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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幼儿进行社会性教育, 就是对幼儿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日本对幼儿进行社会性教

育注重潜在环境因素; 通过真实的与社会接轨的活动和成人表率作用, 对幼儿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重

视生命教育与培养社会适应性等特点, 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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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发展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心理与教育研究表明,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与其将来的

社会交往、情绪情感、社会适应性、学业成绩、智力发

展等因素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去年 9 月, 笔者随

温州民办教育协会组织的考察团, 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参观考察, 其生态化的整洁环境, 彬彬有礼的

市民, 井然有序的交通, 敬岗爱业的司机等, 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幼儿园在幼儿社会化养成方面的许多

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做了诠释, 值得我们借鉴。

一、简朴、生态化的环境能给幼儿社会化营造

良好的氛围

众所周知, 日本经济发达, 科技先进。于是, 我们

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幼稚园的硬件也会是最好的。但

是, 参观了他们幼稚园之后, 我们感到反差极大。幼儿

园的环境和硬件设施极为简朴, 看不到一点“豪华”和

“现代化”的影子, 幼儿的玩具是各种各样的废旧物和

自然物, 如绳子、席子、纸盒、瓶子、旧轮胎等应有尽

有, 只见孩子们乐在其中。户外是一个小院子, 院子的

地是泥地, 种有多种植物, 在这样的环境中, 没有塑胶

地散发的气味, 也没有水泥地反射的刺眼的光线, 站

在树阴下使人感到很平静、很舒适。

在幼稚园看不到现代化的设备和琳琅满目的高

档玩具, 这与日本先进发达的科技社会似乎形成强

烈的反差。但这正体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 以人为本、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其实, “适

宜的社会性行为必须经过儿童自身的体验才能被认

同和内化。”正是这些废旧物品让孩子们有广阔的想

像空间。科技的进步, 使人们形成更大的生存压力,

营造“适者生存”的氛围, 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 通过

生态式的环境进行教育, 从而培养孩子关心自然、关

心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让孩子受益终

生。在参观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洗手间门口, 摆放

一个大塑料箱, 用来存放圆筒卫生纸的内芯, 供幼儿

创造性地玩耍。这些本来是“垃圾”的物品却让孩子

们构建了变化多端的玩具饰品。教室里有一排小椅

子是纸盒做的, 而且很结实, 椅子外面套上布套, 非

常温馨。每个活动室都有一个类似储藏室, 专门存放

废旧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 还有什么理由

不珍惜资源、不关心环境呢? 反观我国, 人民的生活

水平并不高, 但幼儿园却都要追求装修豪华, 玩具、

设备设施高档, 这是否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颇

值得我们三思!

普及幼儿教育需要大众化、平民化 , 我们要办

“平民化”的低成本高质量的幼儿园。利用有限的

资源为幼儿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它反映了节约型

社会的时代精神 , 符合我国国情 , 符合我国的优良

传统。陶行知先生早就提倡办平民幼教, 办大众幼

教。我国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 怎样充分

利用资源, 特别是在农村怎样充分利用有限的、非

常独特的自然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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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的、与社会要求接轨的活动设计能有

效促进幼儿社会化

在立中之町幼稚园发给我们的简介中, 我们看

到了幼稚园平日组织的各种社会体验活动, 如与中、

小学生们一起玩耍, 亲子野餐露营, 参加社区活动

等。让幼儿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接触, 为幼儿

最初的社会性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践机会, 为

他们将来更快、更好地融入现实社会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在幼稚园组织的欢迎会上, 不像国内幼儿园那

样精心挑选部分“演员”, 经过反复训练 , 机械化地

动作表演, 而是面向幼稚园的全体幼儿。三岁组、四

岁组分别表演儿歌“井、剪子、布”“宇宙船的歌”, 五

岁组的孩子与参观者一起跳邀请舞 , 虽然语言不

通, 但欢快的音乐早已使大家忘记了国籍。从他们

稚嫩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是大方、友好的表情 , 气氛

异常热烈。对于这样的机会, 日本幼稚园不是把它

看成是表演节目给客人看 , 而是充分利用这种“人

力资源”, 因为难得有这么多的客人, 这正是一个培

养幼儿与人交往的大好时机。宽松、融洽的互动过

程, 锻炼了幼儿的胆量、增强了其自信。

作为东方文化的共同产物, 在幼儿社会性教育

目标上, 我们和日本大同小异。如在日本的《幼儿园

教育纲要》人际目标中提到: “主动与周围的人相互

交往 , 培养对他人的友爱之情和信赖感。”[2]我国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社会领域目标提

到“乐意与人交往 , 学习互助、合作与分享 , 有同情

心。”但活动的理念及设计、操作却相距甚远。作为

幼儿社会性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许多幼儿园都设计

了大量的集体教学活动 , 通过说教进行社会性教

育, 但这种临时性的角色体验是浅显、短暂的, 孩子

们的角色意识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结束, 效果自然很

难持久。儿童社会性教育是建立在成人与儿童交往

的基础上的, 而儿童与成人的交往又是建立在成人

对儿童的理解的基础上的。[3]

对幼儿进行社会性教育不是故弄玄虚的高深

理论, 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教育。因为社会性教育

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课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体

现了当众发言的社会技能, 体育游戏体现的是处理

输赢的技能, 户外活动可以体现接近和加入同伴的

技能⋯⋯可以说, 幼儿一日生活中充满了社会技能

训练的契机。社会性教育既来源于生活, 最终将还

原于生活 , 当然应借助于生活 , 在日常活动中让幼

儿体验、练习、巩固、深化。

美国教育家班杜拉认为, 人的行为的变化不是

由个人的内在因素单独决定的, 而是由它与环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来决定的。幼儿园既应当是孩子的乐

园, 又应当为孩子提供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联结, 让他

们在日后的社会化进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们

对幼儿的责任, 也是我们对未来社会应做的贡献。

三、教师们自觉的、率先垂范的自我意识及行

为有利于幼儿内化社会性要求

幼儿园教师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

素, 其对儿童社会性发展起着直接、重大的影响。教

师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指导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

决定着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性质与水平[4]。在幼稚园社

会性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教师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他

人。在许多规则面前, 我们许多教师充当的是一个说

教者角色, 而不是一个实践者角色。在这一点上, 立

中之町幼稚园老师们为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在参观的过程中, 我们和园长及其他老师一样, 穿着

袜子走在木地板上。参观一圈回到进口处时, 笔者发

现, 进去时随脚脱下的还算摆放整齐的鞋子, 正像我

们平时要求幼儿做的那样, 一律鞋头朝外整齐地排

列在门口, 一位老师静静地站在一旁微笑着恭候我

们, 当时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们常常抱怨, 教育的要求很难转化为幼儿的

自觉行为 , 经常埋怨孩子“不听话”, 却很少反思自

己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许多教师也

知道“身教重于言教”的重要性, 也知道要求孩子做

到的自己首先应该做到 , 可真正落到实处时 , 往往

所行非所言: 要求幼儿轻声说话 , 可自己却总想以

自己的声音“震住”幼儿; 要求幼儿玩好玩具后要收

拾玩具, 摆放整齐, 可钢琴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杂物。

正是成人的言行不一, 损害了教育工作者的威严,

影响了教育的神圣, 削弱了教育的效果。

四、培养幼儿的生存能力是社会性教育的必修课

对儿童进行社会性教育应该遵循 “由里向外”

的原则 , 首先要从儿童的“自然性”出发 , 人的自然

性包含了人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5]笔者一直

在思考 , 幼儿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期 , 我们该做些

什么?所以, 这次到日本, 便迫不及待地了解日本幼

儿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对孩子进行 “健康与生存”方

面的教育的。笔者请教了一位正在幼稚园指导工作

的大学教授磯部先生, 她向我们介绍了幼稚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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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 还发给我们一些材料 , 笔者随机翻阅了一份

“东亚五大城市( 东京、汉城、北京、上海、台北) 幼儿

生活调查”( 2003 年) , 这份问卷以幼儿监护人为调

查对象 , 其中有调查兴趣班情况 , 结果发现东京的

孩子参加游泳班、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类项目最多,

北京、上海、台北参加绘画班最多, 汉城学习朝鲜文

字和算术为最多[6]。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南京师大

读书时 , 一位日本幼稚园园长给我们讲学 , 他是第

二十三届奥运会日本总领队、体育教授。可想而知,

在日本有多重视幼儿的健康与生存。难怪日本的孩

子在夏令营中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而我们的孩子跌

倒了不会自己爬起来 , 不懂得照顾自己 , 没有起码

的自理能力。如天还未冷, 我们的家长就使劲给孩

子添加衣服 , 在幼儿园不小心摔跤 , 家长不是找园

长老师论理, 就是心疼地哭。由于过分宠爱, 养成了

一些孩子“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坏习惯。

稍感欣慰的是, 国内有些幼儿园已意识到了这

一问题, 开始有涉及这些方面的教育内容了。如教

师会让孩子思考“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办? ”“火场逃

生的正确方法有哪些? ”等等。毕竟, 这也是综合素

质教育的内容之一。

五、培养幼儿的社会规则意识, 以加强社会适应性

社会规则和日常生活规则是幼儿阶段社会性

教育的重头戏, 也是一直以来困扰广大教师的一个

难题。日本教育家松本喜一郎认为, 当一个人步入

社会时 , 不仅要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 并且不给其

他共同生活的人增添麻烦, 还能做出有益于整个社

会的劳动。在日本, 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不给别人添

麻烦”, 这就要求幼儿要有良好的规则意识。社会性

形成是有赖于教育和指导的,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是

在与周围人共同生活、共同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展

起来的。在幼稚园集体生活中, 他们有了集体意识,

在与其他小伙伴交往中, 他们逐步开始了解人际关

系, 慢慢地学会将来社会所必需的素质。日本强调

的是幼儿在集体中相互信任, 相互合作和交往, 并

通过集体来加强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日本《幼稚

园教育要领》提出“积极和朋友交往, 和朋友共同感

受快乐和悲伤”“看到伙伴的优点, 感受到一起活动

的快乐。”教师向幼儿传授人际关系经验时, 首先要

求他们尊重别人 , 理解别人 , 在幼儿期就培养他们

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在与其他幼儿的共同生活和

联系中, 学会如何相互合作, 如何解决纠纷, 让他们

逐步体验到与人共鸣的愉快感觉。

因此 , 我们要加强对幼儿的社会性教育 , 就应

将与某种生活内容或生活方式相应的社会性教育

目标结合进去, 挖掘日常生活中不同活动的内容和

方式的教育价值, 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总之,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日本对幼儿进行

社会性教育的做法不仅促进了日本幼儿教育的发

展, 也无疑给我国幼教带来了良好的启示。但由于

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 , 经济基础不一 , 因此我们还

应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有选择地“洋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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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fants’Sociality in Japan
Lin Yan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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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the infants’sociality is the education of how to be an upright person for

infants. The potential element of environmen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one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fants’

sociality in Japan. The re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sample of adults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infan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ducation on lif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brings us many lessons to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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