

情境分析，采用三级编码进行加工处理，最终形成实质

理论。首先，采用“开放式编码”，即对资料内容逐字逐

句登录，每遇到一个新的意义单元进行一次登录，发现

并界定资料中所隐含的概念及其属性。其次，进行“关

联式编码”，即对开放编码中形成的概念和类别加以类

聚。最后是“核心编码”，发现核心类别，主要是对所有

已发现的概念类别经过系统分析后归纳和精练类别的

过程［15］。为确保所得结论符合受访者的本意，研究者

将论文初稿反馈给受访者，询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受访者的疑问和看法，进行修改和调整。

表2 编码过程示例

选择编码

错位

主轴编码

主体错位

职责错位

开放式编码

属性维度

自我反省-

相互推诿

各安其位-

缺越错位

贴标签

周围人

小学进度

小学评价标准

家长自身

社会功利、自身

家长、小学需求

拼音、算术

按小学要求来

只负责重点

原始资料（节选）

Q：造成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A1：周围人都学啊；最

重要的是小学进度超前超快造成的；不能100分就是好孩子，60就

是差孩子（P-M1）A2：主要是家长，如果坚决不让孩子学，老师能怎

么地啊（P-F）；本身对幼儿教育知识的缺乏（P-M2）A3：社会太功

利了（P-F）A4：家长的需求、小学的需求（T-P）

Q：为了孩子顺利过渡小学，你们做了哪些工作？A1：我们教拼音，

100至少50以内的加减法（T-G）A2：给孩子买了套卷子，借了小学

教材，每天必须学两小时（P-M2）A3：小学老师说“重点我来抓，基

础家长去抓，基础抓不好，不要怪我没教好”（T-P）

四、研究结果

（一）错位：自身与他人的“里应外合”

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产生，实质是家长、老师的认

知和行为错位所致。

1. 主体错位：“自我反省”抑或“相互推诿”

近年来，国家三令五申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所

以，当提及学前教育小学化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在公共环境与话语体系下，没有人赞成学前教育

小学化。但实践中该现象有增无减，呈愈演愈烈之势，

这究竟是谁之过？

访谈中，P-F提到：“主要还是家长的心魔，如果家

长坚决不让孩子学，老师能怎么地啊，大不了告诉我们

孩子学习成绩不好。”P-M3说到主要原因是“家长本身

幼儿教育知识的缺乏以及急功近利、相互攀比的心

态”。他们属于积极内归因类型。认为自身的认知和

行为加速了小学化，而且不断自我反省，“之前对孩子

关注比较少，要有耐心和平常心等”。

P-M1谈到：“本来想教点简单的，但周围的人都

教”；“一进小学，讲的超快，我一听这话就紧张，必须让

孩子学。”T-G说：“家长有要求、小学有反馈，没办法，

有的家长转学就是为了让孩子多学点。”P-M2提到“听

说衡中录取时从孩子四年级成绩看起。”T-S提到“现

在很多家长是外来人口，只要求成绩。”T-S提到“家长

素质越来越低，辅导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可见，

各个主体在谈及学前教育小学化产生的原因时，既提

及时代背景、周围环境、家长素质，也提到小学倒逼、高

中录取，唯独不提自身。这使得学前教育小学化在主

要利益相关者的相互推诿中沦为人人有责实则人人无

责的公共空间。

学前教育小学化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如果利益相

关者都缺少主体的责任担当，结果只能是每个人都成

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在“常人”中找到归属感和

安全感，但同时也使学前教育小学化因找不到责任人

和落实人而愈演愈烈。

2. 职责错位：“各安其位”抑或“缺越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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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老师作为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主要实施者，

没有被任何一方指责，貌似他们只是家长、小学、教育

行政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博弈结果的执行人。作为专业

人员，他们理应发挥引领作用，贯彻国家政策、引导家

长需求、积极和小学沟通，而非在“没有办法”的无奈中

被“家长和小学的要求”所牵制，这实质是一种缺位。

家长给予孩子的应该是关爱、尊重、引领和成全以及弥

补集体教学无法顾及个性发展的不足，而非将焦点放

在“背古诗、做卷子、学拼音”等小学知识的学习上，更

何况家长在这方面能力有限，“三年级后的题我就不会

了，很绕，就看孩子了”，家长的这些所作所为其实是一

种越位。部分家长“把本来分内的事情交给辅导班或

学前班”，这又是一种缺位。小学老师按照“大多数孩

子上过学前班”的进度教学，认为“自己负责抓重点，基

础是家长的事”，这样拔高起点、加快进度、忽视基础等

行为，加深了家长的焦虑，提高了家长焦虑之下各种错

误应对行为的频率，这实质是一种错位。正是由于主

要利益相关者的职责缺位、越位和错位，加速了学前教

育小学化。

（二）适应：家长、幼儿园和辅导班三管齐下

面对学前教育小学化的现状，针对造成现状的原

因，家长、老师、辅导班在长期摸索中，形成了各自的应

对策略，最终都采取了“适应”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小

学老师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有的只是“在开家长会

时，不建议家长上学前班，因为学前班的很多老师没有

教师资格证，教的题错的都一样”；有的言语中透着傲

慢：“重点我来抓，基础（家长）你们去抓，我没有那么多

时间抓基础，基础跟不上，别说我教得不好。”有的行为

上有很多不妥，导致孩子任务很重，“有个小男孩每天

做作业做到九、十点，‘亚历山大’，经常哭。”这和当前

研究中反映的“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阶段的

事情，但是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却很普遍，单向衔接的

局面长期存在”［16］相一致。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中

专门提到“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既是对当前小学在

幼小衔接中缺位的回应，也是促进小学参与去小学化

过程的有力措施。

1. 适应策略：认知与行为的双重影响

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具体情境

中行动时，受到认知和行为的双重影响。在对资料编

码过程中发现，利益相关者在认知与行为的对错交融

中，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策略。以认知与行为为两维，以

“反对-认同”作为认知的两级，以“抵制-践行”作为行

为的两级，形成一个学前教育小学化利益相关者适应

策略的二维四象限图，如图1所示。

坚定抵抗：认识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弊端并且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去小学化”的政策。访谈中，P-M1提

到胜利路幼儿园在园长的带领下，成为“去小学化典范

中的典范。”园长一方面不断召开家长会，疏导家长过

分担忧的心理，同时告诉家长幼儿园阶段什么对孩子

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活动、创设环境等培

养幼儿认识自己、认识环境、独立生活等影响孩子未来

发展的能力。T-G提到一位家长“每次都告诉老师，不

想让孩子学太多，后来转学了”。我们无从知道孩子转

到了哪里、转入园是否有小学化、上小学会不会面临跟

不上的困扰，但这位家长以自己的行动对抗着小学

化。坚定抵抗者在认识上反对“小学化”、在行为上抵

制“小学化”，是“去小学化”的中流砥柱。

无奈妥协：认识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弊端，但在

各种因素影响下，无奈做出妥协。访谈中，P-F是采用

无奈妥协策略的典型代表。从开始“对拼音等比较抵

触，想让孩子多玩”，经历了“夫妻在孩子上小学一二年

级吵架最多”的痛苦期后痛定思痛，“如果重新选择，一

定要让孩子多学点拼音”。同时“告诉同事一定要让孩

子上学前班”。访谈中，能够深切感受到P-F的纠结和

矛盾，既想坚持自己的理念，又在现实中无所适从，只

能追赶、调整、融入。当然，在追赶调整中也在不断反

思成长，“学习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大人的心智去判断

孩子；对孩子要有平常心和耐心，不要对学习成绩有过

高要求；奖励孩子的进步；尊重孩子的天性，给孩子自

主性。”无奈妥协者是最痛苦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

学前教育小学化充满又恨又爱的复杂情感，最终成为

同行者和助力者。

精明调适：认同学前教育小学化，但行为上抵制

死板的教学方式、偏难的教学内容、唯分数的评价方

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访谈中没有人明确提出认同

小学化，但是行为上很积极，表现出“轰轰烈烈去小学

化，踏踏实实推小学化”的状态，将这类策略归纳为精

图1 学前教育小化利益相关者适应策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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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调适。P-M1提到：“学还是要学（孩子有求知欲和学

习能力），教还是要教，早学晚学都得学，就那点东西。

不过按时间表就太死板了，不应该像小学生似的。”

P-F认识的一位家长提到：“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这样

做。但为了促进孩子思维、语言等发展，陪孩子玩桌

游，给孩子买绘本等。”T-P提到：“教育局禁止小学化，

学前班怕查（不敢教），但我自己心里有数。”精明调适

者以自身的方式适应着当下的需要，成为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的推动者。

无知得意：未意识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危害，大

力践行小学化，而且以孩子掌握较多、较难的知识沾沾

自喜。P-M1提到一位在孩子舞蹈班上认识的家长，在

孩子即将上大班的暑假，把孩子关在家里，买了一大堆

教材，要求孩子每天必须学两小时。家长很得意地说：

“你看孩子让我收拾得多听话，刚开始天天哭，不管他，

后来就习惯了。”P-M3说到：“要上小学的那个暑假，从

没让孩子睡过懒觉，八点起床，八点半读书。买了好多

课外书，积累词语、了解句型、做小学试卷。”T-P提到：

“听说小学按成绩排座位，而且老师明确说了90分以

下就去补，90-95分跟得上，有粗心，但有不会的题，95

分以上，主要是粗心，大人也有粗心的时候，何况孩

子？”无知得意者处于邓宁-克鲁格所说的“愚昧山峰”，

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们加速着学前教育小学化的

进程。

2. 适应类型：多重视角

家长、幼儿园和辅导班对学前教育小学化的适应

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将适应划分

为不同类型，这些类型相互交错、相互融合。

预防型和善后型：根据访谈资料，将上小学作为

划分预防型和善后型的时间线。预防型策略包括“报

幼小衔接班，提前体验小学上课模式；有意识地提前引

导孩子学一些东西，包括拼音、认字（有的没上幼儿园

就认识三千字）、100至少50以内的加减法、积累词语；

参观小学等”。善后型是孩子上小学后面对小学的要

求采取应对策略。具体包括“从一年级补到三年级；培

养孩子的兴趣点；树立孩子的自信；慢慢补拼音；放低

对孩子的要求；保持平常心等”。

强迫型和引导型：依据是否符合幼儿认知特点，

将教的方式分为“强迫型”和“引导型”。强迫行为包括

“让孩子背古诗词、三字经、加减甚至乘除法口诀；辅导

班采用小学的上课模式；握笔、练字、写好多册子；买一

大堆教材、把孩子关在家里，每天必须学两小时；做小

学的数学卷子；借小学教材”等。引导型具体表现为

“发掘孩子的兴趣点；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环境；举办

多种活动如冷餐会、时装秀、篮球社团等；给孩子讲象

形汉字、讲知识背景、培养孩子对事物形成自己的看法

等；通过桌游、绘本、动画片、手机app等多种方式让孩

子在兴趣中学习等”。

突击型和持久型：依据访谈材料，将仅报幼小衔

接假期班的视为突击型，其他准备更久的行为视为持

久型。为了满足家长需要应运而生了各种类型的辅导

班。有的和幼儿园大班平行存在，有的是大班结束后

为期一年的衔接班，有的是利用中/大班的寒暑假进行

的假期班。这些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以满足及制造家

长的非理性需求为手段，是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加速

器。这些机构可谓是“神一样的存在”，报了的家长“很

轻松”，没报的家长“哇，太痛苦”。T-P提到：“有个闺

蜜的孩子，没上学前班，从一年级补课补到三年级。一

补成绩就提高，不补就下来。我们挺轻松，很少陪着写

作业，检查就行了。”P-M1提到：“准备从中班结束给孩

子报假期班，这样升小学前有三次机会。”可见，名目繁

多的幼小衔接班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孩子适应小学的

学业。所以，尽管这种提前学、重复学的形式对孩子有

危害，但仍屡禁不止，而且受到家长的大力吹捧。目前

尚无针对这类机构的有效治理策略。

短视型和长远型：根据访谈资料，将着眼于帮助

孩子适应小学还是促进孩子终身发展作为划分短视型

和长远型的标准。短视型主要强调“都是为了小学嘛；

小学任务在那儿摆着呢；小学要成绩的”等，典型策略

是“借小学教材让孩子系统地看”。短视型往往侧重孩

子单方面发展，集中在知识的准备方面，又将知识窄化

为拼音、认字、写字和百以内的加减法。长远型将学前

教育放到终身学习的背景下审视，典型策略是“让孩子

认识自己、认识环境、培养独立能力；找到孩子的兴趣

点；形成对事物的独特认知等”。长远型多注重孩子多

方面发展，包括“思维能力、兴趣、观察能力、沟通能力

等”。

五、策略建议

从学前教育小学化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审视

造成小学化的原因及他们的应对策略，有利于理解具

体实施者的所想所为，进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治理策

略，为去小学化提供一己之见。

（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既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支持者，也是间接的受

益者。首先，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危

害，全面提升社会对学前教育的科学认识。其次，通过

政策导向、财政支持鼓励幼儿园、社会机构等成立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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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定期举办讲座、沙龙，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

观。再次，加大对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培训力度，使其

树立正确的理念，引导教师践行去小学化。最后，加强

对幼儿园、小学的常态化检查，对小学化现象督促改

进。

（二）加强幼儿园去小学化的实践

幼儿园是学前教育的实践主体，在去小学化过程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园长坚决反对学前

教育小学化，既要抵制家长的不合理要求，也要给与家

长正确的引领。其次，组织园内教研活动，积极探索符

合幼儿发展特点、学习特点的科学方法。在为幼儿终

身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实现去小学化的目的。

（三）调动小学的积极参与

小学对学前教育去小学化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应该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去小学化的过程中。首

先，小学应该明确自身的“基础性和义务性”，着眼于全

体学生的长远发展。不能把本该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家

长或校外的辅导机构。其次，小学应该严格执行教育

部《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坚持零起点教学。

（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幼儿教师是从事幼儿园教育的专业人员，应发挥

专业引领作用。首先，幼儿教师要增强主体意识，意识

到自身在去小学化过程中的缺位，从而承担起科学实

施幼儿教育、纠正家长错误观念、抵制辅导班不当行为

的职责。其次，高校提升对幼儿教师素质的培养质

量。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幼儿教师的“母机”，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幼儿教师的素质。所以，要加强过

程培养，凸显专业性。

（五）加强对家长的专业引领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当前家长在普遍焦

虑状态下，出现了很多缺位、错位和越位行为，所以，要

加强对家长的专业引领。一方面，政府、幼儿园借助讲

座等多种宣传形式，让家长意识到小学化对幼儿长远、

全面发展的危害等，从而引领家长自觉抵制小学化。

另一方面，家长要借助图书、网络等形式不断学习，明

确自身在幼儿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做好分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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