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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为幼儿园课程研究和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幼儿园课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

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许多问题的出现与缺乏教育生态的观念有关。幼儿园教

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设优质的幼儿园课程需要用教育生态

学系统、平衡、联系、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确立基本策略，深入分析课程各项系统要素。幼小衔接课程建设也需要有教育

生态的观点。在教育生态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只有多方协同努力，才能够构建起良好的教育生态和幼儿园课程生态，推进学前

教育课程改革，切实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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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ecology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kin⁃
dergarten curriculum. China’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a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Many problems are related to lack of educational ecolog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asic educatio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factor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The con⁃
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needs to be analyzed and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system,
balance, connection and dynamics, basic strateg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system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should be ana⁃
lyzed in dep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nnecting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also needs the viewpoint of educational
ec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spirit of educational ecology, only by making concerted efforts can we build a good education
ecology and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cology, promote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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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2010年以来中国的学前教育受到

了空前的重视。幼儿园教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中国幼儿园教育在课程理论与课

程实践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幼儿园教育在

新的阶段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人类社

会、幼儿园教育和幼儿园课程，都是不同层级的

复杂的社会系统，要系统全面、客观真实的认识

幼儿园课程，需要从多学科和多角度进行系统深

入的分析研究。在这些众多的学科中，新兴的教

育生态学开拓了新的视野。

（一）教育生态学的新视角

教育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教育与环境、教育机构、教育因子，揭示教育规

律的一门学科。它是教育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

门交叉学科。

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最早起始于西方。20世

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用生态

学的理论来分析和研究教育问题。英国学者阿

什比（E Ashby）在1966年开始用生态学的理论研

究高等教育问题，并提出了“高等教育生态学”的

概念。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劳伦斯·克雷明（L A Cremin）出版了他的著作《公

共教育》一书，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的概念，

并在书中的第二章“面向教育生态”（Toward an

Ecology of Education）中进行了专门论述。此后，

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在

研究的内容方面不断扩展，不但关注教育与环境

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逐步开始关注教育资源的

分布，以及个体对教育资源的反应。1987年，美

国古德莱德（J I Goodlad）又开始关注“文化生态

系统”的研究，强调学校要以管理为切入点，统筹

协调各种相关生态因素，建立和谐的生态系统，

从而提高办学效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

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课程问题成为课程研究的

热点之一。

中国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最早发端于台湾地

区。1975年，台湾学者方炳林的《生态环境与教

育》一书出版，书中用生态学的观点从社会、文

化、家庭和学校等方面研究了环境因素与教育的

关系。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则起步

较晚。20世纪80代初期，大陆学者才开始介绍国

外的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概况。1990年，南京师范

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吴鼎福与诸文蔚合作出版

的《教育生态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教育生态学

专著，书中对教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功

能、生态基本原理、生态基本规律、行为生态、生

态演替和演化、生态的检测与评估等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教

育生态学开始关注校园生态、班级生态、课堂生

态、德育生态等微观和实践层面问题的研究[1]。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教育生态的研究对象、研

究内容等的观点存在诸多分歧，但都强调生态学

的基本精神——系统、联系、平衡；研究的核心内

容包括：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生态学、

宏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强调三种思考方

式：全面思考、联系思考、公开思考；教育生态学

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各种教育机构、教育的基本要

素，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因素联系

起来，运用“系统观、平衡观、联系观、动态观”来

考察和研究教育问题。

运用教育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

研究幼儿园课程，将会呈现出一片新的图景。会

对许多现有的问题有新的解释，提出新的对策。

同时，也可以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二）幼儿园课程所面临的问题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幼儿园教育发展面临

从数量规模的增长向内涵发展方向转轨。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努力提高保教

质量，是当前幼儿园教育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幼儿园课程建设是影响幼儿园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因素。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生态学

的原理和方法，还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了解和重

视。在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常缺少

系统整体、联系综合、动态平衡等的观点。再加

上受到一些非科学的传统思想及西方中心主义

潮流的影响，幼儿园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在不同的

层面和一定的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

1.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本土化水平亟待

提升

幼儿园课程受社会大系统影响，研究课程问

题必须联系社会历史和现实。由于受历史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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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原因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等方面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积极向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使得

我国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学前

教育工作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

和实践体系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加速了中国

学前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步伐。但从教育史和教

育现实的角度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学前

教育先学苏联后效美欧，总会受到政治、文化等

的制约，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尴尬。一百年前陶

行知等教育前辈们痛批当时旧中国学前教育的

“富贵病、花钱病、外国病”，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

的教育道路。一百年之后，这一任务仍然艰巨。

西方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东方的中国迥

然不同。中国的文化在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的

同时，高度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经过实践检验的系列思想和

方法，是指导幼儿园课程建设和改革的有力武

器。幼儿园课程研究和实践，应当坚持“实事求

是”的基本方法。在中国使用西方的理论，应时

刻关注结合中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

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只有这样这些理论才会对

中国的幼儿园教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放

眼世界的同时，更加强调扎根本土[2]。深入研究

和了解中国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真实的了解中国社

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全面贯彻党和国

家的教育方针，搞好幼儿园课程建设，促进幼儿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广大儿童成为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2.幼儿园课程实践方面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

实践层面的不和谐现象，实际是相关教育生

态系统的不和谐表现。受一些传统思想、个人经

验，以及对西方自然主义、成熟论等的影响，一些

人严重忽视学前教育在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受

杜威的儿童中心、活动中心和经验中心思想的影

响，一些人否定学前教育课程的存在，过分贬低

学前教育机构和教师在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

作用；受西方文化和西方相关的理论的影响，一

些人持有“极端儿童中心主义”的观点，严重忽视

本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教育的制约，

和社会对人发展的要求；由于缺少教育生态的观

点，对儿童的成长生态缺少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

握，无法全面系统地整合影响儿童成长的各方面

要素，人为地窄化幼儿园课程的内涵、表现形态

及实施途径，将幼儿园教育局限于某一类活动；

由于缺少大的教育生态观，在学前教育课程研究

和建设方面，拘泥于某一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

的经验，以偏概全的现象较为突出。脱离中国广

大地区的实际情况，忽视幼儿园课程与环境、教

师、幼儿和教育活动之间的生态关系，盲目限制

幼儿园多样化的课程资源形式，导致所谓的先进

课程和理念在许多幼儿园落地困难；受怀特海过

程哲学等理论的影响，许多人过分关注活动过

程，却忽视了儿童发展的实际效果，将过程评价

与结果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隔离，影响

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及幼儿园改革发展；由于缺少

对教育生态链法则、教育生态层次交替理论的了

解，以及对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认识过分笼

统，机械地割裂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的有

机联系，或者机械地开展“小学化”教育，导致“幼

升小”的硬着陆，影响幼儿的连续性发展。等

等。在长期的实际调研中发现，在中国广大地

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幼儿园课

程建设普遍薄弱，课程资源相对匮乏、不系统、缺

乏适宜性，严重影响幼儿园保教质量的提高。在

中国幼儿园教育内涵发展的过程中，幼儿园课程

建设中的这些突出问题不得不受到关注。如果

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安全、普及、普惠和高

质量的学前教育体系建设，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和

实践体系也有严重的障碍作用。

综上所述，许多问题的产生，跟狭隘的指导

理论、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有关。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朱家雄曾说：“每个学者就好比一个‘瞎子’，

他对所研究的事物的认识和假说，至多不过是站

立在某个立场，从某个视角出发，运用某些局限

性的工具和方法，对研究对象所作的解释和认

定。”“在学术界，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会是一种

悲剧，那就好比只是认定一个‘瞎子’所说的话就

是真理一样的荒唐。在学术界，多种声音的对话

才会有碰撞，才会有反思，才会有改造，才会有创

新。”[3]1-2本文尝试以“教育生态学”为主，结合其他

相关学科，如：哲学、教育学、教育史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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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课程论、管理学、“三论”（系统论、信息

论、控制论）、教育法学、教师教育、比较教育等众

多学科角度，对幼儿园课程的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和研究，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科学有

效地应对和解决问题。

二、幼儿园教育与课程

（一）幼儿园是不是“教育”机构

课程是教育领域的一类现象，要分析“幼儿

园有没有课程”，首先要明确幼儿园是不是“教

育”机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常把幼儿教师称

为：“阿姨”；一些人常说：“在我看来，幼儿园工作

很简单，就是带孩子玩好就是了！”幼儿园就是

“阿姨”带孩子随意玩的场所，还是一级教育机

构？如果仅仅是随意玩的场所，真没必要有系统

科学的课程。下面我们从几个维度来简单分析

幼儿园是不是“教育”机构。

1.教育生态学分析

根据教育生态链法则，面向3-6岁幼儿的幼

儿园阶段属于教育生态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

处于“教育锥体”的底部，对后续更高层次的教

育，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教育学分析

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人

为直接对象的，以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主要目的

社会活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4]22。幼儿园是

保育教育幼儿的专业机构，符合教育本质的基本

特征。从20世纪初我国近现代学制诞生以来，

中国的学制体系一直包含有3-6岁的学前教育

机构。

3.国际比较分析

自近现代工业化以来，幼儿园教育是各国基

础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际教育竞争向幼

儿园段延伸。

4.政策分析

《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早已

明确了幼儿园的定位，而且幼儿园教育在基础教

育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在提升。1996年的旧《规

程》第二条规定：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2016年颁布的新《规程》第二条规

定：“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旧《规程》，新《规程》更加强调了幼儿园教

育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分析，显然，幼儿园是一级教育机

构，是对3-6岁幼儿实施保育教育的专业机构。

幼儿园教育既然是“教育”，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就

应该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就必须

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必须同时遵循教育与社会

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教育与人的发展之间

的必然关系。幼儿园教育既不能单纯强调社会

发展的要求，而忽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儿童

身心发展的个体需要，也不能单纯强调儿童的天

性和儿童主体的需要，而忽视社会发展对儿童的

要求，以及儿童成长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

系。“极端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有悖于教育规律

的基本要求。“保教结合”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特

点，但这一特点改变不了其教育的根本属性。要

将幼儿园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看待，按照教育

的规律办好幼儿园教育。

在肯定幼儿园属于教育机构，幼儿园教育属

于教育活动的同时，也应当高度关注幼儿园教育

的特殊性。在坚持教育基本规律的同时，关注学

前教育的特殊规律。避免陷入幼儿园教育“小学

化”和“成人化”的泥潭。

（二）幼儿园有没有“课程”

幼儿园还有“课程”吗？这一疑问常常听得

到。有这种疑问的人，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学者，

甚或领导干部。这一问题对幼儿园课程来讲，是

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否认幼儿园课程的存

在，就不存在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幼儿园课程资

源的开发，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幼儿园课程的评

价，幼儿园课程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1.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不可或

缺的重要因子

根据上一个问题的分析，幼儿园是基础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教育是有保教结合特

点的教育活动。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

开展的“育人”活动。有效的教育活动的开展，需

要有所计划和准备。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各项保育教育活动目

标、内容、途径、方法，以及各项保障条件的有序

安排，是幼儿园各项保育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依

据。凡是教育活动，都需要课程的支撑。否则，

教育活动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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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课程”也属于课程，也有活动目标、内容、途

径、方法和各项条件准备。只不过生成课程的方

案是在及时性情境活动中随机生成的。可见，幼

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子。因此，幼儿园是应当有课程的。

2.幼儿园课程是“三材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

教育生态学中有一个影响教育质量的“三材

体系”：人才——教材——器材[5]73（见图1）。这三

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影响教

育质量的影响因子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谐

平衡，则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否则将影响教

育质量。幼儿园教育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幼

儿园教师及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与幼儿园的课

程资源、幼儿园的环境设施设备条件之间的关系

应当平衡和谐。开发和使用幼儿园的课程资源，

在考虑到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同时，还必须考

虑幼儿园的教师专业水平、师资队伍现状，以及

幼儿园现有环境及设施设备条件。不应当仅仅

关注儿童，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影响因子的现实情

况，从而造成影响教育质量的“三材系统”的失

衡。最终影响教育质量，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和

发展。因此，幼儿园课程建设，在考虑到儿童发

展适宜性的同时，还应当考虑课程的教师与环境

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幼儿园“三材系统”中，幼儿

园课程不可或缺。幼儿园的“教材”可以理解为

幼儿园保育教育所需要的一切材料的综合。与

中小学的“教材”概念有本质的区别。

人材

教材 器材

图1 “三材体系”

3.幼儿园课程资源具有教育生态信息功能

具体表现在：第一，教育改造功能。优质的

课程资源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

合理的活动方案。尤其是对专业水平有限的教

师，可以帮助他们完善和改造自己原有的活动方

案。第二，沟通导向功能。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分

享和学习，有利于幼儿教师与课程专家、老师之

间交流与沟通。优质的课程资源会对一线教师

起到示范和导向的作用。第三，优化决策作用。

优质的课程资源可以为教师的课程设计提供有

意义的参考，便于优化课程计划方案。第四，协

调控制作用。优质的课程资源对课程目标方向、

课程内容、组织形式与方法等方面，具有组织协

调的作用。优质的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幼儿园保

育教育质量的控制，避免由于低水平的幼儿园课

程，而影响保育教育质量。因此，也具有质量控

制作用。可见，幼儿园的课程对幼儿园教育来讲

不可或缺[6]145-146。

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质量

监控

正因为幼儿园课程对幼儿园教育和人才培

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党和国家对幼儿园

教育课程资源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

展的若干意见》（2018 年 11 月 7 日）中明确要

求：“加强幼儿园保育教育资源监管，在幼儿园

推行使用的课程教学类资源须经省级学前教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审核。”幼儿园课对幼儿园

具有多方面重要影响，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质量

控制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总之，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系统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影响因子。幼儿园不能没有课程。

而且幼儿园的课程建设应当考虑到多方面的系

统因素。幼儿园课程具有多方面的生态信息功

能。幼儿园课程的质量监控也应当受到重视。

（三）幼儿园课程应该是怎样的

1.幼儿园课程应当具有系统适宜性

从教育生态的视角看，幼儿园的课程与其相

关的环境要素关系和谐，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幼儿园课程首先要对幼儿发展具有高度的适宜

性。同时，还应当考虑与幼儿园教育和课程相关

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环境、社会大环

境、社区环境、幼儿园内部环境等。同时要处理

好幼儿教师、幼儿与课程之间所形成的小的生态

系统的平衡（见图2）。只有“系统适宜性的课程”

才会与儿童、教师、社区、社会、自然等相关因素

构成和谐的教育生态。这种和谐的教育生态，会

充分地发挥儿童、教师、社区、社会、自然等因素

的课程价值。这种和谐的教育生态，才会真正使

得“一日生活皆课程”，给儿童成长营造出富集教

育价值的成长环境。从而优化教育环境，提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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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课程的适宜性和可行性，保障幼儿教育质

量。

幼儿园 儿
童

课
程

教
师

社区

自然
环境

人类
社会

图2 幼儿园“系统适宜性的课程”示意图

2.幼儿园课程实施应当通过立体网络化的

途径

为了能够充分的整合利用影响儿童成长发展

的各方面、各类型的影响因子，优化幼儿的成长生

态，幼儿园应当通过立体网络化的途径实施幼儿

园的课程。应当尽量避免单一的途径和方法。具

体来讲，幼儿园应当关注开门办园，重视亲自然教

育，积极与社区合作，不断加强家园共育，优化幼

儿园的环境条件和文化氛围。在幼儿园内部，重

视多渠道开展各种类型的幼儿保育教育活动。在

重视游戏活动的同时，还应当高度关注一日生活

的教育、体育卫生保健活动、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

活动。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利用影响儿童

发展的各项资源，才有可能促进儿童全面的、富有

个性的、生动活泼的成长和发展。

三、怎样构建优质的幼儿园课程

（一）基本策略

幼儿园课程建设是幼儿园的一项重要工作，

需要有完善的组织领导，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参

与和规范化的开展工作。幼儿园课程建设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化工程。构建优质的幼儿园课程，

强调以下几项策略。

1.全员重视课程建设

幼儿园的课程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它

直接影响幼儿园的保教质量，以及教师专业队伍

水平。全员参与还能够提高课程建设的质量和

效率。因此，幼儿园的领导及全体教职工都应当

高度重视。全员重视是做好幼儿园课程建设的

思想前提。

2.建立课程建设领导体制

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有序开展，首先需要有组

织保障。应当在园长的领导下，建立幼儿园课程

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构建起幼儿园课程资源建

设的组织体系，以及制度保障体系。幼儿园课程

建设工作实施注意形成“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的闭环式管理[7]39，为幼儿园课程建设提供坚强的

管理保障。

3.打造专业建设团队

影响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最活跃、最基本的影

响因子，就是教师和教师队伍。根据教育生态学

限制因子定律的要求，要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人”这一限制因子必须得有保障。解决这一问

题的最基本策略就是要高度关注幼儿园“学习型

组织”建设。应当将幼儿园课程建设与学习型组

织建设高度统一，使得两项工作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

4.科学规范开展课程资源开发

高质量的幼儿园课程建设需要规范化。应

当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幼儿园课程建设成果应

当重视课程方案与执行计划的研发和制定。不

应该仅止步于一堆杂乱无章的课程案例[8]。幼儿

园课程资源的开发应当注意课程资源档案的建

立，并完善相关制度，防止课程资源研发成果的

遗失。

（二）课程要素

1.课程目标

（1）系统整体，协调和谐。幼儿园课程的核

心功能就是指导教育活，促进广大幼儿的发展。

幼儿的素质是由德智体美劳等多因子构成的整

体系统。制定幼儿园课程目标，一定要关注幼儿

的全面协调发展，尽量避免幼儿的片面发展。还

要注意课程目标中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三级层次结构的协调性。应当注意

避免，仅仅重视知识技能传递和训练的片面的教

育目标。

（2）扎根本土，放眼世界。从联系的观点看，

幼儿园教育应当培养“中国人”和“世界人”。不

应该仅仅考虑到个人的主观愿望和需要，应当贯

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同时，关注幼儿国际理解的

教育。培养幼儿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态度和行

为，对待外域的人和事，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从动态发展的观

点看，确定课程目标，既要关注当下，还要放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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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大幼儿是未来的社会主人，要善于运用

“教育未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制定幼儿园的

课程目标。《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中所提

出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广泛深入的研究

了现在和未来社会发展，对人素质的基本要求所

提出来的。幼儿园课程建设应当将中国学生核

心素养恰当的融入到幼儿园课程当中（见图3）。

图3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2.建设课程内容

（1）合理搭建内容结构。幼儿园课程内容的

建设，首先面临的是要合理搭建幼儿园课程的内

容结构。从现实来看，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

种情况，一些幼儿园不大关注幼儿园自身的实际

情况，一味强调幼儿园课程的完全自创，导致出

现幼儿园课程低水平建设的情况。一方面造成

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幼儿园课程质量和保教质量

也受到了影响；另外一种情况，一些幼儿园完全

照抄照搬他人现成的课程资源，出现所利用的课

程资源和当地及幼儿园的实际情况不和谐的状

况。同时，也不利于幼儿园教师队伍专业水平的

提高。根据目前我国幼儿园的现实情况，对于一

般的幼儿园来讲，完全自创和完全照搬都会产生

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般的幼儿园搭建课程

内容的结构，应当采取“借鉴整理+园本资源开

发”的模式。根据幼儿园的实际，合理把握“整合

资源”与“自创资源”的比例关系。教师队伍专业

水平较高的幼儿园，园本资源开发的比例可以适

当提高。否则，教师队伍专业水平较低，课程资

源开发能力较弱的幼儿园，应当更加重视借鉴整

理优质课程资源，量力而行地进行园本资源的开

放。具体的比例关系可以在幼儿园的实践中合

理把握。核心目标是能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出

发，优化课程资源，促进广大幼儿和广大教师的

发展。

（2）需要注意的问题。幼儿园课程建设应当

高度关注幼儿园课程的系统适宜性。对于生成

课程的开发和使用，应当持有积极的和审慎的态

度。根据幼儿园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教师及教师

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不应当排斥生成课程，

同时也应该避免过分强调“课程生成”，使得幼儿

园课程建设和教师专业水平之间失去应有的平

衡，从而影响课程建设质量和保教活动的质量。

同时，过分强调课程生成，不符合我国大多地区

幼儿园教师的实际，以及教师角色定位。因为现

在我国许多地方幼儿园的教师专业水平及课程

能力非常有限[9]。幼儿园教师的主要角色是保育

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幼儿园课程资源的专业开发

者。另外，为了培养自主、自觉、自信，善于探索

创新，符合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儿童，幼儿园

应当重视低结构课程。但同时应该避免盲目强

调课程“低结构”，警惕“放羊式”教育的泛滥。比

如：一些幼儿园的幼儿区角活动时间，普遍是教

师们休息的良机。

3.课程实施

在幼儿园课程实施阶段，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要保证“保教活动生态系统”的和谐运动。幼儿

园保教生态系统所包含的要素有：幼儿、教师、课

程及环境（见图4）。

教师

课程及环境

幼儿

图4 幼儿园保教生态系统示意图

要保障幼儿园课程高质量实施应当处理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教师与课程及环境的关系。教师应当提

前做好课程资源的准备，充分利用各种环境资

源。这是幼儿园课程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

（2）课程及环境与幼儿的关系。教师应当准

确把握课程及环境对幼儿成长发展的适宜性。

营造适宜性环境，设计适宜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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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教师在幼儿园的保

育教育工作中起主导性的作用。幼儿是自身学

习与发展的主体，具有多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应

当高度关注幼儿学习和成长发展的规律，恰当处

理师幼之间的关系。

幼儿园保教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才能够发

挥高质量的“育人”功能。

4.课程评价

幼儿园课程评价的指标，应当关注课程各项

生态因素：

（1）中国教育的方针指向。应当随时关心国

际局势和国家大事，认真学习学前教育的相关政

策法规，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正确把握中国学前教育评价的基本方向。

（2）儿童发展的合理期望。儿童发展指标应

当具有科学依据。评价的要求不宜过高或过

低。同时需要关注儿童的个性特征。

（3）中国教育的本土特色。中国幼儿园课程

评价，应当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地域辽

阔、民族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差别较

大。各级各类幼儿园又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从

发展性教育评价的角度来看，应当重视分级分类

评价，避免一刀切。

（4）评价发展的趋势走向。从教育评价发展

的趋势来看，更加强调发展性评价，关注多元主

体评价，重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结合，

以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的结合。幼儿园课程

评价应当关注教育评价的这些改革与发展趋势，

避免评价的单一性和主观性，提高评价的科学性

和先进性。

（三）“幼小衔接”的生态课程观

1.要深刻认识幼小衔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教育生态链法则，以及教育生态层次交替

理论角度来看，幼小衔接问题是客观现实存在

的，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高度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学

前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应当高度关注。

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

对学前教育的评价，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

的满意度。由于我国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不同的

地区，不同类别和层级的幼儿园的教育资源分

配，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现实中优质教育

资源的竞争还比较激烈。根据社会生态的胜汰

原理作用，自然会存在资源竞争和优胜劣汰。这

一客观现实不可漠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解

决这一问题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随着社会的发

展，逐步改善。最基本的策略是在政府主导下，

逐步均衡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

量。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高度关注这一问题

的解决。

2.幼小对接至关重要

在中国目前学制体系的大背景下，有效解决

幼小衔接问题，光通过幼儿园的努力是无法实现

的，“幼小对接”至关重要。幼儿园和小学应该紧

密合作，在幼小衔接课程的目标、内容、组织形式

和方法等方面形成默契，实现在课程资源开发及

课程实施方面的无缝衔接。也期待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国家能够对现有的学制体系加以适当的

改革，构建合理的幼小衔接制度生态，以便从根

本制度上保障幼小合理衔接。

3.坚决克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科学的“幼小衔接”不等于“小学化”。科学的

教育一定是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的。违背教育基

本规律的教育，一定是不科学的教育。教育要适

应并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一条最基本规律之

一。幼小衔接是否科学，应当更加强调所实施的

教育是否适应并充分的促进幼儿的发展。幼小衔

接课程资源开发，应当受到政府有关部门、学前教

育机构及社会相关组织的高度重视。在实现幼小

衔接目标的同时，也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

点，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不是相反。

4.幼小衔接课程资源的开发应当高度注意科

学性

优质的幼小衔接课程资源建设，要有儿童心

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科学

的支撑。政府有关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应当

有充分的科学理论依据。在科学民主的教育生

态中，通过政府、学前教育机构、社会相关组织，

以及家庭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以科学的态

度对待幼小衔接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很好的解

决这一老百姓高度关注的问题，才能够很好的实

现十八大党的教育方针所提出的“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目标任务。

总之，教育生态学为幼儿园课程建设提供了

48



总36卷 王 瑜：教育生态学视野下幼儿园课程的省思与建构

新的思路和方法。政府相关部门、学前教育机构

和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应当重视教育生态学的

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努力构建和谐教育生态和

幼儿园课程生态，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共

同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有效促进广大幼

儿健康快乐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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