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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立是我国传统优秀民族精华之一。自立人格是心理学领域的新概念，指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生存与发展

问题中形成的包括个人与人际两个方面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质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因素，它具有

丰富的内涵。本研究从自立人格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幼儿园 教 育《纲 要》和《指 南》这 两 份 重 要 文 件，在 分 析 我 国 幼 儿 社 会 性 教

育的目标、内容的基础上，探讨自立人格理论对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并对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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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立人格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自立人格理论的内涵

１．自立人格

自立人格指“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生

存与发展问题中形成的包括个人与人际两个方面的

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质的

一种综合性的人格因素，可以从理论上划分为人际

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方面。［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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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

根据夏凌翔等提出的自立人格理论，自立人格

包括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分别体现为五种

特质。“人际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

本人际交往问题中形成的带有人际色彩的独立性、
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２］５９３－６０３；“个

人自立就是个体在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人生活

问题中形成 的 非 人 际 色 彩 的 独 立 性、主 动 性、责 任

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２］５９３－６０３

人际自立包括人际独立、人际主动、人 际 责 任、
人际灵活和人际开放五方面，人际独立指个体能自

己从事独立的人际活动；人际主动指个体主动与人

交往；人际责任指个体对人忠、信；人际灵活指个体

不刻板地坚持人际交往的原则与方式，能够权变；人
际开放指个体积极容纳他人；个人自立包括个人独

立、个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五方

面。［１］个人独立指个体能自己解决所遇到的基本个

人生活问题；个人主动指个体自发、自觉、及时的解

决个人生活问题；个人责任指个体行为严谨；个人灵

活指个体不刻板的坚持已有的东西（如规则、思想、
计划等），能权变、现实地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个人开

放指个体乐于接纳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思想等

新事物。［２］５９３－６０３

３．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的关系

人际自立主要是个体解决人际活动中的问题，
比如，人际交往的主动积极、对人忠诚、讲诚信，能灵

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个人自立主要是个体解决

个人活动的 中 的 问 题，如 生 活 自 理 能 力，能 自 己 吃

饭、自己穿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人际自立和个

人自立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相互排斥，它们内部的五个方面：独立性、主动

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根

据已有研究，在自立人格的１０种特质中得分均很高

的人数很少，这也可见它们之间的独立性。［３］９５２－９５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立人格是个体 对 自 我、
他我、自我与他我关系的认知以及处理自我与他我

关系的成熟。其中个人自立是将个体置于“自我”之
中，人际自立是将个体置于社会之中。但仔细分析

会发现，无论是个人自立还是人际自立都逃离不开

特定的“社会关系”，即自立人格是置个体于一定“社
会关系”之中来考察的。没有逃离“社会关系”的自

立人格，即使个人自立中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

责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如，独处、自理、自我接

纳、自律、慎独等看起来与他人无关，实际上也是“社

会关系”规约的结果。高自立人格者能很好地摆正

自我与他我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对自我、他我和

自我与他我关系有正确而深刻的认知，并且能够很

好地处理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等

各方面表现自信、成熟与灵活。因此，自立人格的养

成是针对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而言的。必须将个体

置于“社会 关 系”之 中，才 能 促 进 自 立 人 格 的 养 成。
此外，自立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伴
随人生的各个成长阶段。因此，自立人格的培养应

从幼儿开始。
（二）自立人格的五种机制

自立人格涉及的５大类特质主要提供了以下５
类机制：独立性，主要是一种能力机制———个体能独

自解决问题；主动性，主要是一种动力机制———个体

主动积极；责任性，主要是一种约束机制———个体不

恣意妄为；灵活性，主要是一种弹性机制———个体能

更好地适应环境；开放性，主要是一种拓展机制———
个体保持对新异的欢迎和好奇。在一定情境下这５
大类机制既可能相互配合，也可能相互制约，甚至相

互排斥，［３］９５２－９５４如灵活性与独立性可能就会是一对

制约关系，个体可以灵活运用各种资源时，不一定事

事亲为。
（三）高自立人格与低自立人格在社会活动中的

表现

高自立人格的人与低自立人格的人在社会活动

中表现有很显著的差异：高自立人格的人对环境通

常表现出积极的接纳态度，对事物更包容，处事更开

放灵活，容易接纳新事物，对新异事物保持好奇心；
而低自立人格的人则对环境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刻

板，不灵活。高人际自立者，对积极的人际信息给予

更多关注，而低人际自立者，却更多地看到消极的人

际信息。
此外，高自 立 人 格 者 由 于 自 身 积 极 的 心 态，所

以，在个人的生活和交际中不容易受挫，而低自立人

格者由于自身的消极心态，反而使他们在生活中常

常受挫，一旦遭遇挫折，高低两种自立人格者也会采

取不同的态度，前者能更好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

绪体验，积极解决问题，消除影响；后者则在这方面

显得无力，甚至坠入死胡同。

二、“自立人格”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自立是个 体 生 存 与 发 展 的 基 础。［４］８６１－８６７“自 立

人格”是儿童健全人格的体现。儿童自立人格的发

展对儿童亲社会行为、良好社会情绪情感、儿童交际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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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形成儿童正确的社会

认知和自我认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立人格

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性人格，让儿童在各类社会性适

应中更 好 地 调 试 自 我，免 受 伤 害［５］１５０－１５４；［６］１７２－１７６。
自立人格中的“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充分

体现了儿童与他人和自我的良好互动，从独立性、主
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和开放性五方面概括了儿童社

会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如，若对儿童的社会教育能

围绕“自立人格”的养成，建立完善的自立人格养成

教育课程体系，将幼儿园、家庭和社区联结起来，共

同实施儿童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对儿童发展不无裨

益。但目前自立人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学生

或大学生 等［７－１４］，极 少 关 注 到 儿 童 自 立 人 格 研 究。
儿童是人格可塑性很强的群体，正处于变化发展的

关键时期，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心理学家在研究中

证实，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是从婴幼儿开始的，因此，
加强对儿童自立人格的研究，加强自立人格对儿童

发展价值的研究，特别是儿童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的

研究至关重要。

三、自立人 格 理 论 视 野 下 幼 儿 园 社 会 教

育的目标内涵与分析

本研究以自立人格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幼儿园

社会教育的目标内涵进行分析，阐释对幼儿进行自

立人格培养的重要意义。分析样本为２００１年正式

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和２０１２年颁布的《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
（一）对《纲要》中幼儿社会教育目标要求的分析

《纲 要》中，幼 儿 教 育 社 会 目 标 的 表 述 为：总 目

标———增强幼儿的自尊、自信、培养 幼 儿 关 心、友 好

的态度和和行为，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发展。具体目

标包括５个方面———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

动，活动中快乐、自信；乐意与人交往，礼貌、大方，对
人友好；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
乐于接受任务，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爱父母、爱

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祖国。
从自立人格理论角度分析，可以看出，《纲要》作

为一个纲领性文本，对幼儿社会教育目标的表述比

较宏观、宽泛，教育要求不具体、不全面，缺乏可操作

性，且其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关注并不全面。从目标

表述和教育要求看，《纲要》更多集中于“人际自立”
方面，即与他人关系方面（人际方面），缺少对“个人

自立”的关注（自我方面），即使是“人际自立”方面也

表达得不够具体、全面和清晰，如“喜欢参加游戏和

各种活动”、“乐意与人交往”、“乐于接受任务”，这是

人际 独 立、人 际 主 动 的 表 现；“礼 貌、大 方、对 人 友

好”，“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则更多是人际

责任的表现；“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可以认为是“个

人独立”的表现，但在人际灵活、个人灵活、人际开放

和个人开放等方面的要求和指导就不够明显了。
（二）对《指南》中幼儿社会教育目标要求的分析

相比较于《纲要》，比它晚１０年提出的《指南》，
在幼儿社会教育目标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方面趋于完善和成熟。２０１２年颁布的《指南》，社会

领域的教育包括两方面：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１．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包括４个目标：
第一，愿意与人交往（人际主动、个人主动）。教

育建议为：“主动亲近和关心幼儿，经常和他一起游

戏或活动，让幼儿感受到与成人交往的快乐，建立亲

密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幼

儿体会交往的乐趣”。
第二，能 与 同 伴 友 好 相 处（人 际 灵 活、人 际 开

放）。教育建议为：“结合具体情境，指导幼儿学习交

往的基本规则和技能”，“结合具体情境，引导幼儿换

位思考，学习理解别人”，“和幼儿一起谈谈他的好朋

友，说说喜欢这个朋友的原因，引导他多发现同伴的

优点和长处”；
第三，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人 际 独 立、

个人独立）。教育建议指出，要：“关注幼儿的感受、
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鼓励幼儿自主决定，独立

做事，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四，关心、尊 重 他 人（人 际 责 任、人 际 开 放）。

教育建议指出：“成人以身作则，以尊重、关心的态度

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和其他人”，“引导幼儿尊重、
关心长辈和身边的人，尊重他人劳动及成果”，“引导

幼儿用平等、接纳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差异”。

２．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包括３个方面的目标：（１）“喜欢并适

应群体生 活”（人 际 主 动、个 人 主 动）。教 育 建 议 有

“打破班 级 界 限”，“经 常 和 幼 儿 一 起 参 加 群 体 性 活

动”，“带领大班幼儿参观小学”等活动；（２）“遵守基

本的行为规范”（人际责任、个人责任）。其中有“教

育幼儿要诚实守信”的教育建议。（３）“具有初步的

归属感”（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性、灵活性、开放性的

综合表现）
经过对《指南》的简要分析，我们发现，《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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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和教育建议，几乎涵盖

了自立人格理论所阐述的１０种特质。《指南》在《纲
要》确定的五大领域的基础上，对各领域的目标作了

详细、具 体 分 解，对 每 一 条 目 标 又 给 出 了３—４岁、

４—５岁、５—６岁三个年龄段的幼儿更加具体的培养

目标，并且给 出 了 具 体 的 教 育 建 议，其 内 容 全 面 具

体，对幼儿教育工作者，包括家长具有非常强的指导

性，《指南》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从这个意义

上讲，《指南》对幼儿社会教育阐述精细、全面而具有

操作性，对幼儿教育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明确了幼

儿教育五大领域的内涵，弥补了《纲要》指导性不强

的问题，但我们也发现，《纲要》和《指南》在儿童“个

人自立”人格培养方面并不那么全面、明确而具体，
“个人自立”人格培养目标与教育建议往往与“人际

自立”人格的培养目标与教育建议杂糅在一起。

四、自立人 格 理 论 视 野 下 幼 儿 园 社 会 教

育课程建构

（一）建立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进行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需

要在明确培养目标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完善幼儿园

社会教育的体系，通过幼儿园的课程建设与实施来

达成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的目标。
目前，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虽有《纲要》和《指

南》的相关规定，《指南》也给予了很明确的操作性指

导，但幼儿园并没有相应的课程体系，因此，围绕幼

儿自立人 格 养 成 教 育 的 目 标———高 自 立 人 格 的 培

养、１０种特质 的 养 成 教 育 进 行 课 程 体 系 建 构，开 发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围绕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

施和课程评价四个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１．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２００１）和《３－
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２０１２）的指导下，明确自

立人格１０种特质培养的目标。根据自立人格理论，
将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目标划分为人际自立和个人自

立两方面，比《指南》中将社会教育的目标（内容）分

为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似乎更贴切而全面，因为人

际交往与社会适应两方面的界限很含糊，后者似乎

包含了前者。综合自立人格理论和《纲要》、《指南》
中关于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相关内容，将幼儿自立人

格养成教育的目标表述如下：
（１）人际自立目标

人际自立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解决基本的人际交

往问题的能力。“促进幼儿个性健康发展。”（纲要），
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人际独立。为能够独立从事人际 交 往 活

动做准备。如“爱父母、爱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

祖国。”（《纲 要》），“具 有 自 尊、自 信、自 主 的 表 现”
（《指南》），“具有初步的归属感”（《指南》）、“鼓励幼

儿自主 决 定，独 立 做 事，增 强 其 自 尊 心 和 自 信 心”
（《指南》教育建议）。

第二，人际主动。乐于并能主动积极地 与 他 人

交 往。如“乐 意 与 人 交 往，礼 貌、大 方，对 人 友 好”
（《纲要》），“愿意与人交往”（《指南》）、“喜欢并适应

群体生活”（《指南》）。
第三，人际责任。遵规守纪、讲文明、懂礼貌、诚

实守信。如“培养幼儿关心、友好的态度和和行为”
（《纲要》）、“能 按 基 本 的 社 会 行 为 规 则 行 动”（《纲

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教育幼儿

要诚实守信”（《指南》中教育建议）。
第四，人际灵活。能主动寻求帮助，灵活处理人

际交往中的问题。
第五，人际开放。接纳、包容和尊重他人，对人、

事保持好奇心。如“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

动”（《纲 要》）、“能 与 同 伴 友 好 相 处”（《指 南》），“关

心、尊重他人”（《指南》）。
（２）个人自立目标

个人自立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解决个人生活问题

的能力。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个人独立。培养能解决基本个人 生 活 问

题的能力。如，生活自理能力，“增强幼儿的自尊、自
信”（《纲要》）、“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纲要》）、
“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指南》）。

第二，个人主动。培养幼儿自 发、自 觉、及 时 地

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主动学习生存必须的

基本能力。《纲要》和《指南》里，多表现为“愿意并主

动参加活动”。
第三，个人责任。培养孩子自 律、自 觉、自 省 的

能力。如“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

动”（《纲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
第四，个人灵活。生活中能坚持自我，又能灵活

调控自我的能力。比如，能调控自己生活中的情绪，
有节制但不呆板。

第五，个人开放。接纳自我，乐于接纳自己没有

接触 过 的 新 事 物、新 想 法，对 事 物 保 持 好 奇 心。如

“关注幼儿的感受，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有针

对性地肯定和表扬，让他对自己优点和长处有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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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感到满足和自豪。”（《指南》教育建议）
以 上 内 容 通 过 表 格 对 比 的 方 式 表 现 将 更 加 明

朗。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与《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的对照表

自立

人格

自立人格

的机制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目标 《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

人际

自立

人际独立
为能够 独 立 从 事 人 际 交 往

活动做准备

“爱父母、爱老师、爱 同 伴、爱 家 乡、爱 祖 国。”（《纲 要》），“具 有 自 尊、自 信、
自主的表现”（《指南》），“具有初步的归属感”（《指南》）

人际主动
乐于并 能 主 动 积 极 地 与 他

人交往

“乐意与人交往，礼 貌、大 方，对 人 友 好”（《纲 要》），“愿 意 与 人 交 往”（《指

南》）、“喜欢并适应群体生活”（《指南》）

人际责任
遵规守纪、讲文明、懂礼貌、
诚实守信。

“培养幼儿关心、友好的态度 和 和 行 为”（《纲 要》）、“能 按 基 本 的 社 会 行 为

规则行动”（《纲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 南》），“教 育 幼 儿 要 诚 实

守信”（《指南》中的教育建议）

人际灵活
能主动寻求帮助，灵活处理

人际交往中的问题

“指导他尝试用协商、交流、轮流玩、合作等方式解决冲突”（《指南》）

人际开放
接纳、包 容 和 尊 重 他 人，对

人、事保持好奇心

“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 的 活 动”（《纲 要》）、“能 与 同 伴 友 好 相 处”（《指

南》），“关心、尊 重 他 人”（《指 南》），“引 导 幼 儿 学 习 用 平 等、接 纳 和 尊 重 的

态度对待差异”（《指南》教育建议）

表２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目标与《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的对照表

自立

人格

自立人格

的机制
自立人格养成教育目标 《纲要》、《指南》社会教育目标

个人

自立

个人独立
培养能解决基本 个 人 生 活 问 题 的 能 力。如 生

活自理能力。
“增强幼儿的自尊、自信”（《纲要》）、“努力做好力所能及

的事”（《纲要》）“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指南》）

个人主动
培养幼儿自发、自 觉、及 时 的 解 决 个 人 生 活 问

题的能力，如主动学习生存必须的基本能力。
表述为：愿意并主动参加活动。

个人责任
培养孩子 自 律、自 觉、自 省、行 为 严 谨 的 能 力

和品格

“知道对 错”，“能 按 基 本 的 社 会 行 为 规 则 行 动”（《纲

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南》）。

个人灵活

生活中能 坚 持 自 我，又 能 灵 活 调 控 自 我 的 能

力。比如能 调 控 自 己 生 活 中 的 情 绪，有 节 制

但不呆板。

《纲要》、《指南》中对个人灵活性人格方面的培养缺少明

确的表述。

个人开放
接纳自我，乐于接 纳 自 己 没 有 接 触 过 新 事 物、
新想法，对事物保持好奇心

“关注幼儿的感受，保 护 其 自 尊 心 和 自 信 心”“有 针 对 性

地肯定和表扬，让他对自己优点和长处有所认识并感到

满足和自豪。”（《指南》教育建议）

　　从表１和表２中可以看出，《纲要》和《指南》对

个人自立人格的培养目标强调得少，且不明确，对儿

童“个人”未加足够的关注，如个人灵活性教育、个人

开放性教育（含接纳自我）等方面关注都不够，给教

师的“教育建议”中有一些教育灵活性和开放性的表

述，但这指的是教师的自立人格表现而不是幼儿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

的建构，既能配合《纲要》和《指南》的要求，又能弥补

它们的某些不足。

２．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内容导向

围绕１０种特质培养目标，设定活动内容，预成

教育与生成教育相结合，注重活动内容的生活性与

儿童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这里阐述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与《纲要》、《指南》

中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目标和教育要求（或教育建

议）是一脉相承的，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并没有完全另

辟蹊径，搞另一套不同于当前幼儿教育指导思想的

东西，所 以，幼 儿 自 立 人 格 养 成 教 育 具 有 普 遍 的

意义。

第二，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为我们展示了自

立人格理论 视 野 下 幼 儿 园 社 会 教 育 内 容 的 总 体 架

构，它更全面、更细致，具有理论概括力，对于开展幼

儿园社会教育，开发幼儿园社会教育课程具有理论

指导价值。以自立人格理论为依据，能够为幼儿园

开发社会教育课程提供新思路。

第三，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内容，并不是

抛弃已有的、被实践论证过的有价值的幼儿园社会

教育内容，另搞一套教育内容，相反，它还需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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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有幼儿园社会教育内容，但它应该有自己更独

到和丰富的教育内容，如，前文已阐述的关于“个人

自立”的相关内容，关于个人独立、个人主动、个人责

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具体如自尊、自爱、自信；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接纳；严谨、自觉、自省；保持开

放进取之心等方面的教育，这恰好可以弥补当前幼

儿园社会教育对“人际自立”，即个人与他人交际的

方面比较偏重，而对个体“自我”方面发展关心不够

的问题。
第四，兼顾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个方面的教

育内容的均衡。当前幼儿园教育在“个人自立”方面

的教育比较弱，虽然也提倡“养成教育”———习惯、性
格、自理能力等，但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独立”方面，
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不依赖等。因此，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课

程内容，需要在已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
加强“个人自立”方面的养成教育，如，主动学习、严

以律已、自律自觉、灵活、不沉溺、正确看待自己、接

纳自己、自我调控（认知、情感、行为）、保持进取心、
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等。

３．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

在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方面，已有

的幼儿社会 教 育 课 程 实 施 方 式、方 法 都 值 得 借 鉴。
鉴于自立人格强烈的社会性偏向，因此，在教育中也

会有自己的特点，结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年龄特征，
应多注重生活教育、体验教育。

（１）多样化教学。自立人格１０种特质是相互独

立又相互配 合 的，甚 至 在 特 定 情 境 下 还 相 互 排 斥，
如，独立性与灵活性是一对矛盾关系。在教学中单

纯依赖某一种方法是不行的，因此，首先需要多样化

的教学，游戏法、操作法、问题情境法、生活体验法等

多种方法地配合使用。
（２）主题情境教育活动。主题情境教育活动是

最实用而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真实和创设情

境（包括故事情境）进行教育活动，该种活动在幼儿

“人际自立”和“个 人 自 立”养 成 教 育 活 动 中 都 可 以

运用。
（３）生活体验活动。这是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

育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真实的生活。主要表现为

在幼儿园中开展的生活体验活动，如，许多幼儿园都

有类似“生活体验馆”这样的室内外活动场地，幼儿

体验包饺子、做饭、种菜、挖沙、搬运、装饰……有个

人活动，也有人际活动，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种活动

方式。

（４）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指的是户外实践活动，
参观、访问、社会实践、社会调查都属于这一类活动，
如，超市购物、参加社区劳动、参加家务劳动、自己整

理房间、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义卖活动、送温暖活

动……当然，鉴于幼儿的年龄特点，社会实践活动需

做好必要安全措施。
（５）角色游戏。角色游戏法是最有趣味的方法，

融教育内容 于 游 戏 之 中 是 最 容 易 让 幼 儿 接 受 的 方

式。与主题情境教育活动中故事表演（表演游戏）不
同的是，这里的角色游戏，模拟的是真实角色、真实

生活，如，交警指挥交通游戏、医生和病人、售货员和

顾客、妈妈和孩子。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培养孩子的

“人际自立”人格，因为角色游戏涉及到与他人的关

系，所以，对“人际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可能更有价

值。但也有一些游戏，比如，士兵站岗、想象游戏、一
人饰多角的游戏（如一个小姑娘自言自语，一个人玩

过家家游戏，她自己既是妈妈、又是孩子，中间还有

自问自答的言语活动，甚是有趣），也能培养孩子的

“个人自立”人格。

４．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评价

鉴于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实

践性，表现性 评 价、活 动 性 评 价 应 是 主 要 的 评 价 方

式，即以幼儿在生活、活动中的表现为评价的内容和

依据，记录幼儿在日常活动中的种种行为表现，并进

行评价。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教师和家长，还可以是

同伴（同伴 提 名），也 可 以 借 助 量 表 进 行 评 价，根 据

１０种特质制定符合幼儿各阶段发展水平的相应 标

准，以此进行评价。但是，也存在问题，原因是：一方

面，因为儿童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人；另一方面，儿

童的发展存在个体差异，量化的评价存在过于整齐

划一之嫌，对儿童的评价有失偏颇；第三，鉴于儿童

的认知水平，不能以问题方式来测量，而只能以情境

的方式进行测量，这样工作量大，问题设置有难度，
测查结果可能不准确；第四，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还没有关于幼儿自立人格发展的量表，也没有像儿

童身体发展评价量表那样成熟的儿童自立人格量化

标准，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实施要点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课程体系建构与完善是

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幼儿园教师在课程实践

中正确认识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对幼儿社会性、情绪

情感发展的意义，注重因材施教，加强家园共育，以

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

１．正确认识自立人格培养在幼儿社会性发展中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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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自立人格理论关于自立人格者的１０种特质和

相对应的５种机制，对幼儿社会教育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指导，通过对个体的自立人格的分析可见，健全

的自立人格是未来人必不可少的品质，也是我国历

来提倡的理想型优秀人格。
自立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精华。已有关于自立人

格的研究也 表 明，高 自 立 人 格 是 优 秀 人 物 的 品 格。
高自立人格者在人际交往和个人生活中能表现出更

多积极、优越的一面，对任何环境都能采取更积极的

应对，而低自立人格者则不然。因此，对幼儿进行自

立人格的养成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幼儿园和家庭

应主动培养孩子的自立人格，积极支持孩子自立人

格的发展。
《纲要》和《指南》，特别是《指南》已经涉及到自

立人格养成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教育建议，这是自立

人格理论与《指南》关于幼儿社会性教育的不谋而合

之处。

２．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

自立人格中的人际自立和个人自立两方面相互

独立，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自立人格的１０种特

质在个体身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步发展，要根据儿

童个体差异进行差异性教育，同时，也要注意发现儿

童的长处和不足，进行针对性教育，取长补短，使儿

童在１０种特质中尽量做到相对均衡、健全发展。

３．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园、家庭与社区是幼儿最重要的生活和学

习的场所。幼儿自立人格的养成教育旨在促进幼儿

良好社会性发展，培养具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儿

童，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幼儿自立人格养

成教育要重视园内园外的联结，因此，必须加强幼儿

园、家庭与社会的合作，建立家园共育模式，赢得家

长的支持与合作，为儿童创造发展自立人格的家庭

及社区等环境，共同促进儿童自立人格的健康发展。

４．多种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

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本质上是幼儿社会性教

育。幼儿社会性教育的核心是交往，因此，需要以多

种形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养成教育，加强园内外的

合作，注重生活教育，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幼儿的自立

人格。幼儿 园 要 创 造 培 养 幼 儿 自 立 人 格 的 教 育 环

境，在幼儿园 的 活 动 中 充 分 利 用 情 境 教 学、问 题 教

学、随机教学、游戏教学等方式开展幼儿自立人格的

培养，为幼儿 创 造 交 往 的 机 会、创 造 解 决 问 题 的 机

会、创造合作的机会、创造独立完成任务的机会、创

造独处的机会等，培养幼儿独处、自知、自律、自觉、
自省的个人自立人格品质和开放、接纳、尊重、主动、
乐群、交际的人际自立人格品质，以促进幼儿既独立

又开放的健全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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