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前沿·

概念重建( reconceptualize, 也被称为再概念)

是课程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变。概念重建

运动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当时

美国的一批课程学者对传统课程观念展开全面批

判, 并希望对传统课程观念进行重建。〔1〕1971 年,

麦克唐纳明确提出“概念重建”一词。〔2〕概念重建

主义者把自博比特、查特斯等人的早期科学化课程

开发理论到泰勒原理以及基于泰勒原理发展而来

的种种课程研究观念统称为“传统课程论”, 认为传

统课程理论“秉持实证主义科学观, 追求课程理论

的‘客观性’⋯⋯使课程理论沦为控制工具”。〔3〕自

1980 年起 , 概念重建主义者致力于课程改革实

践, 并逐步构建和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基于批

判主义视野, 学前教育领域也展开了对主流学术

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实践中发展: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源于美国部分学者对 “适

宜性发展课程( DAP) ”的批判。学者的批判理论以

及由此产生的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运动深深地影

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

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运动始于 1990 年在美

国田纳西州召开的“早期儿童教育质的研究”研讨

会。〔4〕1991 年 ,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召开了首次以

“早期儿童研究、理论与实践概念重建”为题的研

讨会, 此后该研讨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 与会者

相对固定, 因此可以称之为“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

运动年会”。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前几年相对集

中在美国进行, 目前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欧洲、大洋

洲和亚洲。学前教育概念重建的内容主要有: 挑战

旨在控制并限制人类思维的宏大叙事; 认识并尊

重人类存在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差

异性。再概念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揭示那些处境不

利并被贴上不恰当标签的人群的生存环境。与此

同时, 再概念主义者还努力避免自身产生新的真

理或宏大叙事。再概念主义者反对把真理绝对化,

强调认识的相对性。

再概念主义者对主流的学前教育质量观进行

了批判, 强调 “早期教育质量要融入社会文化背

景”。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是不同的, 所

以学前教育质量也应该从追求统一的标准到追求

意义的生成, 即学前教育质量具有动态性与相对

性,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还有一些概念重建者

认为: “当代教师教育中主流的原则既不能说是坏

的原则, 也不能说是好的原则, 这些原则不能被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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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地采纳。”〔6〕在教师的成长过程中 , 教师的

成长不是线性的 , 而是复杂的 , 普适的理 论不适

合教师个体。教师个体的职业 成长经验 是复杂

的 , 是不可预期的 , 教师个体的职业成长需 要依

赖于教师的自我反思、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方法

与实践的变化。〔7〕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个人意义。

学前教育概 念重建与课 程领域的概 念重建

存在一定差异。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主义者没有

统一的组织 , 也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 , 他们彼此

的具体课程主张差别很大。如果细加分辨 , 概念

重建主义课程范式可以大致分为 “存在现象学”

课程论与批判课程论两类。〔8〕“存在现象学”课程

论强调课程与个体经验或体验的联系 , 批判课程

论则强调反思性实践。与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相

比 ,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更偏向于批判 性 , 强调公

正、平等 , 强调对差异性的关注。需要强调的是 ,

学前教育领域也关注课程领 域概念重 建主义者

的“生活经验”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 , 学前教育

概念重建运动对不同文化的 尊重恰恰体 现了现

象学尊重生活、尊重不同经验的观点。

当代学前教 育领域概念 重建运动中 影 响 最

大的主题是 : ( 1) 对皮亚杰理论的批判 ; ( 2) 强调

学前教育研究的生态主 义人类学视 野。在此观

念的影响下 ,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超 越早期教

育质量”的口号。他们认为 , 不同国家具 有不同

的文化 , 在学前教育中存在着不同的教 育观念 ,

这些观念体现了不同文化的 智慧 , 无法 证明哪

一种文化好 , 哪一种文化不好。针对一些幼儿园

对瑞吉欧的崇拜与模仿 , 研究者多次 强调要从

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 , 在 分享重建瑞 吉欧体系

的过程中要从各自社会的政治、文化 、社会角度

出发。〔9〕

罗 高 福 经 过 长 期 的 观 察 和 比 较 研 究 后 认

为 , 过去以欧美中产 阶级的教 育观作为标 准对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进 行评价 , 实 际上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建立在皮亚 杰认知理论 基

础上的所谓科学的学前教育儿 童观 , 特别是 全

球 影 响 甚 大 的 “适 宜 性 发 展 课 程 ( DAP) ”, 实 际

上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 因为皮亚 杰的研究 过于

关注人的智力问题 , 把儿 童作为脱离 文化背景

的普遍定义的儿童 , DAP 课程以认知为基础 , 忽

视了儿童的文化问题。概念重建主义者对 DAP

的批判极为成功。托宾认为 , 全球化时代下的学

前教育质量标准的一体 化并不适合 各种特殊的

文化背景。

学前教育概 念重建的一 个最大特点 体现在

教师的反思上。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起始于对

学前教育方法的反思。建立在现代认知科学基础

上的学前教育理论过于强调教师对儿童的观察 ,

强调理论的普适性 , 忽视了文化的影响。概念重

建主义者认为 , 在学前教 育中不存 在普适的概

念, 因此宏大叙事性的研究方法并不适合学前教

育研究。

二、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在中国

由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之

间存在的联系 , 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接受

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同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倡导的课程重建观念。随

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 , 中国学前教育

界开始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反思 , 这也间

接反映了再概念运动在中国的影响。比如研究者

对教师的定义已经从过去的“传道、授业、解惑”、

“园丁”、“春蚕”、“蜡烛”转变为今天的“对话者”、

“理解者”、“支持者”、“合作者”、“平等中的首席”、

“反思者”、“成长者”; 儿童的角色也从“习得者”转

变为“成长者”、“探索者”。另外, 对知识观的重新

理解也引发了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对传统观

念的重新思考, 比如对学前教育质量的关注从单

纯地关注西方转向关注国情 , 一些地方政府在政

策上也出现了转向 , 从单纯地关注优质幼儿园转

向关注郊区、城镇相对处于劣势的幼儿园。

朱家雄提出不能按西方人的标准来评价中国

的学前教育 , 也不能在全中国实行统一的学前教

育评价标准。朱家雄还对中国学前教育界的一些

现象进行了反思 , 比如不假思索地照搬国外的幼

教理论, 没有考虑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等。①过去,

学前教育质量的主流话语 主要体现 在其技术性

和可控性上 , 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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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传播到全世界。我

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借鉴 ,

能满足部分公民对高水准学前教育的需求, 但是

同时也有可能丢失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10〕

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 , 是对现行以及传统的

学前教育观念的 再思考 , 强 调学前教育 要与文

化 、社 会 、儿 童 的 环 境 相 一 致 , 最 终 实 现 和 谐 发

展。在我国学前教育中值得重新思考的有集体教

学与分组教学、师幼比例、过程与结果、识字教学

等问题。

按照西方的师幼比理论, 集体教学存在一系

列不足, 诸如人均活动面积太小, 儿童与教师的交

流机会少等。但是在教师数量无法与儿童人数相

匹配的情况下, 集体教学能够明显缓解幼儿园师

资不足的缺陷, 对于维护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具

有一定作用。托宾比较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幼儿园教学后发现, 集体教学存在着自身的优势,

如同伴间的交往更多, 虽然它可能存在着影响师

幼间互动次数的弊端, 但是在重视集体教学传统

的文化里, 集体教学的益处能够得到社会认同。分

组教学则源自西方主流的学前教育理论。尽管分

组教学能让儿童受到更多的关注, 但在经济不太

发达而且重视集体教学的文化背景中, 在学前教

育中开展集体教学更合适。

在我国一些 地区 , 受经济 发展影响 , 幼 儿园

园舍建设的速度无法满足人口发展的需求 , 有的

班级儿童人数达到 60 人之多。这种师幼比例明

显达不到主流学前教育理论的要求。按照美国学

前教育质量标准的底线 , 这种大大超过师幼比要

求的幼儿园可能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语言、情

感和认知发展。然而, 托宾的研究说明, 儿童人数

多的班级更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这些幼儿

园的儿童离开幼儿园时 , 他们与美国儿童一样已

经为未来的成功做好了准备。对中国一些学前教

育资源相当匮乏的地区而言 , 要求当地的学前教

育机构做到师幼比、儿童 自主探索、教 师个别化

教学以及环境与幼儿互动等 , 不仅是不合适的 ,

而且可能十分有害 , 〔11〕 因为这与当地的经济、文

化不相适应。

受现代学前教育理论影响, 国内学前教育界

基于对儿童游戏的重视, 强调幼儿园课程与教学

在过程与结果之间要重视过程。特别是在游戏过

程中, 理论研究者一直强调要重视过程而不能重

视结果, 特别强调儿童的探究式学习, 并认为这种

学习方式有利于儿童主体性的发挥。中国传统的

“灌输式”教学被认为有损儿童的身心发展 , 不利

于儿童发挥主体性。以儿童初次开宾馆房间的房

门为例, 西方主流的儿童教育理论主张让儿童自

己尝试, 探索开锁的方法 ; 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

成人通常是一次性教会儿童如何直接开锁, 然后

让儿童在练习熟练的基础上再探索新的方法。这

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都有一定的效果。尽管西方

的探索式 学习一度被 认为是比 较有效的教 育方

式, 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成人的传授同样具有一

定教育价值。

中国目前主流的学前教育观反对儿童识字, 认

为现行的儿童识字教学有损儿童的身心健康。然

而, 陈鹤琴与张宗麟经过研究后认为, 在幼儿园可

以进行识字教学。他们认为: “在讲了猫的故事以

后, 给他看一个猫字, 一张猫的图画, 小孩子不但对

于这个故事的兴趣格外好, 而且对这个故事的情节

记得格外牢。”〔12〕陈鹤琴还介绍了数种对儿童进行

识字教育的方法。但他们同时强调, 幼儿园的识字

教学应该适应儿童的需要。目前, 我国一些农村幼

儿园和一些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还存在着识字教

学的内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适当的识字教学, 这

一方面迎合了家长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

文化对读书、识字的重视。根据陈鹤琴与张宗麟在

鼓楼幼儿园的研究, 在教师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

幼儿园可以适当满足家长对儿童识字教育的要求。

学前教育的 再概念主要 强调 对 当 代 主 流 学

前教育观进行重新思考 , 如儿童观、教师观、专家

观等。随着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加深 , 以及人类

生态学的深入人心 , 在“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的

指导下 , 中国学前教育可能会更好地处理外来文

化与本土理论间的关系。比如 , 中国的幼儿园已

经开始认识到因地制宜办园的重要性 , 从过去的

“大一统”模式逐步走向生态式的课程取向。这些

趋势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学前教育的理性化 , 另一

方面也体现 了中国学 前教育正在 走向成熟。不

过, 一些幼儿园在园本课程开发方面的束手无策

也说明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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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比较深厚的国家 , 在对外交流中如何坚持自己

的文化立场 , 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学前教育的

智慧又不拘泥于传统 , 这对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

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 同时也是

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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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ment of Reconceptualizing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Yan Zhonglian
(Academic of Children Cul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R econceptualizing Preschool Education”, originat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reflection on the main idea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and insists on respecting and adapting the diversity in different culture. Some
concepts have been in discussing in China, such as children’s literacy, teaching in collectivit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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