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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 当代学前教育理论的新进展

—
冯 夏 婷

【内容摘要】 全人教育克服已往以社会为本位与以人为本位的两种教育观点的偏颇
，

形成了以
“
整合

”
为基本范畴

，

包括教育哲学及教育实践主张诸内在层次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
。

它标志着学前

教育理论的新的发展水平
。

�关键词�全人教育 学前教育理论 社会价值 个人价值 整合

【中图法分类号 】 ����

所谓全人教育
，

是指把促进和维护儿童身体健

康及心理健康
、

培养并增进儿童的社会性和创造

力
、

发展儿童语言和心智能力等教育内容统合起

来
，

超越狭隘的单一观念
，

在开放的情境中对学前

儿童进行全方位教育的教育理念① 。

全人教育是当代学前教育的新趋势
，

其观点和

主张在我国学前教育学界还是比较陌生的
。

全人教

育既是一种教育哲学
，

涉及教育的 目的
、

价值问

题
，

同时又是一种教育主张
，

涉及课程设置
、

教育

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具体问题
。

本文分析全人教育的

价值取向
，

对其实践主张作必要的述评
，

并着重分

析其特性
，

最后
，

给出结论性评论
。

一
、

全人教育的价值取向

分析和评论任何一种教育理论
，

首先得审视这

种理论的价值取向
。

综观近现代众多的教育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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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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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论的价值取向大致划分为两大

类
，

一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理论
，

二是以人为本

位的教育理论
。

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

为
�
���人是依赖于社会的

，

离开了社会的个人

是不存在的 � ���个人没有价值
，

不能作为教育

目的 �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 �

���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社会化② 。

以人为本位的

教育理论则认为
�
���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得到发

展和完善 � ���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的价值�

���教育应重视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
。

在对上述两种教育理论批判的基础上
，

形成了

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全人教育的教育理念
。

全人

教育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全面发展的儿童
，

包括

身体我
、

情绪我
、

社会我
、

认知我
、

创造我
。

因而

它既强调儿童本身的身体
、

情绪
、

社会性
、

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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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创造能力的发展
，

同时又认为儿童自身的发展

与社会分不开
，

换句话说
，

全人教育观认为
，

教育

培养的不是脱离社会的人
，
而是能在社会生活中认

知
、

创造
、

保持情绪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儿童
。

所

以
，
全人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本位或人本位的

教育理论
，

而是一种既重视社会价值又重视人的价

值的整合的教育观
。

实际上
，

这种整合的教育哲学
，

并不是从全人

教育开始的
。

美国的杜威在 �� 世纪末所提出的实

用主义教育主张中
，

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整合趋向
。

杜威认为
，

教育的 目的是使儿童适应社会实际生

活
，

促使儿童理解现实世界
，

掌握与个人生存有关

的知识和能力
，

他同时认为学校应以儿童的活动
、

兴趣为中心设计教育计划
。

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

为
�
���教育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
教育工

作者必须随时准备根据新的知识和环境的变化来修

改教育方法和政策
。
���个人与社会是相统一的

，

即既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
，

又强调培养个人的社会

贵任感
。
所以

，

教育必须同时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

依据
，

一方面
，

教育要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能

力
、

兴趣和习惯开始
，

另一方面
，
又必须明白这些

能力
、

兴趣和习惯的社会意义以及它们在社会事务

中起什么作用
。

���教育要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

的繁荣进步有用③ 。

从他的这些理论观点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
�

儿童和社会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

学中统一起来
，

强调个人目的的人本位教育哲学和

强调社会目的的社会本位教育哲学被整合成为
“
个

人与社会的统一性
” 。

除此以外
，

当代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也有明显的整合趋向
。

他赞同学校教育应适合于儿

宜的观点
，

但他同时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儿童主体的

认知结构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同化和顺应等

相互作用的结果
。

所以
，

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与之密

不可分的社会环境都是教育者必须重视的④ 。

由此可见
，

全人教育与杜威
、

皮亚杰的教育观

点一脉相传
，

走的是一条整合发展的道路
。

这条道

路
，

实际上代表了现代教育和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
。

二
、

全人教育的主张

全人教育认为
，

对学前儿童的教育应该从儿童

身心发展的规律出发
，

通过适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来促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

包括照顾幼儿的吃
、

睡
、

如厕
、

到校和离校等日常生活
，

促进儿童大肌

肉和小肌肉的发展
，

发展儿童的感知和运动机能

等
，

从而促进儿童身体的健康�关注幼儿的心理健

康
，

发展儿童的自尊
，

协助儿童处理和控制情绪危

机
，

维护并促进儿童情绪的健康� 培养儿童社会性

的技能
，

建立内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
，

树立儿

童中性的跨文化的观点
，

发展其社会性 � 通过自我

表达
、

游戏
、

问问题
、

讲故事
、

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使用器材等形式挖掘和发展儿童的创造特质
，

增进

儿童的创造力� 发展儿童的口头表达能力
，

培养儿

童对读写的兴趣
，

从而增进语言技巧和心智能力的

发展
。

其教育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注皿了解学前儿�的特点和特质

全人教育非常注重儿童的特点
，

认为一切的教

育措施都应该以儿童的特点为依据
。

所以
，

了解儿

童所属的民族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
，

从而提供适合

不同儿童饮食需要的食物
，

使孩子适应
、

喜欢幼儿

园的生活
，

并产生安全的感觉
，

从而真正促进儿童

身体的健康� 了解儿童生活的社区
、

儿童的种族及

相应的行为规范
，

从而选择合适的行为教导
，

使儿

童不致产生文化的冲突
，

形成良好的社会性 � 了解

��童的方言
、

家庭的语言环境
，

从而找出方言与规

范语言的差异
，

增进儿童语言的发展
，

等等
，

在全

人教育中都是非常重视的
。

�二 �沮眼和关怀并与儿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是学前教育的甚本前提

全人教育认为良好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是教育成

功的基本要素
。

所以
，

幼儿园中的班不能太大
，

要

有足够的机会让教师和儿童一对一地接触
。

同时
，

要多提供非正式学习的机会
，

使儿童能够有自由选

择
、

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

并有机会向别人表达

关怀
。

传统教育中过多的一个教师对许多儿童的方

法
，

儿童单独接触老师
、

儿童与儿童之间自由的一

对一或一对多的机会都很少
，

是不利于建立密切的

人际关系的
。

�三�课程的设计应以儿�的发展为目的

全人教育强调学前教育课程的设计要有丰富的

内容
、

各种的难易程度
、

一定的系统性
，

从而有效

地促进儿童各方面的发展
。

下面是其中一个周课程

方案
，

从中可以清楚地领会这一主张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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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容天的花

内容 活动 目的

身体的大动作 骑三轮车去摘花
扩展身体的运动 � 控制三轮车

，

在小的走道上也不会相挂
。

穷体的精细动作

情绪的理解
，

感觉

美术拼贴

医院的游戏

社会 将所摘的花送到医院去

多元文化 午餐

无性别歧视者 讨论因丁

手眼协调 �使用剪刀
、

胶水
、

安
�细小东西�

。

了解什么会伤害朋友 � 克服恐惧
。

送花和寄信以表达对受伤伙伴的
担心和关怀 � 一起计划如何去做

。

不 同文化的食物也很好吃 �墨西
哥饼

、

水果沙拉
、

牛奶�

在他们所拜访的地方
，

母亲和父
亲是一起照顾花因的

。

创作的 美术拼贴
培养设计能力

，

喜欢各种颜色
，

利用 自己的灵感和想法

认知的
�

心智能力
科学角

因�果 �花朵的凋落�� 时间顺序 �将花的照片
按栽种次序排列�� 一般的关系 �将所摘的花

与图片配对�
。

认知的
�

语言
写给受伤的儿童

《四�儿宜的自我发展与教师的引导之间应维
持平衡

让幼儿自己选择活动可以促进其独立性的发

展
，

同时促使儿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

使儿童有

自我发展的空间
。

但这种自我发展是需要教师的引

导的
，

教师的引导是在保证儿童发展的全面性
、

教

育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

所以
，

维持儿童的自我发展与教师的引导之间的平衡
，

这

是全人教育所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

具体的做法包

括设计课程方案时要具有多样性和弹性
，

要有不同

的难易程度等等
。

�五�学习的过程必须是儿宜真实的今与并获

得经验的过程

学前儿童的心理特点是带有明显的具体形象

性
，

多种感官的参与将有助于他们的学习
。

所以
，

全人教育强调让儿童直接参与获得经验的过程
，

认

为这是学前教育的必备要素
。

例如
，

让孩子接触不

幸死亡的小鸡
，

帮助他们找出死亡的原因
，

让他们

体验这种痛苦并互相安抚
，

孩子就学会了如何面对

死亡
。

真实的参与是孩子学习所必须的过程
。

�六�游戏是学前教育的主要途径

游戏
，

也就是儿童的玩耍
，

对幼儿的身心发展

写作在 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 � 应从左往右写
。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这也是全人教育所强调的
。

游戏能促进感觉和动作技巧的发展
，

孩子在爬
、

跳
、

滚中体能得到了发展 �幼儿通过玩水
，

学到了

�的知识
，
通过玩积木而获得了大小

、

轻重的概

念
，

通过集体的游戏发展了语言
，

智力 �有些游戏

含有很强的社会因素
，

如医院的游戏
、

家庭的游

戏
，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孩子学习与人相处
，

学习

对事情负责任
，

有助于发展儿童的社会性 � 儿童还

可以在游戏中舒缓紧张或不安的情绪
，

由于游戏没

有任何压力
，

这使儿童能更自由地发展自我
，

更充

分地表现创造力
。

�七�幼儿团和家长应保持一致性

全人教育非常重视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和生

活
，
而且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参加亲职教育会议

、

活

动或参观学校而已
，
而是鼓励家长做学校的义工

，

协助指导幼儿功课
，

分享孩子的快乐和痛苦
，

理解

并欣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
，

邀请家长做教育

顾问
，

对课程提出意见与批评
，

甚至欢迎家长帮助筹

措经费
，

等等
。

在共同负担教育儿童 �不仅仅是教育

自己的孩子�的前提下
，

使幼儿园与家庭联系密切
，

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

从而达成教育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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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全人教育的根本特性

虽然全人教育所主张的全方位教育
，

在哲学上

与杜威
、

皮亚杰的观点一脉相传
，

但其教育主张却

是独树一帜的
。

从根本上说
，

全人教育的特性就是

整合性
。

这种整合
，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

�一�目标的整合

全人教育的整合性首先体现在 目标的整合上
。

它主要注重个人的健全发展
，

但同时认为健全的个

人发展必然包含健全的社会性发展
，

社会化的个人

是能适应社会并能对社会的发展作贡献的人
。

所以

在教育目的上
，

它不走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极端
，

而是把这两种价值整合在一起
。

全人教育的
“
完整

自我
” ，

是动作能力
、

认知能力
、

社会能力
、

语言

能力
、

创造力
、

心理调节能力等各方面能力和谐发

展的人
。
所以

，

前人所主张的学前教育应注重发展

认知或者应注重发展社会性等在全人教育中都同时

得到重视
，

都被作为目标的一个方面
，
因此

，

全人

教育的教育目标是一种整合的目标
。

�二�内容的整合

全人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把心理
、

社会
、

科学
、

语言
、

艺术等知识整合在一起
，

不是像过去的分科

教学那样
，

而是在各种教育活动中
，

有机地把各学

科的知识揉合在一起
，

如前面所举例子主题
“

春天

的花
”
的教育活动设计

，

社会知识
、

美术的技能
、

语言
、

体育
、

科学等内容都被巧妙地融合了进去
。

像这样的内容整合在全人教育的每一个教育方案中

都有所体现
。

�三�方法的整合

全人教育在方法上也注重吸收各种有效的教育

方法
。

如卢梭的
“

爱的教育
” 、

福禄贝尔的
“
恩物

教育
” 、

蒙台梭利的
“

感官教育
” 、

行为主义的条件

反射训练法
、

布鲁纳的发现法
、

奥苏伯尔的意义接

受性学习
，

以及现代教育理论中的活动教学等方

法
，

都被合理地吸收和利用
。

而且不是机械地运

用
，

而是有机地整合
，

是在对这些方法改造和提高

的基础上的综合运用
。

过去一直争执不休的
“

教师

主导
”
还是

“

儿童主体
”
的教育方法之根本出发点

的分歧
，

也在全人教育的
“

儿童的自我发展与教师

的引导应保持平衡
”

的教育主张中找到了结合点
。

�四�文化的整合

任何教育主张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
，

因而

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
。

全人教育则力图抛弃狭隘

的民族主义
，

尊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
，

探索

适合全人类的教育理论体系
，

比如为了儿童身体的

健康
，

全人教育主张要提供适合不同生活习惯儿童

需要的食物
，

为了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

全人教

育主张了解每一个儿童的文化背景
，

根据其人格特

点设计相应的教育活动内容
，

使儿童的观念
、

个性

得到尊重和发展
。

综上所述
，

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与教育哲

学
、

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

同时又与社会文化
、

政治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

在现代社会中
，

东西方

文化的广泛交融
，

世界政治经济多元化格局的出

现
，

由学科与学科相交叉所产生的边缘学科的迅速

发展
，

以及各学科内部的整合
，

使得不同学派不同

观点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兼容并包
。

与此相呼应
，

学

前教育理论界也出现了这种整合的趋势
。

全人教育

理论正是这种趋势的突出体现
。
在哲学基础方面

，

全人教育是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本位价值观

与人本位价值观的整合
，

在教育主张方面
，

它是对

百余年来不同的教育家所提出的各种教育目标的整

合
，

同时注重研究历史上各种教育方法的利弊得

失
，

在适当的条件下加以综合运用
，

教育方案的设

计则把社会知识
、

科学知识
、

语言
、

艺术等内容融

合在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活动中
。

而更为可贵的
，

则是全人教育对文化的整合
，

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在

教育过程中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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