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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悖论—— 发展领域 以及每个领域所 包 含的 内容 。 《指 南 》 指明 了幼

小学新生在幼 儿 园或者辅导班 已经 学 了汉 儿教育的发展方 向
，
特别 强调要 关注幼 儿 学 习 与 发展的 整

语拼 音 、
识字 、 算术基本运 算 ， 甚至英语会话 ， 体性 ， 尊重幼 儿发 展的个体差异 ，

理解幼 儿的学 习方式和特

如果老师再从 头教起 ， 那 么很多孩子就会失去兴趣 ， 甚至 点
，
重视幼 儿学 习品质的培养 。

厌学
。 于是 ， 小学在

一年级不得不尽量 简化本属于教学计划 但是 ，
由 于受到上述 多种 因素 的干扰 ， 导致 目 前幼儿 园

中的 内容 ， 以较快的速度完 成起始阶段的教学。 在贯彻 《指南 》 方 面阻 力重重
。
在此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改

幼 儿园孩子 的家长看到小 学一年级加快 了教 学进度 ， 变小学教育 ， 即改 变幼儿 园 教育的
“

出 口
”

要求 入手 ， 解决上

于是强烈要求 幼儿 园提前教授小学阶段的知识 ， 或者索性 述 问题 。 最近我非常高兴地听到 ， 上海市 以及部 分地 区明

为孩子报相 关的辅导班 。 于是 ，
幼儿 园 教育小 学化成 为 相 当 确 了小 学

一

年级
“

零起 点
”

教学 的要求 。
这为 问题的解决找

普遍的现 象 。 到 了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就这样 ， 小学教育与幼 儿园 教育功能错位 、
相互干扰

，

“

零起 点
”

教学是指小学一年级一律按照教学计划规

造成难以排解的纠 结。 定的进度 ， 将所有学生均视 为
“

零起点
”

， 所有课程的 整体

当然 ， 这其中还有许 多其他的 因素 。 教学过程都从零开始 ， 循序渐进 ， 不迁就提前 学习 的学生 。

一是部分小学 为应对择校 ，

不得不以面 试或类似的办 这样 ， 过早在幼 儿 园或者辅导班进行
“

跨越式
”

学 习的学生

法 作为选择学生的依据或托词 ；
而 面试往往是以上述基础 就可能得不偿失 。 使 用这种

“

倒逼法
”

的 目 的是使小学教育

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要 内容 ， 甚至还有 更高 的要求 。 于是 ， 和幼 儿 园教育都 能回归 自 身 的本位功 能 。 当然 ， 在过波 阶

为 了让孩子上好
一

点的学校 ， 家长不得不让孩子超前学 习 ， 段 ， 教 师可 以组织提前学 习的孩子 自行游呔或活 动 。

幼 儿园也不得不提前进行教学 。 这是机制动 力
。

我想 ， 小学
“

零起点
”

教学是尊重教育规律 、
促进孩子

二是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一些早期智 力开发理论 身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 幼教界影响很大 ， 部分幼 儿 园 以此 为办 园 的主导理 上世纪 年代
，
美 、

日
、 苏等 国 在冷战和

“

知识爆炸
”

念
；

而这种早期智力 开发又往往以孩子认识多 少字 、 会 多 少 等因素 的压力 下 ， 都遵循高 、 新 、
难 等原则 ， 推进 中小 学课裎

算术 、 学 多 少英语为 标志 。
这为幼儿教育的功能异化披上了 改革 ， 教学 内 容逐 级下放 。 尤其是 美 国 心理学 家 布 香姆关

理论的外衣
。
这是理念动力 。 于儿童早期智力发展的观点 ， 受到 许多 国 家 的重视 ；

加 强早

三是部分幼 儿 园希望 以特色创品牌 ， 他们往往打着 国 期智力开发 ， 成为 美 、 苏 、
日

， 德等 国 教育改革的重要 内容之

学教育 、
双语教育等旗号 ， 单纯在认知方 面下工夫 ， 忽视幼

一

。 在这种情形下，
人们倾向于把早期教育 片 面理解为早期

儿身心 的全 面发展 。 这是营销动力 。
智 力开发 ， 导致

“

智育 中心
”

主 义 盛行 ， 忽视 学前 儿童 社会

四是在一些地 区 ， 相 当一部分幼 儿教 师是由小学教 师 性和情感的发展 。

转任 的 ， 这些教 师 习惯使 用 小 学传统的教学 方法 ；
而 学前 上世纪 年代以来 ， 各 国敉育工作者都呼吁要尽快纠

班和小 学在一起 ， 基本依照 小学 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教学 ，
偏

。 年 月在 日 本 召开 的
“

日
、
美

、
欧幼 儿教育与保育会

所以小学化在所难免 。 这是习惯动力 。 议
”

的核心 内 容 ， 就是偈导从
“

智 育 中心
”

转向幼 儿个性的

当然 ， 说到底 ，
这是

“

应试教育
”

层层下压带来的后 果 ， 全 面发展 人们意 识到 ， 各
“

育
”

之 间是相互联 系的 ， 儿童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较大难度 。 但 为 了孩子们的未来 ， 为 了 社会性和情感的 发 展应被看做其智能 发 展的
一个重要组

祖国的未来 ， 我们必须 坚定不栘地应对挑战 ， 寻求突破 。 成部分 。

在幼 儿教育领域 ， 为深入贯彻 《 国家中 长期教育 改革 因此 ， 采取措施 ，
应对挑■战 ， 坚守小学教育的本位功能 ，

和发展规划纲要 （

— 年 ） 》 以及 《 国 务院关于 当前 坚守幼儿教育的核心价值
——

每个孩子都重要 每个孩子都

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 教育部制 定 了 《
—

岁 儿童学 健康 ， 每个孩子都快乐 ， 无疑是我们应 当采取的枳极态度 。

习 与发展指 南》 （
以下 简称 《指 南 》 ，

明确 了幼儿的学 习 与 （ 编辑 沙培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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