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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力量：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
表征及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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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毕业典礼在集体记忆的延续、阶段过渡及社会化成长等方面体现出不可替代的意义。幼儿园毕业典礼中隐含的

抑或显现的仪式通过各种表征呈现，从而以潜在的形式影响仪式的参与者。目前，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活动的开展，浮现出忽

视幼儿主体性、制约幼儿自主性，以及影响幼儿的沉浸性体验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确立参与群体的共同意志、融入幼

儿园教育教学以及构建参与者互动意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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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Power: An Analysis of Ritual Representation and
Value in Kindergarten Graduation Ceremony

YAN Chun-ying，ZHANG Ni-ni
（School of Education，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bstract:Kindergarten graduation ceremony embodies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inuity of collective memory，stage tran-

sition，and socialization growth. In the kindergarten graduation ceremony，the implicit or explicit ritual is presented through various

representations，thus influencing the participants in potential form. At present，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n-

dergarten graduation ceremony activities，such as neglecting children’s subjectivity，constraining children’s autonomy，and affect-

ing children’s immersive experienc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strategies are proposed，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the common will of

participants，the second is to integrate it into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and the last is to construct participants’interac-

tiv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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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毕业典礼是幼儿人生中的首次毕业

典礼，幼儿作为典礼的主角，究竟可以获得深层

次的成长意义还是仅得到一份流程化的经验，是

当前诸多幼儿园关注的问题所在，也是许多幼儿

园对毕业典礼进行革新的切入点。幼儿园毕业

典礼的意义可以通过仪式体现出来，而仪式能够

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唤起及协调人类的情感。

正如德国作家洛蕾利斯·辛格霍夫在书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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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令人们有所依傍。仪式帮助我们处理生活

中的窘境，仪式唤醒我们心中的美好情感，仪式

是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1］2仪式对个体的

情感及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生活中的仪式无处

不在，每个角落都氤氲着仪式的气息、仪式的味

道和仪式的潜在力量。国内第一场毕业典礼的

具体时间虽尚未明确，但在国内数据库中，文献

资料的现有记载可追溯至20世纪中期的一篇毕

业致辞［2］。关于幼儿阶段毕业典礼的详实记载，

可追溯至1996年陈国强所发表的《园长工作月历

——六月份》一文，该文提到幼儿园可以在6月份

举办毕业典礼，对大班幼儿送上毕业祝福、毕业

礼品等，以留下永久纪念［3］。近年来，幼儿园毕业

典礼已逐渐纳入幼儿园常规大型活动的行列之

中，其承载的“育人价值”“仪式意蕴”以及“园所

宣传功能”等亦均已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诸多

幼儿园将仪式教育作为重要载体和平台，充分发

挥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大型仪式活动的育人功

能，典礼仪式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各阶段毕业典礼仪式研究中，幼儿园阶段

相关仪式研究较少，但幼儿园毕业典礼作为幼儿

人生中第一次重大仪式，对幼儿具有不可替代的

阶段过渡作用及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价值，决定

了毕业仪式成为亟需关注的重要领域。幼儿园

毕业典礼作为极具仪式价值的活动，也被称为毕

业仪式，其仪式象征大量而多样地存在于活动的

始终。近年来，它被多数幼儿园所聚焦，开展的

形式也日益丰富化。对幼儿园而言，毕业典礼是

可以将幼儿园教职工、幼儿、幼儿家长联系起来

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营造仪式氛围，宣扬独特

的园所文化并形成可延续的集体记忆。缪学超

认为，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不仅是迎新或欢送，

更应向学生强调身份的转换及其所承担的角色

与责任［4］。幼儿园毕业仪式对幼儿来说，是幼儿

园阶段到小学阶段过渡的显著标志，是“结束幼

儿身份”向“开启小学生身份”的重大转折。此

外，幼儿园毕业典礼的举办是对幼儿心理体验预

有多种层次目的的仪式行为，对幼儿身份过渡、记

忆形成与延续、生命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其拓展了

幼儿园的仪式表征，传递着幼儿的认知观念。然

而，在幼儿园毕业典礼活动的日益普及化和丰富化

的表象之下，一些功利化倾向的驱使、既成模式的干

预、媒介的过度介入，使一些问题随之浮现。

一、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内涵及表征

关于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内涵，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性、行为性、象征性的意蕴之

中，同时，毕业典礼中具有仪式意蕴的表征形式

也被赋予异彩纷呈的特质。想要更清晰地展示

研究内容，需要对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内涵及

表征进行明确的界定。

（一）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内涵

仪式通过参加者对仪式的参与而展现一定

的社会关系，其中也包含价值、标准和态度。仪

式的作用具有持续性、重复性、象征性和表现性

等特点。仪式产生于身体的展演与表现之中，同

时仪式又会在行为主体上留下痕迹［5］。仪式指多

多少少都带有不变性的正式的行为和语言的表

演［6］103，是人类建构自身生活空间的一种基本形

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载体和现象［7］。在本研

究中，仪式是指特定情境下创设的象征性活动，

这里主要指幼儿园场域中的毕业典礼活动，在

无声话语及有声语境下，所彰显出的巨大象征

性意蕴。

毕业典礼是学校仪式教育过程中，针对毕业

年级的学生举行的一项重要的校园告别活动。

幼儿园毕业典礼对幼儿产生着“过渡礼仪”的影

响，它涵盖着多方面的意蕴，对幼儿的成长具有

可持续意义，正如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界定，

“过渡礼仪模式”本身不但包含人生过渡中的礼

仪，而且也概括了岁时节庆、“首次礼”等所有适

合该模式的礼仪［8］15-83。幼儿在毕业典礼的阶段能

够接受到该模式的濡染，从而对现时及届时可能

出现的外在阻力留存应对的内在力量。毕业典

礼中的意象与活动象征着人生过渡礼仪中的微

型片段，其象征性融入仪式参与者的身心之中。

毕业典礼是大班幼儿向幼儿园生活的第一次集

体性告别，以获取向小学生身份认识转变的仪式

性活动，是幼儿园仪式活动不可或缺的载体和阶

段性重点标识。由此，研究者认为，毕业典礼是

一种关乎个体身份状态转变的仪式活动，是阿诺

尔德·范热内普笔下的过渡礼仪中阈限礼仪阶

段，处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边缘时期，幼儿毕

业典礼就是让大班幼儿参与由仪式管理群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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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和教师）、仪式空间（如舞台、坐席等场地）、

仪式行为（如表演和话语）等内容组合而成的仪

式活动。

（二）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表征

幼儿园毕业典礼的完整呈现主要通过仪式

表征的信息来实现。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中，不

论是舞台的搭建方式，还是领导与家长或是各方

代表的落座方式，均体现着仪式的意蕴；幼儿代

表、家长代表以及园所领导的发言，再加之幼儿

精致的节目语言或是非意识情态下的大笑与欢

呼，均彰显着仪式的意义。同时，毕业典礼的仪

式也可以被舞蹈、音乐等艺术表演与其所营造的

艺术氛围，有象征并有意蕴地呈现出来。“幼儿学

士服”及“幼儿博士帽”的穿戴、“毕业证书”的颁

发，形成了一种授予仪式，体现出独特的育人功

能。多样的表征形式共同推动了幼儿园毕业典

礼仪式，深化了仪式的教育效果。

1.空间仪式：“场域—关系”中的身心参与

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

个网络或一个构型［9］133。在幼儿园毕业典礼的场

域中，教职人员、幼儿、家长等参与者存在着客观

的关系，参与者与实物之间也形成了客观的关

系。在“场域—关系”的模式中，幼儿的身体与心

灵均参与其中，填充而形成特有的空间仪式。典

礼场域中，人的在场、舞台的搭建、坐席的排列及

道具（如气球等）的摆放等均属于空间仪式的部

分。成功的互动仪式可以带给幼儿积极的体

验［10］。具体而言，在“人与人”的场域关系层面，

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的作用，幼儿能够获取

更深刻的内心体验。毕业典礼有家长到场，面对

家长与教师的神情与目光，幼儿感受到自己和他

人的关系是紧密的，从而由内心体会到亲密感，

进而支配自己的身体表现。舞台与幼儿能够建

立起“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舞台的仪式感作用于

幼儿，体现在幼儿对于华美舞台的期待感以及自

身能够展现自我的成就感；坐席排列的仪式感在

于提供了幼儿所面对的“空间面”，使幼儿约束自

身行为的同时感受坐席身份分配的差别，一定程

度上加固幼儿的权力意识，在不自觉中接收规训

仪式；道具的摆放主要通过精致的装饰而体现，

精致装饰的直接效果是以某种方式使视觉层面

更易视见，相宜的装饰标识了情感的流动意象，

并作用于幼儿的生命成长，通过“场域—关系”中

的身心参与，共筑空间仪式。

2.语言与表演仪式：“具身—行动”中的情感

再现

语言与表演能够在象征体系的运作之下构

建出新的教育表达方式，增强幼儿的具身感知，

具体表现为借用语言与身体动作的形式达成幼

儿的情感再现。仪式是一个充满符号与意义的

象征体系，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

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仪式中的语言也是一种言语

行为，它以其言说的内容、言说的形式和言说的

结果等多种方式参与了仪式意义的建构［11］。语

言的仪式营造出所有在场人思维参与的仪式感，

毕业典礼中语言的表达形式与幼儿的心理发展

存在无形的契合。在主持环节，主持人运用“小

朋友们”“可不可以呀”等亲切的话语仪式，使幼

儿产生轻松愉悦的情感状态，有助于幼儿自然地

参与进仪式所赋予的角色之中。参与者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交往与互动不仅可以形成共

同的关注焦点，而且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对方身

体上的变化，以及体验到对方情感上的细微改

变，进而建立密切的情感连带［12］。在表演环节，

幼儿集体朗诵形成一种特定时间点下的语言仪

式，这种节目内容中的语言仪式由于集体一致

性，拉近了幼儿与幼儿之间的情感距离。在毕业

典礼结束环节，伴随着现场告别音乐的响起，幼

儿们先前建立的情感联系能够在短时间内浮于

记忆的活动中，提升幼儿对于幼儿园、幼儿园教

师、幼儿园小伙伴惜别的仪式氛围；园长的总结

性话语通常表达出对幼儿未来的期许，从而为幼

儿的心理发展、未来目标添加能量。

表演是以身体、认知、行动为要素，能够以特

定的仪式构成唤起幼儿的情感，彰显教育的价

值。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认为表演仪式是从经过

门槛状态过渡到一个脱离现实时空的仪式世界

里，并对情境进行个人创造，最终重新返回现

实。表演仪式在此类过程中对参与者进行情感

影响。表演是仪式教育过程产生的根源，是任何

形式的仪式与教育相关联的纽带，仪式的表演性

是在其结构功能性基础上的超越［13］。毕业典礼

中舞蹈、演讲、戏剧等艺术呈现形式以及“班级大

合唱”等表演使表演者、表演欣赏者与表演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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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某一时间点形成隔空对话，使场景内的群体

心灵融合在一起。表演仪式是毕业典礼仪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幼儿的情绪彰显及情感表达提

供依托。

3.授予仪式：“传递—领受”中的身份转变

成人礼仪和神职授予礼仪中，必须有传递和

接受神器或圣物的动作，它们既是象征，也是对

“王位”之传承—精神力量的领受［8］。幼儿园毕业

典礼的模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普遍存在授予环

节。日本幼儿园毕业典礼的证书授予中，所有孩

子整齐端正坐好，被点到名字后走上台，先是对

园长90度鞠躬以表感谢，再从园长手中接过人生

的第一本毕业证书。国内幼儿园的授予仪式以

“幼儿学士帽”“幼儿学士服”“幼儿园毕业证书”

以及“幼儿园纪念册”为主要载体，它们使幼儿接

收到某种仪式力量。学士服与学士帽的穿戴象

征着幼儿在幼儿园阶段的成长得到外界的肯定，

增加幼儿的成就感与荣誉感；园长亲自传递毕业

证书和毕业纪念册到幼儿的手中，使仪式增添神

圣之感，从而加深幼儿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及对

未来成长的信心。授予仪式对幼儿告别幼儿生

活并形成未来发展预期独具意义，毕业证书、幼

儿园纪念册等实物也为幼儿提供了延续性的回

忆载体。“传授—领受”环节，在助力幼儿现时阶

段身份转变的同时，对他们处于人生各个节点的

身份转变也具有自我启示的意义。

二、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价值

当个体投身于仪式情境之中时，便自觉地形

成了自己的位置定位，以此约束自己的情境行

为。幼儿园毕业典礼象征幼儿园阶段的结束以

及进入小学阶段的初始，是人生的重要节点。宏

观的仪式下，幼儿通过参加典礼的全过程完成自

己“不再是幼儿”的心理转变，实现提升自己社会

化能力的生命价值；微观的仪式下，典礼中的内

容、场景、话语，形式的丰富性与场面的群体互动

无一不为存在于仪式情境中的个体增加集体记

忆。范热内普认为过渡礼仪具有分离—边缘—

聚合的三段构成，幼儿园毕业典礼在这个过程中

承载了延续集体记忆、顺利完成过渡阶段和促进

幼儿社会化发展的价值。希尔斯说，“教育即传

授，而传授意味着延传某些已经获致的东

西”［14］192。毕业典礼在仪式中无形地传达着富有

地方色彩的文化理念与情感体验，增强幼儿的文

化认知与情感记忆。庄严的典礼氛围会对幼儿

产生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进而使

其通过自我的内心体验受到影响和教育［15］。

（一）毕业典礼仪式氛围的营造，利于仪式中

的成员延续集体记忆

记忆具有延续性，在教育运作的过程中，仪

式的记忆始终作为被特殊形式传授的情感意义，

发挥教育的功能。涂尔干在对纪念仪式的分析

中强调，记忆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

形成和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基础。法国心理学

家勒庞曾言：“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

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

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

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

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

颇为不同”［16］14。毕业典礼中幼儿形成对集体意

识的认知，使幼儿接近社会约定俗成的集体思想

去向。据调查，大多数教师认为幼儿园大班毕业

典礼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幼儿、家长、教师留

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毕业典礼仪式的空间、语

言、程序都承担着可以被记忆的功能。在毕业典

礼中的身份相同和相似的每一个成员相加构成

一个集体，能够在典礼完成之后的很长时期，凭

借我群体与他群体的互动寻找到存在的集体记

忆，从而感知到集体记忆延续的巨大魅力。对个

体而言，集体记忆发挥着集体中个体成员对自身

身份的认同作用。以幼儿记忆为例，参与某个节

目表演的自身与参与此节目的其他小朋友为一

个集体，幼儿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对于舞

台的仪式记忆、空间仪式的记忆，服装仪式的记

忆等形成独自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与其他小朋友

的记忆达到同境下的契合，便形成他们之间的集

体记忆。毕业典礼通过营造有助于包括幼儿在

内的各种小范围群体(处于同一身份的人)以及大

范围群体（参与毕业典礼的所有人）加深并延续

集体记忆，实现“仪式永恒”的重大价值。

（二）毕业典礼仪式功能的发挥，助力幼儿顺

利完成阶段过渡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将与先前世界分隔之礼

仪称为“阈限前礼仪”，将在边缘阶段举行之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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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阈限礼仪”，将融入新世界之礼仪称为“阈

限后礼仪”［8］。如果将幼儿园场域向小学场域过

渡的阶段称为阈限礼仪阶段（边缘），要达成阈限

前礼仪(分隔)到阈限后礼仪（聚合）的过渡，毕业

典礼仪式的发挥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点角色。

在毕业典礼仪式中，幼儿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

门，而毕业典礼就是在两扇门之间的“指路标”，

由于获取了指示作用，幼儿认知到自己需要达成

的转变，从而以一种安全的心理状态走向另一扇

门。如果没有毕业仪式，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模

糊，幼儿适应小学阶段的过程便出现缓慢且困难

的状况。在毕业典礼中，“毕业证”的颁发、“学士

服、学士帽”的穿戴都为幼儿创设了一种心理转

变，“毕业证”“学士服”“学士帽”均承担了幼儿

毕业身份的实体证明角色，其颁发的过程达成

了幼儿身份过渡的再确认。因此，毕业典礼仪

式的发挥，是完成由边缘到聚合的关键过渡，换

言之，也就是助力幼儿顺利地完成幼儿到小学

生过渡的重要时机。

（三）毕业典礼仪式意义的渗透，促进幼儿社

会化发展

毕业典礼中幼儿形成对集体意识的认知，使

幼儿接近社会约定俗成的集体取向，从而加速了

幼儿的社会化进程。首先，毕业典礼仪式中的园

服是激发幼儿社会化的载体。毕业典礼中的节

目表演惯常以统一的园服来呈现，园服这一符号

被调动起来，赋予新的仪式意义，园服的“穿”与

“换”有着“表演者”和“园所人”身份转变的仪式

意蕴，使幼儿易于分辨不同的身份群体，激发幼

儿的社会身份认知。其次，在节目表演仪式方

面，预设丰富的形式，展现儿童的美好精神面貌，

这种仪式意义的渗透，也有意地呈现着幼儿社会

化形成中可观的成效与隐秀的内涵。最后，毕业

仪式中的集体性活动益于幼儿提升处理个体间

差异的能力。仪式过程中每一位仪式参与者的

外部表现，都是建立在实践知识之上的社会能力

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能力在新的社会情境中为相

应的仪式行为作出一定的贡献，从而有利于幼儿

的社会化形成［5］。毕业典礼仪式中的动态部分

（儿童在毕业典礼仪式中与各群体的交往）及静

态部分（毕业典礼仪式中所呈现的规范、内涵及

象征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幼儿

社会化发展。

三、幼儿园毕业典礼存在的问题

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内容的丰富和创新提升

了幼儿的情感认知力以及身份转变的认同能

力。仪式内容的丰富与创新要以幼儿的发展为

目的，以儿童的立场为中心，如南京市鹤琴幼儿

园所举办的“主题式毕业典礼”，使幼儿感受成长

和毕业的快乐。然而目前的部分幼儿园工作者

由于对毕业典礼的教育文化要义领会不足，导致

一些问题逐渐浮现。

（一）功利性的取向忽视了幼儿主体性

毕业典礼不仅是一场巨大的仪式“盛宴”，更

是一种宣传园所文化、展现优秀教育成果的有效

“法杖”。然而，幼儿园在对招生率的不懈追求以

及对园所形象的全力展示过程之中，忽视了“一

切为了幼儿”“尊重幼儿天性、发展幼儿个性”的

宗旨。具体表现为：在选择节目方面，幼儿园更

多顾及选择的节目是否为前来观赏的家长所欣

赏、赞叹，而幼儿的喜好、倾向性则处于相对被忽

视的境地之中；在一位乡镇园长的致辞中，脱离

幼儿园实际，运用一堆幼儿难以理解的华丽词汇

描绘出幼儿成长的理想乐园（如：本园致力于启

智尚美、求真修德……）；在幼儿的参与方面，幼

儿园倾向于营造表面完美的节目效果，在这一目

的的支配下，导致一些记不住动作以及一些肢体

不协调的幼儿不能参加舞蹈节目或者安置在后

排，一些记不住台词的幼儿无法获得上台发言的

机会……幼儿园的这类功利性倾向行为，易造成

一些幼儿被忽视，使幼小心灵遭到一定程度的伤

害；易阻抑幼儿应有的选择权，不利于幼儿健康

成长；超越了幼儿水平的“园长发言”及“幼儿代

表发言”影响幼儿的认知能力和思维发展。总

之，园所的功利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毕业

典礼教育、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既定的程序约束幼儿自主性的展演

幼儿的发展受益于家长、教师等群体的支

持，同时无形之中也受其约束。2021年无锡市实

验幼儿园的吴雅玲园长在题为“毕业季，应成为

触动幼儿心灵之际”的演讲活动中，讲述了孩子

对待毕业典礼活动排练节目的反应是用抱怨的

语气说：“又要排节目的，又要排节目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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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说明了目前幼儿对成人安排下的表演任

务展现出被动执行状态。在毕业典礼流程中，整

齐划一的幼儿演讲活动以及幼儿代表发言环节

存在成人倾向。在研究者支教经历中，以幼儿教

师的身份参与了大班毕业典礼的全过程。活动

初始的环节是选择演讲内容，由几位教师提前商

定，幼儿处于“不知情”的境遇之中。在活动进行

时的代表发言环节，幼儿代表的发言倾向于“小

大人”的形象、姿态、语气，一些精细加工的词汇

（时光荏苒、深情地祝福、由衷地感谢……）从幼

儿的口中不和谐地呈现出来。幼儿在语言仪式

中所体现出的成人化台词背诵、成人化语调训

练是目前幼儿代表发言时最常见的症结所在，

若无法在自然情境下进行活动仪式，无法充分

尊重幼儿的兴趣，便不利于幼儿个性的发挥，无

法给予幼儿应有的表达自由，便难以发挥仪式

真正的效应。

非语言的表演往往来自于既成的影像资料，

教师根据资料进行节目的排演。舞蹈作为一种

幼儿喜欢的肢体活动，形式丰富多样，个体可以

借助舞蹈传达情绪、感情并发挥仪式熏陶感染的

作用。但是由于成人的干预，幼儿选择性受到限

制；由于既成的舞蹈形式，幼儿自由发挥空间受

到占据。在这一点上，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值

得我们思考。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幼儿的表演

以一种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幼儿充分自由的形式

呈现，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要求，尊重幼儿的

自然天性，幼儿有自己的话语权。教师群体倾向

于鼓励幼儿参与有趣而好玩的活动［18］。而在我

国的部分地区，幼儿教师习惯将自己的成就聚焦

于幼儿对节目技法的掌握熟练程度，并未关照到

儿童的真实兴趣以及即时情态。因此，幼儿的兴

趣和天性仍无法在表演仪式中得到充分延展。

（三）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影响幼儿的沉浸

性体验

电子媒介作为一种仪式工具，在某种程度上

对记忆的延续具有重大价值。手机里的照片和

视频发挥着它们特有的稳定记录功能，当在其他

时间点下个体记忆逐渐遗忘的状况之下，电子媒

介具有最大程度地唤起情感记忆的功用。手机

作为日常生活中最主要、最普遍的电子媒介，承

担着记录现实的功能。面对孩子人生第一次毕

业典礼仪式，许多家长欲求细致入微地录入孩子

所有的表现片段或图象以留念孩子的成长生

活。然而，在幼儿表演时，“拍照声音、闪光灯、幼

儿视野的改变”等问题均或多或少地影响仪式内

在的原始流动性及固有组织。首先，拍照声音转

移了幼儿本身的沉浸性体验状态，影响幼儿的自

然情境表现，影响仪式进行的效果；其次，闪光灯

的刺激性灯光同样影响幼儿心理状态，容易打乱

仪式的正常秩序；另外，在表演中幼儿的视野发

生了不可预估的转变，从“一位位家长的美好笑

脸”到“大范围纷纷举起的手机”，这一场景的转

换，使幼儿无法得到表情的交流与心理体验的强

化。电子媒介尤其是手机在诸多无意识的情况

下影响了家长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交流，在仪式过

程中产生的干扰问题值得关注。

四、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改进策略

发挥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的价值，需要聚焦

对幼儿主体的观照、拓展教育场景以及参与群体

多方协调。从“观念引领”“场景拓展”“多方契

合”几个主要的方向进行意义的追寻，最终真正

实现幼儿园毕业典礼潜在价值的发挥，促进幼儿

身心全面发展。

（一）观念引领：确立参与群体的共同意志

观念是事先预设未来和事后反思过去的行

为，观念引领着幼儿园参与群体的行为。毕业典

礼中幼儿园园长、教师、家长及幼儿构成仪式的

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其他成员的意志首先为幼

儿服务，坚守儿童本位的观念，尊重幼儿的主体

性。主体性是主体在主体间关系之中，在与客体

的对应关系中，或者是主体在处理与自然、社会

和他人、自身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主体属

性［19］102。毕业典礼中的幼儿通常未被赋予选择的

机会、没有自我创造的权利，使幼儿的主体性地

位受到冲击。幼儿对主体性意识的把握往往体

现在幼儿自发的一些活动中，斯宾塞曾严肃地指

出，“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能缺

少的。谁禁止这些活动，就在禁止上天规定的身

体发育方式”［20］136。因此，确立幼儿主体的观念，

尊重幼儿的主体性和自然天性，形成“儿童中心”

的共同意志是关键任务。

在幼儿园毕业典礼的实施过程中，一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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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全面参与，教师面对特殊的儿童，应当积

极发现其特性并发展其优势，从而使某些方面特

殊的儿童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二是保障幼儿自

主选择的权利，在幼儿节目的选取方面，幼儿园

园长及教师应当倾听幼儿的声音。通过游园活

动，了解到幼儿心目中最喜欢的场地；通过绘画，

使幼儿表达出心中最期待的毕业环节；通过演讲

与讨论，了解幼儿的内心世界，赋予幼儿选择的

话语权。同时，幼儿园园长应真正弱化功利倾

向，坚定儿童本位的观念。三是保持适度的引

导。在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活动排演中，家长及幼

儿园对幼儿的要求有“度”，给予幼儿更充分的发

展空间，转变一味追求形式的观念，尊重幼儿的

身心发展规律。在幼儿园毕业典礼活动的开展

阶段，家长应约束自己的行为，关注幼儿的当下，

与幼儿进行更多的眼神互动与神情交流，从而激

发幼儿的深层次情感。只有仪式内所有成员明

确正确的观念从而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群体

之间系统性地相互配合，毕业典礼仪式才能真正

发挥应有的价值。

（二）场景拓展：融入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教育场景为幼儿提供了一个自我与外部世

界相连接的重要路径。幼儿园毕业典礼营造的

教育场景，蕴含着丰富的仪式教育资源，此类教

育场景的营造，能够拓展到幼儿园的日常教学活

动中，从而将仪式教育的内涵注入幼儿在园生活

中的各方面。

根据幼儿园毕业典礼的场景营造而带来的

启示，幼儿园可以在静态的教学环境与动态的师

幼互动等方面进行仪式教育的准备工作。在静

态的教学环境方面，主要是场景的布置，目前幼

儿园毕业典礼中的场景布置呈现了多种样态，有

的在自然的场域之中，有的在开放、简约的场地，

有的在封闭的会场与传统的舞台。在教育教学

方面，场景的布置首先应符合主题的目标，比如

在幼儿园自然主题活动中，场景的布置要契合自

然的特点，结合外界天然的自然场域，营造人为

的或者利用自然形成的仪式空间，增强幼儿的沉

浸式体验。其次，场景的布置应注重仪式内涵，

而非简单的装饰，并且思考各领域场景内容的衔

接。同时，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服装

的统一，统一的服装营造了群体式的场景，是加

深幼儿身份认知的重要标识。在动态的师幼互

动方面，幼儿园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网络教育资

源提升自身对仪式的认知，从而以更专业的方式

对待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幼儿园教师亦能够通过

系统的教学反思，反思仪式教育的不足，从而在

师幼互动中不断调整与生成，推进下一次的仪

式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教育场景在幼儿园教

育教学各环节的运用，深化幼儿对仪式感知的

同时，反向促成幼儿园毕业典礼仪式开展的良

好效果。

（三）多方契合：构建关涉成员的多重互动意向

在幼儿园毕业典礼活动中，存在着多种互动

关系，包括幼儿与家长、幼儿与幼儿园管理者、家

长与教师等多重互动关系脉络，双方意向的契合

便形成了互动意向。在毕业典礼中，幼儿园园长

及教师的意向、家长的意向、幼儿的意向形成契

合的互动模式，真正关注幼儿成长。将幼儿置于

与成人的平等地位是充分发挥仪式作用的关键，

也是幼儿与其他关涉成员的互动意向。雅斯贝

尔斯认为，在控制和训练中人是纯粹的客体，而

在存在交往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

于一种身心敞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每个

幼儿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多重互动意向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幼儿园与

家长、社区的意向配合，具体而言属于以上各仪

式主体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层面。首先，幼儿园与

家长的互动意向，主要体现在园长、教师及家长

的沟通渠道建立方面。对幼儿园而言，园长应定

期通过讲座、家长会等方式，向教师、家长普及园

所特色文化，宣传毕业典礼文化内涵，将园所文

化的要义深入教职工及家长的认知中，从而为互

动意向的形成奠基；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应

主动学习有关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文化内涵，学习

有益经验，与家长交流，反思往年不足，立足本园

实际，探索具有文化特色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对

于家长来说，应正视儿童的个性，向幼儿园表达

观点，贡献思路。其次，在幼儿园与社区的互动

意向方面，幼儿园与社区应当建立起良好的沟通

关系，典礼举办的过程需要社区的积极配合，社

区能够为思想观念的传播及仪式场地的择定做

出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双重贡献。这种多重互

动意向的构建，使仪式本身的意义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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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毕业典礼中共同意志的形成、教育教

学活动中的仪式融入以及互动意向的完善，使毕

业典礼充分发挥其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

适宜性地开展幼儿园毕业典礼，发挥潜在的力

量，助力幼儿完成生命成长中的首次关键事件性

过渡，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具有促进、引领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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