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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生活世界应是强调“儿童在场”和“以儿童为场”的世界。成人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充满了对儿童的历史性误解和

期望性建构，这种对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解具有成人化、未来化、功利化、技术化、知识化等弊端。它与儿童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

界具有明显的冲突。为寻求成人视域与儿童视域中儿童生活世界的共生与融合，文章借助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

念，论述了儿童生活世界应是对儿童开放性成长、游戏性学习及感受性体验的充分彰显，儿童生活世界应以“儿童在场”为基础

对儿童的“教育场”、“游戏场”、“生活场”进行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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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 and Symbiosis of Children’Life
—World by a Fusion of Adult’s and Child’s Perspectives

CHEN Yang-hua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life-world is a world that should emphasize“children’s present”and“children as the center of the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s，usually children’s life world is full of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expectant construction. This under⁃
standing of children’s life world has disadvantages，such as adulthood inclination，future-oriented tendency，utilitarianism，techni⁃
caliz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tendency. These tendency has obvious conflict with children’s life world from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seek the symbiosis and fusion of children’s life world by combing adult’s vision with children’s vision，this paper discuss⁃
es that children’s life world should fully let children’s go to grow，should let children playful learning from games and have sensory ex⁃
perience，by studying the concept of“life world”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Children’s life world should be based on“children’s
presence”to deeply integrate children’s“Education Field”and“Game Field”with“Life Field”.
Key words:children’life-world；a fusion of horizon；adult’s perspective；child’s perspective

一、主体缺失的儿童生活世界

（一）历史舞台上未上场的儿童

在历史舞台上，儿童的地位是不断变迁

的。儿童作为“儿童本身”而存在的事实在历史

上一直被过分无视。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将儿

童培养成英勇作战的军人的教育目的已暗含了

成人本位的儿童观。中世纪流行的“原罪论”

“预成论”“白板说”的说法更显示出了成人对儿

童的极大误解。“在历史上，儿童曾被认为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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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赎罪者，是家庭的私有

财产，是天使，是学习机器，是传宗接代、光耀门

楣的工具……。”［1］“小成人”儿童观在一定程度

上是我国长久积淀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

的展现，加之文化的继承性与延续性，此种儿童

观虽经换头换尾，却依旧留下深刻烙痕。由此

可见在偌大的历史舞台上，这种民族的最初原

动力从一开始就未得到展现，儿童个性的表演

从未出场，儿童的内在需要和能动性一直在被

压抑。儿童这一鲜活的群体在历史舞台上仍处

于缺场的状态。

（二）社会中未上场的儿童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历程中，男人最先被

认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自古以来拥有

较高的社会地位。女人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

“辅助工具”在社会中上场，进而涌现了对解放妇

女的吁求。儿童则被看作是社会生产的累赘，进

而被寄放在一定的场所内。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儿童缺场的危机仍在席卷整个社会。尼尔·

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讲到：

“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

了。”［2］172我们需要认识到电视媒介中儿童的消逝

仅是表象，当一种隐晦的存在被疾呼消逝时，其

指向的是深层次的社会观念，这才是细思极恐的

问题。无论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社会问题层

面亦或在个人观念层面，儿童“是其所是”的独立

价值都在以某种或隐晦或明晰的方式被掩埋

着。儿童在社会上仍是一种“替代品”，儿童在不

同的社会时期被迫拷上不同的枷锁，在成人的禁

锢下艰难成长。加之现代中国父母的竞争性育

儿观，儿童本真的生活世界在社会上被无限压

榨。儿童自然是未完全在场的，儿童的解放自然

是不彻底的，直至今日儿童还在某种程度上带着

镣铐负重前行。

（三）儿童生活世界中未上场的儿童

儿童与成人都有各自的生活世界，宏观上

来说，儿童是整个人类的特殊群类。因而在实

然状态下，儿童的生活世界必定不是一个纯粹

的真空世界，它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交织，

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儿童的“私人生活”：

游戏、探索、游历自然等富有儿童性的生活；另

一个则是“公众生活”：规范化、知识化、技术化、

利益化等倾向的成人化的生活。但在现实世界

中，儿童的“私人生活”正在受到“公众生活”的

侵占和挤压，这表现在儿童的私人生活中儿童

进行游戏、探索与感受自然的权利和机会也处

在成人的高控之下。本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

共生的儿童生活世界，而现今却被无限压榨。

儿童生活世界中是没有儿童的，有的只是成人

支配下的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可见，儿童，尤其

是学龄前儿童在其生活世界中被剥夺了他本应

有的“主人翁”权利，同时，也被淡化了他本应有

的“主人翁”意识。

二、成人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及其危机

成人视域下的童年大都是成人以自己的视

角为平台，凭借自己的历史性理解和现实性经验

对儿童生活世界进行规范性和期望性的建构。

此种理解和建构聚焦了成人极强的目的性和功

利性、夹杂着成人深厚的社会文化模式。成人单

向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造成了对本真儿童生

活世界的覆盖和掩埋，也是造成了童年消逝危机

的蛰伏，最终使得儿童生活世界无法全景显现。

（一）家长眼中的儿童生活世界：成人化、未

来化、功利化

家长对儿童所持的态度和认识决定了他对

儿童生活世界的看法。随着社会的更新迭代，

“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形成，即催促儿童尽快成长

的观念。”［3］14知识改变命运始终是成人对待儿童

生活世界所高扬的旗帜，儿童生活世界实则是知

识伪装下的世界。成人总是习惯性为下一步做

准备，这种习惯性也自然地顺延到了幼儿的生活

世界，儿童生活世界成了只为“成人”或“成材”做

准备的阶段，竞争性的育儿观促使家长对儿童不

松懈地进行攀比性“鸡娃”（意为家长不断为儿童

打鸡血）。家长眼中的儿童生活世界是“遗憾性

理想”的再现，这种理想是家长带有自身期望的

寄托同时也是追求功利性回报的取向。家长眼

中的儿童生活世界是家长以其“自以为是”的适

合、“一切为了他好”的功利和“儿童未成熟”的传

统观念构筑的“未来围墙”和“安全堡垒”。

（二）教师眼中的儿童生活世界：制度化、技

术化、知识化

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后，“学校为儿童提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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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的教育经验，给予规则、价值与行为习惯，并

给与明确的定位”［4］。从小班幼儿入学，教师即开

始培养幼儿遵守秩序、服从规则的观念，以减轻

升班时教师再定规矩的压力。然而在此阶段幼

儿在情感安全上得到慰藉较之在规则、秩序上得

到标准化塑造而言，前者对幼儿身心发展更有价

值和更为重要。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

得幼儿园的教育越来越科学化，技术性教学手段

在幼儿园的教育和生活中的运用无处不在。但

需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

便利的同时，此种便利也减少和缩窄了儿童接受

最本真的生态自然营养剂的机会和渠道。我们

需要对技术的便利和自然的滋养进行平衡使之

不偏不倚。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不顾及幼儿

的兴趣灌输貌似能使儿童在社会上立足的知识

技能，忽视了儿童当下精神世界的充盈。殊不

知，未来和当下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区别，而在

意义生成的层面上，把握当下生活世界的意义即

是对历史和未来最好的礼物。

成人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的本质是披着

儿童形象外衣的成人物质世界。“成年人喜欢把

自己的生活逻辑，搬到孩子的世界里，既然成人

干活、吃饭、学习都有个目的，那么孩子的行为也

有个目的...。”［5］21在此生活世界里，成人是主场者

和控场者，儿童是名存实亡的缺场者。无论是家

长视域下成人化、未来化、功利化的“忙碌”的儿

童生活世界还是教师眼中制度化、技术化、知识

化的“先进”的儿童生活世界，这都不是“儿童的”

生活世界，都偏离了凸显个体“儿童性”的核心

——儿童“个性”的生成轨道。成人一直在做“以

儿童为中心”的“离心运动”，朝着“统一性”大做

文章。不同的家长和教师对儿童做着“整齐划

一”的“不懈努力”，却仍未触及儿童生活世界的

真谛。那么儿童的儿童生活世界具有哪些特性

呢？

三、儿童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及其

吁求

儿童生活世界来源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生活世界理

论。生活世界是他为了消除近代欧洲科学危机

而提出的主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胡塞尔指

出：“只有‘我生’、‘我在自然中’，它才是人的

‘生活世界’。”［3］在胡塞尔看来“世界首先纯粹

作为我的世界而有意义”［6］224。“我生”强调“人”

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在生活世

界中精神世界的丰满，更暗含“人之精神”的在

场。以此类推儿童生活世界中儿童的地位，则

暗含对儿童之在场、“儿童之精神”在场的重视；

其次，“我在自然”表明“人之精神”在“自然场”

之中，这强调生活世界是一个“没有被语言、观

念、符号抽象化过的世界，一个直观的、未经人

类理智加工的本真的世界”［7］。儿童生活世界在

具有生活世界共性特质的前提下也须有特殊性

即“儿童性”，这也注定了“儿童之精神”须在“儿

童场”中才能显现“自如其是”的儿童本态。因

而“儿童生活世界”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

“儿童”在场，即儿童（而非他者）是儿童生活世

界的主体以及强调“儿童之精神”的在场；二是

生发“儿童场”，即儿童在”儿童场“中才能呈现

“自如其是”的本真自我。

（一）“儿童”在场

“儿童”在场强调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主体为

“儿童”。但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在场”和“儿童

立场”本质是不同的。同样，“儿童视角”和“儿童

的视角”本质也是不同的。“儿童立场”是旁观者

—“我”携带着我的态度和经验对“儿童生活世

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即是“儿童视域”的显现；而

“儿童在场”则是儿童本人在自我生活世界的经

历和体验，也即是“儿童的视域”的显现。“儿童在

场”下主体的确认在于儿童，而“儿童立场”下主

体的确认在于他人。儿童的教育立场是在确认

了儿童自身主体“在场”之后的儿童“立场”问

题。因而无论是开展教育还是对儿童生活世界

的探察都需要对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主人的主体

地位进行明晰性和焦点式的确认。只有在确认

了儿童生活世界的“主体”——儿童之后，儿童生

活世界才真正充满了童声语言，儿童的个性在生

活世界中才得以有伸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儿童

生活世界才是“我”——儿童的生活世界。

（二）生发“儿童场”

儿童在儿童生活世界中何以展现他“是其所

是”之本原，这与儿童的天性特点能否充分释放

是密切相关的。成人所创造的顺应儿童天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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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发展的“儿童场”，为儿童“自如其是”本原样

态的呈现提供了“诗意的栖息地”。蒙台梭利

（Maria Montessori）曾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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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些必要的手段。”［8］58“儿童场”之建构在于成人对

儿童兴趣及精神的需要做到灵敏的察觉和充分

的满足，而非成人对“儿童场”的肆意捏造。席勒

（Egon Schiele）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

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

人。”［9］186儿童的生活世界中“儿童”的真正在场关

键看儿童精神世界是否充盈，儿童的精神世界是

在游戏过程中得以繁荣的，游戏场则是儿童场的

核心。除了精神世界之外，还有意义世界的创

生。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言：“儿童的世界是

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

事实与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

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

感情与同情……。”［10］116强调了非理性因素的蓬勃

发展是儿童生活世界与成人生活世界的明显区

别。非理性的各种体验和感受构成了儿童生活

世界中的“儿童性”的特征。也正如苗曼教授在

《学前教育的“学前性”》一文中提到：“幼儿教育

‘立教’之根本不在任何形态的‘学习’领地中，而

在于释放幼儿的天性、积累幼儿的体验、发现与

发展幼儿的兴趣。”［11］也强调了儿童的教育场应

摒弃“向学而立”，应追求儿童生活世界中儿童的

体验性与个性展现。由此可见，儿童生活世界中

的“儿童场”是整体性的，儿童生活世界里没有科

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分，儿童的游戏和生活是交

融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通过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启示，我

们可以推及儿童的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的基

本特性。“儿童性”是最本源的特性，此种特性需

要在“儿童场”里才能得以显现。“儿童场”是透析

本真儿童生活世界最根本的场域条件。其中“游

戏性”、“非理性”、“整体性”是构成“儿童场”的基

本特性。

四、视域融合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视域融合的观点是由解释学创始人伽达默

尔（Hans-Georg Gadamer）提出，他强调视域融合

的实现需要有两个前提：其一即解释者的“前见

性”。“所谓前见，主要指的是在理解事物之前，

先行对事物进行的解释，是解释者在确立文本

真正含义之前所作出的见解。”［12］200儿童生活世

界是童年的主体部分，儿童与成人可以看作童

年期的两极本体存在。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

成人不只是现在的成人，也是曾经的儿童。儿

童也不只是现在的儿童，亦是未来的成人。童

年亦是如此。这已然决定了成人视域下的儿童

生活世界是带有成人的“前见性”的。但我们需

要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即前见性理解需要区分

“精华”和“糟粕”。“精华性前见”主要是一些事

实性认识的沉淀，例如，对儿童的认知发展的阶

段性和顺序性等的理解；“糟粕性前见”则主要

是指历史遗留性理解，例如，儿童应该“读经”、

“背经”等现象背后所支配的理念。其二则是

“时间间距”。“时间间距不是一个长着大口的鸿

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12］403

时间间距在儿童生活世界这一层面上指代的是

在时代变迁中所形成的“儿童文化”。成人文化

与儿童文化纵有不同，但在共时性层面上，成人

作为儿童的过来人正在经历着现在儿童所经历

的童年，成人总是参与着现在的儿童生活世界，

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正在相互作用。二者也并

非是简单的对立与隔离，而是逐渐趋于同向。

但正如前面所讲此种同向是成人基于儿童立场

的即儿童视角的立场的趋同，但并非儿童在场

的即真正儿童的视角的显现。因而，在成人视

域与儿童视域融合中必须构建一种开放性的问

题域。成人要采用像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样的方

式对儿童的生活世界进行不停的追问，这种追

问不是笼统的追问而是运用一种具象思维。凡

是发生在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一切均可作为成人

与儿童讨论的主题，在两者问答的一圈圈不断

扩大的光晕中，成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和回溯

求证，以求得对儿童的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的本真理解。儿童与成人是平等的主体，儿童

与成人要做到平等对话，同等交流，相互吸收，

共同创造。双方平等对话的平台即是在儿童场

里，儿童场可以是开放的问题场、创造自我的游

戏场、非“向学而立”的教育场、非理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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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生活场等一切儿童目光所及之处均是成人

目光追及之处。

因而，在成人视域与儿童视域融合的过程

中，一方面，需要成人对自己关于儿童生活世界

的“前见性”理解中做出肯定和否定的价值判

断。在现实实践中我们无法做到胡塞尔所说的

完全“悬置”我们的前见，但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判

断，进而进行反思和检验；另一方面，则需要成人

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关系由对立转向同向，并需要

成人对儿童文化进行追问式的关切。只有具备

以上两种前提条件，成人才有建构真正的儿童场

的可能性，才能得以实现成人和儿童精神世界的

共鸣。

伽达默尔说：“理解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放弃

自己的视域进入被理解对象的视域，也不是简

单地把解释对象纳入解释者的视域，而是解释

者不断地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在同被理解

对象的接触中不断的检验我们的成见，不断地

扩大自己的视域，从0和两个视域相融合形成

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一过程即视域融合。”［13］融

合不是成人视域与儿童视域的简单重叠，也不

是成人经验的简单纳入与剔除，而是一种对成

见和文化进行谨慎的筛选与深刻进行反思的

过程。视域相融的目的在于两者视域和理解

的同向和同义，也即伽达默尔所言：“一切了解

和一切理解的目的都在于取得对事物的一致

性。”［12］374因而对于视域融合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的探察需要寻得成人与儿童对儿童生活世界

理解的冲突所在，并对此冲突进行消融，以达

到两者对儿童生活世界的视界交融的目的，从

而寻求成人与儿童在儿童生活世界中精神的

共鸣与意义的共享。研究发现，视域融合下的

儿童生活世界呈现如下特性：

（一）开放性成长

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讲到：“成人与

儿童的冲突是由成人没有真正理解儿童导致

的。”［8］23成人与儿童视域的交融在于成人要真正

且充分理解儿童。儿童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是整体性的，是儿童作为整全的个体在整个的时

空中创造自我和生长自我的过程。而成人视域

下的儿童生活世界是碎片化的，一方面，无论是

父母、同伴的碎片化陪伴和交往还是新媒体媒介

在亲子交往中的阻隔现象，这都是对儿童生活世

界整体性的冲突显现；另一方面，在幼儿园生活

中幼儿教师过度强调制度化的规训，使得儿童的

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分离，这也与儿

童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是相背离的。无论是

家长还是教师都倾向于将儿童阈于固定的时空

之中以完成某种目的性的任务为旨归，而儿童更

倾向于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开放性地巡视，尤

其是幼儿，他以完全开放的姿态向世人展现着自

己是什么样态，他没怀有任何功利性目的生活在

儿童世界里。在此，儿童生活世界是一种彻底性

开放的儿童场，而成人因具有某种经验或保有某

种态度或目的使得此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带

有一定的轮廓，这种轮廓限制着儿童自然而然地

开放性成长。

强调视域融合下儿童生活世界的开放性，即

强调成人应给予儿童更多自由成长的机会和权

利，与儿童相互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儿童场，由

此达到成人与儿童心与心相通的目的，并由开放

的问题场出发不断探察儿童“如其所是”的本身

生活世界。成人应不断审视自己对儿童的影响，

以关怀性的教育机智不断启发儿童、助推儿童。

在此基础上，儿童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出发表达出

更多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并且能够得到成人的热

情回应。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成人与儿童在言语

层面的沟通，同样也是两者在心灵层面上的交

流。开放意味着理解和包容，这是一种旨归儿童

友好的开放，但开放并不代表着成人对儿童的放

任自流，而是在开放的时空场域中两者互相对彼

此的开放有热情的回应，是对彼此精神的滋养和

意义的追寻过程。

（二）游戏性学习

“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

们一起活动的东西。”［12］413对于儿童而言，游戏

在儿童生活世界中是最具生命活力的活动。我

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儿童无时不在游戏

之中，游戏成了儿童生活世界中最重要的载

体。“儿童游戏是一个创造的世界，提供了超越

现有存在方式的机会。”［14］游戏即是儿童的学

习，儿童的学习可以在游戏中自发产生，游戏是

儿童场之核心部分。在成人视域下，游戏在儿

童生活世界里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家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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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都承认儿童可以游戏。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教师与家长在游戏与学习的关系问题上会

有偏颇的认识。在家长的视域下存有游戏就是

玩，玩游戏耽误学习的偏见。家长的潜意识里

流露着在游戏里不能学习的传统观念，家长认

为的学习是对知识和概念的学习，并非创造性

学习和广义上一切感知的学习。而大多数教师

则认为游戏即学习，儿童在游戏中学习。但幼

儿园中的幼儿有的认为游戏可以学本领，也有

部分幼儿认为游戏根本不是学习。游戏与学习

的冲突关系的显现同时也隐含着幼儿对学习概

念的理解受到成人传统观念的影响；另外，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游戏已经脱离了儿童眼

中的真游戏精神，实则为假游戏。既然游戏场

是儿童场的主体，而儿童场是儿童生活世界的

主体部分，实现成人与儿童的视域融合需要成

人对游戏进行明晰性的认识，以达到成人与儿

童的和解，进而使得游戏与学习的冲突淡化。

儿童游戏是儿童自发成长的温室。假装游戏促

进幼儿符号意识的运用，幼儿在游戏中的丰富

体验促进其精神世界的丰盈以及情感世界的富

余。幼儿在游戏中的专注、投入以及创造性能

力的迸发是一种类似于科学家精神的显现，游

戏中的愉悦感更是游戏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

儿童生活世界中游戏与学习的关系问题是

视域融合下的成人与儿童冲突的隐含问题。两

者冲突的解决则促进两者的视域融合，继而能够

彰显儿童生活世界的本真样态。家长和教师对

于儿童视域下的游戏的理解深刻与否则影响着

儿童生活世界中游戏活动的真伪和质量的高

低。视域融合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应省思知识性

学习与创造性学习的理念混淆，把握游戏本体所

赋予的精神世界对儿童生活世界的丰盈意义，使

得儿童真正在其喜闻乐见的场域内实现自我学

习和自我完善。

（三）感受性体验

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将自身生命与内外环

境进行相遇的过程，同时，是儿童在与内外环境

相互作用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并建构意义世界的

过程。成人理性化期望建构下蕴含着对儿童生

命体验和意义感受的潜在认识。但是成人始终

“未能共情于幼儿的内在情感，未能真正走进充

满情感体验的童心世界”［15］。理性和非理性的冲

突只是两者视域差异的表象，关键在于冲突存在

的背后是成人对儿童的感受性意义和体验价值

的忽视。成人在儿童时代又何尝不知体验的“味

道”呢，只是在时间的延续中这种生命感受性的

意义被现实世界所磨灭和蒙蔽。但这是成人和

儿童视域融合的契合点，非理性因素不仅仅指厌

烦、暴怒等消极性情感，儿童在自然环境中的感

受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唤醒。我们在享受技术

化世界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时常忘却我们生活

世界中绿色基因的呼唤。“对儿童而言，周遭意义

的显现方式必须依据儿童自身的人性能力来安

排。儿童期的人性能力表现为感知，并依托于感

知的敏感性逐步上升到逻辑的理性。”［16］因而，儿

童生活世界首先是基于儿童自身感知觉的发散

而形成生命的意义世界，继而成长为逻辑性的理

性世界。感受性是相伴儿童一生的，并非脱缰于

理性而存在。强调感受性体验也即强调意义世

界在儿童生活世界的显现，我们应该认识到感受

性的体验不仅是儿童的存在方式也是成人的基

础存在方式。在现代生活世界中，能否停下忙碌

的脚步感受自然、感受自我这是成人应该省思的

重大课题，亦是成人理解儿童生活世界的重大突

破口。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两者对儿童生活世

界的看法均离不开感受性体验，感受性体验不仅

是儿童生活世界及个体生命的意义建构的根本，

这也是整个人类生活世界、人类生命的意义建构

的根本。

综上所述，儿童生活世界于儿童而言是童年

生活的主体部分，对于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解直接

影响着儿童生活世界的质量和取向。成人视域

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完全是成人本位的，受主客二

分的局限性的影响，本真的儿童生活世界的真容

未能显现。因而成人视域下的儿童生活世界是

蒙蔽儿童在场的危机；儿童的视域下的儿童生活

世界则强调儿童生活世界的纯粹性和成人“前

见”的完全悬置性，这在实践中无法完全做到。

视域融合下的儿童生活世界强调将成人主体的

“儿童立场”真正转变为成人与儿童作为平等主

体的“儿童在场”，发现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自如

其是地进行开放性成长、游戏性学习、感受性体

验的过程，此过程实现场域条件则是对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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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游戏场、生活场的深度融合。值得注意的是，

视域融合下的儿童生活世界是我们对儿童生活

世界本真样态的无限靠近，而在实践中如何真正

做到则需要理论思索和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深层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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