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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德学前教育机构设置、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及学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这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

造成中德学前教育差异的原因，结合德国学前教育的优点，对我国学前教育提出四条建议，以期为我国当前学前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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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学前教育的发源地，具有先进的自身特色的学前教育体

系。因此，比较研究中国与德国的学前教育，借鉴德国学前教育的

优点，结合中国自身的国情，对当前中国学前教育改革起到了重要

作用。本文从中德学前教育机构设置、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及

学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这四个方面对中德两国学前教育进

行比较，分析找出造成两国学前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结合德国学

前教育的优点与我国国情，对我国学前教育提出了六点建议。

一、中德学前教育比较
(一)学前教育机构设置的比较

德国的学前教育机构类型多样化，主要有幼儿园、学校附设幼

儿园、学前班、特殊幼儿园、托儿所、“白天的母亲”、林间幼儿

园等。具体而言，德国幼儿园分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大部分家长

将子女送往半日制幼儿园，不是义务教育，幼儿自愿交费入学；德

国学校附设幼儿园主要为已到入学年龄但心理发展还不适合上小学

的孩子而设置的公立预备教育机构，儿童入园完全免费；德国的学

前班是针对不到入学年龄但心理发展已经适合上小学的儿童设置的

教育机构；特殊幼儿园主要是为残疾儿童设置的教育机构；托儿所

是为0-3岁双职工子女设置的保育机构；名称为“白天的母亲”教

育机构是一种教育形式，一些不外出工作、在家照看子女的妇女在

接受一定的培训后，帮助邻近职业妇女照看儿童，当儿童“白天的

妈妈”；所谓德国林间幼儿园,是指以大自然为教育资源库的幼儿

园，在这样的林间幼儿园里，儿童可以从事各种游戏和运动，从而

既可以提高儿童的运动能力，又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并且不会

使儿童因过多的管束而产生心理压抑。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主要由

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组成。其中托儿所招收3 岁前的儿童，贯

彻以保为主、保教结合的方针；幼儿园主要是对三周岁以上学龄前

幼儿实行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也为父母参加工作提供了

方便；学前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存在于幼儿园里的学前班，另外

一种是存在于小学里的学前班，学前班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要进

入小学的儿童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综上所述，德国的学前教育

机构种类多，能照顾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心发展状态的儿童，

能让孩子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发挥其潜力；而我国的学前教育机构种

类偏少，不能很好照顾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需求的儿童。

(二) 课程设置的比较

德国的学前教育机构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改革方案或大纲，根

据儿童的特点来设置相应的体验课程。这些课程以游戏为主，使儿

童在玩的过程中，儿童的独立性、合作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能得

到充分地发展。在中国，2001年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

行) 》指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划分为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体

验课程涉及领域广泛，让幼儿大开眼界，课程以游戏为主，能够激

发儿童的兴趣，在玩的过程中掌握合作与社会适应能力。我国的学

前儿童所学课程涉及面也广，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儿童多面发展，

只是侧重点稍微有所不同。德国更加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意识以及

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以帮助学生在自然的状态中发展个性。而中

国则是从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出发，全面培养学生能力。

(三)教学组织形式的比较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最明显的特征是混龄编班，班级规模较小，

每班不超过20 人。这种混龄教育体现了“自由发展”与“自我教

育”的特点，日常教学活动主要采用个别教学、小组活动，基本不

组织全班性的集体活动。然而，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编班是按年龄

编班，班级规模较大，每班基本都超过30人，主要是进行集体教学

活动。由此可见，德国的混龄编班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个性，促进不

同年龄儿童之间的相互沟通，增强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大量采用

小组和个别教学的形式也能使每个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中国的

学前教育则主要按年龄分成大班进行集体教学活动，无法对每个学

生因材施教,也阻断了不同年龄儿童相互学习的机会。

(四)学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比较

德国幼儿教育的重要特色是: 学前学校教育辅助家庭教育，是

家庭教育的补充和完善。换言之，家庭教育始终是教育的第一位。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经常邀请家长参与各项活动，并在每学期开学初

和家长讨论每学期的工作计划，也欢迎家长到幼儿园做“义工”，

充分体现了家长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家庭教育是学

前学校教育的辅助。每学期学前机构也开家长会或家长开放日等活

动，活动中教师告诉家长幼儿园每学期的工作计划，或者邀请家长

参与幼儿园的各项活动，家长在学前教育阶段显得比较被动。由此

可见，德国学前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补充和完善，而中国学前教

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殊不知家庭教育理应在学

前儿童健康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学校教育不能包办学前教育。

二、中德学前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中德两国学前教育的比较不难看出，两国学前教育在教育机

构设置、教学组织形式及学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上差异明

显。以下主要从政治背景、价值观念两方面来分析两国学前教育差

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193

2016年第7期
总第164期

No.7. 2016
Sum 164

教育教法探讨与实践

(一)政治经济背景

就政治背景而言，德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联邦州有很大的自

主权。各联邦州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教学标准与教学计划的基础上

可以自行发展。学前教育机构可以根据自己所在联邦儿童的特点制

定教学计划、设置课程等。在中国,教育部会颁发政策，各地可根

据自己的情况对课程设置进行微观调整。就经济而言，德国属于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德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提供

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尽管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这也直接导致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由此，两

国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两国学前教育在机构设置、课程设置

与教学组织形式上的差异。

(二)价值观念

德国人认为孩子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

的人是教育的最高追求，也是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要将孩子努力

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就要不仅发展孩子的社会属性，而且要发展

孩子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学前教育要努力培养孩子的

个性、独立性、合作能力及社会交际能力。中国的教育实情是：教

育更注重的是知识掌握的多少而不是掌握的途径和过程。因此，在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学前教育更多地注重对孩子知识的培养，而

不是培养孩子的个性、独立性、合作能力与社会交际能力。一味地

向孩子灌输知识，对培养孩子的各项能力的强调还不够，孩子与自

然、社会互动也不够。

三、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建议
(一)学前教育机构应多样化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类型多样化，而且每种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

都是为特定儿童发展而服务的。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类型相对较少且

没有针对性,学前教育机构都是整齐划一的，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

就送去好的幼儿园，而针对残疾儿童的特殊幼儿园较少。鉴于此，

我国应重视学前教育机构类型的多样化发展。

(二) 学前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把学前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完整

的人”

注重把学前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德国学前教育目

标的鲜明特色。我国制定的学前教育目标侧重于对儿童知识获取能

力的培养，在学前教育阶段就过早地摄入了小学才该学习的知识内

容，而较少关注对儿童的独立意识、动手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

面的培养。因此，我国应该适当借鉴德国的培养目标，结合我国实

际，顺应儿童天性，培养儿童独立的人格，成为“完整的人”。

(三)学前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应多样化

因具有混龄编班与较小班级规模这两个特色，德国学前教育机

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多以个人和小组活动为主，有利于学前儿童主体

性、合作性、个性的发展。而我国幼儿园班级规模较大，且按年龄

分班，多采用集体教学的方式，教师很难照顾到所有儿童，往往较

多地关注表现比较优秀的和活泼的儿童，不利于因材施教，同时儿

童的自主性、积极性、社会性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因此，我国

学前教育要考虑我国实际，在采用集体教学的同时也可多采用小组

或个别活动，使每位儿童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四)重视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

我国的家庭教育在孩子的学前阶段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

我国，许多家长错误地认为，儿童在幼儿园表现的优劣主要取决于

幼儿园老师教的好坏。家长很少参与学前教育机构的活动，只是每

天按时接送孩子，在家也很少与孩子沟通交流，不重视家庭教育。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也不断提

高。家长也慢慢地转变了“学校教育是主体”的错误观念，开始更

多地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学前教育机构也要逐步让家长主动参与

儿童活动，共同商议教学计划。家长不再是活动的观众，也是活动

的参与者。

四、结论
分析比较中德两国学前教育，借鉴德国学前教育的优点，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能为我国当前学前教育改革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种类多、针对不同身心发展的学前儿童有针对性

地办有不同类型的学前机构；根据儿童的特点设置课程；实行混龄

编班、且班级规模小，并重视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德国与中国学

前教育在政治经济背景、价值观念上有不同，因此造成了两国学前

教育具有明显差异。据此，学前教育机构应多样化；学前教育的培

养目标应是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学前教育教学组织

形式应多样化；切实处理好学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学前教育的优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更好地

改革发展当前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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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stablishment, curricula establishment,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hom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German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differences, followed by four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ur current preschool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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