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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现状调查*

叶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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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湖南、广东、北京以及西藏部分幼儿园社会教育现状的抽样调查，对当前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现状及

不足进行了仔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存问题，提出了促进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进一步良好发展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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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性的发展是儿童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幼

儿园社会教育是以促进幼儿社会性健康、良好发展为目的的

基本途径和手段。2001 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

行) 》，正式提出将“社会”作为幼儿园教育内容的五大领域之

一，并明确了“社会”范畴的教育目标以及指导要点［1］，从宏

观政策上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各级各类幼儿园也陆续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逐渐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社会性

教育。尽管如此，从《纲要》颁布实施五年以来，相对其他几个

领域来说，对于幼儿社会教育的研究及调查依然显得十分薄

弱。本文试图就我国部分省市的幼儿园进行抽样调查，以图

了解目前我国幼儿园社会教育的整体现状，特别是其中存在

的问题，从而促进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健康良好发展。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真实了解幼儿园社会教育

的现状，所以在选择研究调查对象时考虑最大限度地覆盖研

究现象中的各种不同情况。笔者确定了这样的标准:

1、幼儿园类别: 抽样对象涵盖国有公办园、国有民办园、
以及私立幼儿园。其中既有省级示范园、也有市级示范园、还
有无级别幼儿园;

2、幼儿园的区域: 所选择的幼儿园分别来自我国的中、
东、西部( 包括市区和郊区的幼儿园) 。具体来说，有广东省深

圳市 2 所幼儿园、东莞市 1 所幼儿园、中山市 2 所幼儿园; 湖

南省长沙市 2 所幼儿园、株洲市 2 所幼儿园、岳阳市 1 所幼儿

园; 西藏地区拉萨市 1 所幼儿园、日喀则地区 1 所幼儿园、林
芝地区 1 所幼儿园; 北京市 1 所幼儿园。对上述幼儿园的小、
中、大班主要负责老师( 班主任) 进行问卷调查或走访调研。
样本计 14 个幼儿园 42 个班级。

( 二) 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者的网络资源 ( 毕业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幼儿

园) 以及承担实习、教学培训( 西藏骨干幼儿园教师班培训)

任务的便利条件，本研究主要采用邮寄或直接发放问卷的方

式进行调查，同时辅以实地访谈的方式进行补充。由于基本

上采取委托熟悉人士发放并回收的方式，此次共向湖南、北

京、广东、西藏四地 14 所幼儿园发出问卷 42 份，并全部回收，

回收率达到 100%。
( 三) 问卷设计

本问卷主要由幼儿园社会教育基本问题入手，从认知度

与观念层面、幼儿园社会教育开展现状( 包括开设与否、时段、
课程、教师、教学方式与方法) 、幼儿园社会教育存在困难三个

方面设计了 17 道问题，其中包含三道开放式问题。
三、结果与分析

( 一) 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幼儿社会教育认知度总体较高，

但还存在地域差别。在幼儿教师观念中，社会教育被认为对

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问卷呈现上的总体情况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二( 约占

66． 9% ) 的幼儿园及教师对于“您对幼儿园社会教育有所了解

吗?”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除去西藏地区( 全部选“不清楚”
C) 外，那么其他地方选择“有”( A) 的幼儿园高达 84． 8%。由

此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幼儿社会教育的认知度还是比较

高的，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别。与此相关的问题设计

有“您认为社会教育对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重要吗?”从统

计结果来看，全部样本幼儿园都选择了“重要”( A) ，占 100%。
这也充分反映出在幼儿教师观念中，社会教育被认为对于促

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二) 从全国范围来看，幼儿园普遍开设了社会教育领域

课程。但是，在幼儿园整体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偏低，在具体

课程的安排时段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表 1 幼儿园社会教育开设基本情况( 单项选择)

贵园有没有开设“社会教育”课程? 有 无

比例 95． 2% 4． 8%

贵园目前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多吗? 多 一般 少

比例 20% 31% 49%

与其他四大领域课程( 艺术、语言、科

学、健康) 相比，社会领域课程是不是

开展的最少的?

是 不是 不清楚

比例 79% 12% 9%

您所在班级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一般

安排在什么时段?
上午 下午

没有特

别规律

比例 22． 7% 6． 1% 71，2%

从表 1 呈现出来的四项问题的调查及统计结果，我们可

以较为清楚地看到目前社会教育开设的一些基本情况。具体

来说，幼儿园目前开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很多，42 个样本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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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选择“有”的占 95． 2%。如果仔细比较，我们发现在西

藏地区幼儿园中对“社会教育活动”回答“不清楚”的在第六

题中也选择了“有”，这也说明在很多幼儿园即使开设了社会

教育领域课程，但在幼儿教师的观念中对社会教育的内涵依

然模糊。
在“贵园目前开展的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多吗”和“与其

他四大领域课程( 艺术、语言、科学、健康) 相比，社会领域课程

是不是开展得最少的”有较大的吻合度，都一致地反映出社会

教育活动在目前幼儿园整个课程体系中偏低，具体来说，有

80%的幼 儿 园 社 会 教 育 活 动 开 展 得 不 多 ( 包 括“一 般”与

“少”) ; 有 79%的幼儿园开展的社会领域课程与其他四大领

域相比是最少的。
在“班级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安排时段”来看，71． 2% 左

右选择“没有特别规律”。而选择在“上午”，下午的分别占

22． 7%，6． 1%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对幼儿社会教育活动的

安排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总的来说，从上述四道题目的调查结果来看，可以较为清

晰地反映出在目前幼儿园的社会教育活动，相比其他四大领

域的教育活动来说，并未受到同等重视。
( 三) 从微观的幼儿园社会教育对幼儿的能力培养来看，

基本上还是将“养护”作为主要的培养重点，而没有对社会教

育活动的重点内容，比如亲社会行为品质、社会规范、社会交

往等方面的能力培养突出体现。
表 2 对幼儿园应开设社会教育课程的认识( 多项选择)

良 好 的 自 理

生 活 能 力 和

良 好 生 活 习

惯的培养

正 确 自 我 意

识的发展

亲 社 会 行 为

品 质 和 社 会

行 为 规 范 的

养成

社 会 交 往 能

力的发展

76% 40． 4% 45． 2% 45． 2%

表 3 幼儿园开设社会教育活动情况( 多项选择)

自 理 生 活 能

力、良好生活

习惯

人 际 交 往

能力

行为规范，亲

社 会 行 为

品德

自 我 意 识 的

发展

88% 54% 46． 3 45%

表 2 中呈现的是幼儿教师主观意识中的社会教育课程的

理想模式。在题目“认为在幼儿社会教育中，应着重对幼儿的

哪些方面进行培养?”来看，选择 D“良好的自理生活能力和良

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占 76% ; 而选择 A“正确自我意识的发

展”，B“亲社会行为品质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养成”，C“社会交

往能力的发展”的各占 40． 4%、45． 2%、45． 2% ( 多项选择) 。
由此说明，大部分幼儿教师把幼儿社会教育简单地等同于自

理生活能力和生活习惯的培养，而把幼儿社会教育真正的重

要方面“亲社会行为和社会行为规范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

方面有所忽略，说明幼儿教师对于“社会教育”的理解有失

偏颇。
这种反映在观念上的社会教育课程设置，与幼儿园社会

教育课程设置实际存在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从表 3 来看，在

幼儿园实际开设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同样体现出对 D“自理

生活能力、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视( 88% ) ，而“B 人际交往能

力”C“行 为 规 范，亲 社 会 行 为 品 德”则 同 样 占 较 低 的 比 例

( 50%左右) 。另外从小、中、大班的社会课程设置来看，并未

从幼儿的年龄和实际水平出发开展合理、科学的社会教育课

程，有 85%的幼儿园在社会课程设置上没有明确的年龄班的

区别和侧重点。上述关于幼儿园社会教育课程的调查与国内

目前的一些研究具有大体相似的结论［2］。
总的来说，从微观的幼儿园社会教育对幼儿的能力培养

来看，基本上还是将“养护”作为主要的培养重点，而没有对社

会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比如亲社会行为品质、社会规范、社
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培养突出出来。这些都突出地反映在社

会教育( 活动) 的课程设置上。
( 四) 在采用形式和具体的教学方法方面，并不存在一致

性。体现在采用形式上的“渗透”特点与具体教育方法上的

“语言传递”传统方法的冲突。同时，对于组织专门的社会教

学活动以及采用强化评价法，总体上持消极或不支持态度。
这些都与幼儿教师的社会教育活动技能总体上的欠缺有一定

的相关。
表 4 对理想中的幼儿园社会教育

活动模式的认识( 多项选择)

组 织 专 门 的 社

会教育活动

与其他领域相互

渗透的社会教育

活动

游戏
日 常 生 活 中 进

行渗透

31% 72． 5% 35% 66%

表 5 被调查幼师经常采用的幼儿园

社会教育活动形式( 多项选择)

组 织 专 门 的 社

会教育活动

与其他领域相互

渗透的社会教育

活动

游戏
日 常 生 活 中 进

行渗透

26% 69% 37% 58%

本问卷从教师的观念层面与现实层面调查了关于采取何

种形式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相关问题。表 4，表 5 基本上呈现了

调查的结果。从调查结果来看，在观念层面和现实层面之间

存在着较高的契合度。以“渗透”为关键词的“B”项和“D”项

成为教师选择的重点。而“组织专门的社会教学活动”及“游

戏”较少被教师采用。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较之于观念

层面，在教师的实践教学层面对于渗透方法的选择都具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这似乎预示着在实践教学中，开展社会教育

教育的实践并不容易。而且具有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来替代

社会教育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本问卷的另外一道题

目的结果上。此题试图调查“将社会单独列为一个领域的课

程是否合适?”，从调查结果来看，认为把社会单列为一个领域

的课程合适的与不合适的各占一半左右。由此可以反映出，

对于社会教育作为单独开设的一门课程，它的重要性及有效

性存在较大分歧。这正印证了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来替代社

会教育的倾向。
表 6 教师在组织社会教育活动时，

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 ( 多项选择)

语言传递法

( 谈话、讲评、讨论)

强化

评价法

角色

扮演法

行为

练习法

移情

训练法

81% 57% 50% 33． 3% 4． 7%

表 7 对理想中的幼儿园社会教学方法的认识( 多项选择)

语言传递法

( 谈话、讲评、讨论)

强化

评价法

角色

扮演法

行为

练习法

移情

训练法

50． 8% 23% 71． 2% 42%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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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在“教育方式”设计的基础上，从更微观的教学方

法的选择上进行了调查。表 6，表 7 统计分析的数据同样体现

出教师观念层面与教学实践层面的分离。“在教学实践层面

的问题中，选择项 A 语言传递法( 谈话、讲评、讨论) 成为被调

查者选择最多的一项，达 81%。而 C 角色扮演法，D 行为练习

法，E 移情 训 练 法 所，B 强 化 评 价 法 分 别 占 57%，50%，33．
3%，4． 7%。由此可以看出，在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方面，

强化评价法成为一种被很少采取的方法，行为训练法也相对

较低。在教学方法中，依然沿用传统的方法———语言传递法

为主。在教师观念层面，认为最适合组织社会教育活动的教

育方法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并非“语言传递法”( 50． 8% ) ，而

是“角色扮演法”( 约 71． 2% ) ，这说明在教师对社会教育活动

采用方法的认识和幼儿园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同

样，强化评价法与移情训练法基本没有受到重视。
对于“强化评价法”的盲目排斥以及对“移情训练法”缺

乏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社会教育具体方法的使

用上，具有对组织社会教育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理解表浅

化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观念层面对于社会教育

活动认识的不足，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教师本身所具

有的社会教育活动技能的缺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

问卷调查题目“您是否设计并组织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参加

过教学竞赛?”回答的情况来看，选择“没有参加过”的比例高

达 85． 7%，这清楚地反映了幼儿教师对于组织幼儿园社会教

育活动的技能与艺术缺乏自信。同时也说明了目前幼儿教师

在开展社会教育活动能力方面的欠缺。当然，造成这种现状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有待我们另文详细讨论。
( 五) 在幼儿教师看来，来自于( 领导家长等) 支持体系薄

弱成为制约社会教育活动更好开展的最大障碍，同时，教学方

法的单一以及评价体系的不明确也被认为是重要影响因素。
表 8 教师眼中所认为的幼儿社会教育活动

面临的最大困难 ( 单项选择)

内容陈旧 评价体系不明确 教法单一 领导、家长支持体系薄弱

8% 7% 23% 62%

在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教师眼中所认为的幼儿社

会教育活动面临的最大困难”的调查。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来看，制约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健康开展的最大困难在于领

导、家长支持体系的薄弱( 62% ) 。其次，对于“教法单一”一

项也有 23%的教师认同。至于“内容陈旧”、“评价体系不明

确”则所占比例很低，分别为 8%，7%。由此可以看出，在对

待幼儿社会教育活动的认识方面，来自于大环境的推动非常

重要。另外采取有特色与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开展社会教育活

动，也是应该认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建议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出全国范围内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

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尽管这种调查取样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但是，我们可以依此调查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为依据，为

促进幼儿园社会教育健康良好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 一) 统一观念认识，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保障

社会教育是促进幼儿社会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它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幼儿园

园长、一线教师等统一观念，步调一致。但现实告诉我们的

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与纲领，但在

全国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实，特别是一些经济欠

发达的地区和广大农村幼儿园，社会教育行同虚设，只有建立

健全社会教育的课程管理体制，对各级各类幼儿园进行统一

的监督与管理，使课程的管理、实施、评价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只有在正确的宏观教育管理与指导下，在正确的办园思想的

指导下，才能进行科学有效的社会教育的开发与实施，避免社

会教育的随意和无序，在全国范围内，使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在

一个促进社会教育的大的制度环境中展开社会教育。
( 二) 以幼儿教师专业培训为前提，建设具有专业素养的

基层社会教育师资队伍

社会教育能否得到科学有效的实施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

素养具有紧密关联。从前文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社会

教育开展不力的一个前提原因在于幼儿教师的素质与能力。
换句话说，具有专业素养的教师队伍是实施幼儿社会教育成

功与否的重要保障。因此，管理部门、各级各类幼师学校必须

帮助幼儿园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明确幼儿社会教育的目

的、涵义、内容、方法等，提高社会教育实施、评价等方面的技

能、方法与策略，从而缩小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同时还要

鼓励幼儿园积极探求富有本园特色的幼儿社会教育模式，力

图实现园所社会教育研究与教师的专业技能成长同步提升，

最终建设具有专业素养的基层社会教育师资队伍。
( 三) 以社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为核心，倡导社会教育课

程的园本开发

课程是知识的载体，对于促进幼儿社会性良好发展为主

要目的的社会教育注定因其鲜明的实践性，而在课程的开发

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这是社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针对这种具有实践取向的社会教育，其课程开应该充

分倡导园本开发，也就是说实现幼儿园在社会教育活动课程

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当然，幼儿园社会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

应该避免其他四大领域的过分渗透，或者以其它领域课程的

简单变形实现对社会教育课程的替代。总之，社会教育课程

体系的建设应该是幼儿园社会教育健康发展的核心，只有立

足于园本课程的创生与整合，社会教育才有可以健康发展的

基础。
( 四) 以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为纽带，建立稳固、持久的社

会教育支持系统

我们知道，社会教育本身就是为幼儿今后能顺利、快速地

适应社会而生成的教育活动。所以，幼儿园之外的家庭、社区

就必然成为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环境以及教育力

量。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三个重要的

环境，入园后的幼儿同时受到家庭和幼儿园两种环境的影响，

幼儿教师和家长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幼儿的任务。而“社会”
往往因为孩童的年龄特征而处在一个暂时被“悬置”的状态。
目前随着城市社区的快速发展，“社区与幼儿园合作实施社会

教育也就成为幼教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原有社会教育

内容的增添。”［3］如何实现幼儿园、家庭、社区三者协调一致，

建立促进社会教育的合作纽带，其实也是长期以来幼儿教育

一直关注的重点，只不过，如何在这种合作纽带的建设中，有

针对性地建设稳持久的社会教育支持系统，是需要认真考虑

并付诸长期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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