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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我国幼儿园

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 经历了从“常识”到

“社会”的变化过程。该过程积累了诸多宝

贵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一、20 世纪 80 年代的“常识”课程

1978 年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

后, 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与此同时, 幼儿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

发展。1978 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

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 , 1980 年又制定、

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 对文革期间在幼

儿教育领域内反科学的种种谬论和措施,

予以全面的拨乱反正。

该时期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 批判了

文革期间幼儿教育成人化的做法, 在指导

思想上提出了主体观, 强调课程的实施要

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 ; 提出了活动观 , 重申了游戏、观察、劳

动、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对幼儿成长的重

要作用 ; 提出了发展观和个体观 , 指出幼

儿教育应当运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要

求和方法来实施教育; 并明确强调幼儿教

育要发扬老解放区 “一切为革命”、“一切

为孩子”的革命传统教育思想。

然而, 该时期的幼儿园课程也存在明

显的不足。以“常识”课程为例:

1.课程目标单一 , 片面强调知识的灌

输 , 忽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培养 ; 未能涉及

幼儿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的培养目标; 在

社会认知方面 , 缺乏对自我认知、社会文

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

2.课程内容设置陈旧 , 局限于幼儿常

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和常见的动

植物等。李淑贤( 1991) 指出, 从对刚入园

幼儿的抽查结果来看, 当时小班常识教材

的 10 项主要内容, 已有 8 项被 50%以上

的幼儿在入园前就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幼

儿缺乏吸引力, 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3.受分科教学的影响 , 常识课程与其

他课程之间相互割裂, 未能有机地整合;

《纲要》对教学内容的统一要求, 忽视了地

区差异性 ; 教学大多采用一问一答、逐句

跟念的形式 , 方法僵化 , 扼杀了幼儿的创

造性。

4. 课程评价主要是教师根据幼儿的

具体表现做出观察记录并进行分析 , 缺乏

系统性。

二、20 世纪 90 年代 “常识”课程向

“社会”课程的过渡

进入 90 年代, 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化、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新形势, 以

及国际交流活动和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

展, 对改革和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起到了积

极作用。该时期幼儿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全面提高幼儿素质, 使幼儿在体、智、

德、美诸方面初步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为入小学做好奠基准备 , 提出要转变“以

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 树立以“孩子为主

体”的观点,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针对当时幼儿园课程存在的问题,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 , 明确提出以“领域”来

划分和组织幼儿园课程的内容。“社会”领

域逐渐替代“常识”进入幼儿园课程的视

野, 并不断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发展。

从“常识”向“社会”的过渡, 其间的发

展和进步是明显的, 主要表现在① 在指

导思想上强调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

会价值观念; 强调关注周围的社会现实,

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② 针对 80 年代常

识课程偏重知识的弊端, 社会领域的教育

开始关注幼儿的个性品质 , 如《幼儿园工

作规程》在第三款中增加了培养儿童的

“自信”; 在目标的表述中增加了培养幼儿

活泼、开朗的性格等。同时, 开始关注幼儿

良好的社会情感的培养, 如在目标表述中

增加了培养幼儿勇敢、克服困难等行为习

惯。③ 课程内容开始增设幼儿作为“社会

人”所需了解的一些社会行为规范、人际

关系、民族文化等。④ 课程实施开始走向

多元化。注重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 强调

游戏是最基本的活动, 重视教育环境的创

设; 在改变分科教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 , 出现了综合性主题教育 , 社会开始与

自然、语言、艺术等多个领域进行融合。

⑤ 课程评价在理论方面开始进行尝试和

探索。如 1994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陈帼眉主编的《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评价手册》, 该书介绍了学前教育评价的

基本理论, 同时介绍了幼儿社会性等方面

的评价方法和指标。

20

世
纪80

年
代
以
来
我
国
幼
儿
园
社
会
领
域
课
程
沿
革

□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廖

莉

10



早
期

教育200
6.
6

Y A N J
I
U

Y U T A N S
U

O
研 究

与 探 索
然而, 反思该时期的“社会领

域”课程, 也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

问题:

1. 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 , 仍

然忽视了幼儿社会技能的培养 ,

没有意识到知识、经验和能力发

展的统一性。

2. 课 程 内 容 缺 乏 对 多 元 文

化、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交

往、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渗透。

3. 在课程的具体实施上 , 仅

仅局限于显性课程, 缺乏对幼儿

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渗透; 忽视

幼儿对经验的学习。

4. 课程评价在评价理论、评

价体系以及评价标准上仍属于探

索阶段, 尚未系统化, 且这个时期

的评价多属于静态评价, 缺乏动

态评价。

三、21 世纪初的社会领域课

程

进入 21 世纪, 全球化的影响

和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 , 对我国

的幼儿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幼儿教育课程改革得以进一步深

化。该时期的课程改革出现了一

些新的观点, 如终身教育的观点、

以人为本的观点、新的知识观和

学习观等。而这些改革的精神集

中体现在 2001 年教育部颁 布 的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 试行 ) 》

(以下简称《纲要》)之中。

《纲要》明确提出了“社会”领

域的教育内容和要求, 其突出的

特点是:

1.课 程 目 标 更 详 尽 , 充 分 体

现 了 我 国 幼 儿 教 育 的 全 人 教 育

观, 强调儿童发展是一个多方面、

多层次的动态过程。

2.课程内容进一步完善 , 不

仅 注 重 对 幼 儿 社 会 性 发 展 的 培

养, 社会常识的学习, 并将个性培

养明确列入了课程的内容。

3. 课程实施开始出现互补、

吸 取 每 一 种 课 程 合 理 理 念 的 趋

势, 各种课程模式合理地并存, 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和促进了社会领

域课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同

时, 强调环境在促进幼儿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幼儿与社

会生态系统的互动。

4.明确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和评价的过程性、动态性。如《纲

要》明确指出: 管理人员、教师、幼

儿及其家长均是幼儿园教育评价

的主体; 评价自然地伴随着整体

教育过程进行。

总的来说 , 20 年来我国幼儿

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可用下表

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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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

指导

思想

整 体 观 、 主 体 观 、个

体观、发展观

中 国 化 、 科 学 化 、现

代化

终身教育观、以人为本观、

新的知识观和学习观

纲 领 性

文 件

《城市幼儿园工作条

例》

《幼儿园教育纲要》

《幼儿园工作规程》 《幼 儿 园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 试行) 》

目

标

培 养 幼 儿 初 浅 的 自

然常识和社会常识。

培 养 幼 儿 爱 家 乡 、爱

祖国、爱集体、爱劳

动、爱科学的情感 ; 培

养 诚 实 、自 信 、好 问 、

友爱、勇敢、爱护公

物、克服困难、讲礼

貌、守纪律等良好的

品 德 行 为 和 习 惯 , 以

及活泼、开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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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社会生活、日常 生 活

用品、卫生常识、交通

工具、生产工具、常见

的动植物、自然现象、

少数民族和其他。

社会环境、人际关系、

社会行为规范、民族文

化。

社会交往、社会规则、社会

生活环境、社会情感、日常

生活规范、个性发展。

实

施

观察、种植与饲养、小

实验、智力游戏 , 运用

故事、儿歌、谜语等富

有情趣的文学作品;

全国幼儿园教材

编写组编写了 《幼儿

园教材 常识》的统

一教师用书。

实 施 走 向 多 元 化 , 强

调游戏是最基 本 的活

动 ; 环境创 设 纳 入教

育过程 ; 开 始 出 现综

合性主题教育。

社 会 领 域 课 程 融 合 在 各

种学习 活 动 中 , 并 渗 透 于

幼 儿 一 日 生 活 的 各 个 环

节 ; 注 重 成 人 的 榜 样 示

范 ; 注 重 幼 儿 的 经 验 学

习 ; 注重家、园 、社 会 的密

切配合。

评

价

评价主要是老师对幼

儿的具体表现做出观

察记录并进行分析的

主题教育评价, 属实

践层面的评价, 没有

形成比较系统的评价

理论。

评 价 主 要 以 老 师 的

观察为主要手段 , 但

尚 未 形 成 系 统 的 评

价 理 论 以 及 评 价 标

准。

管 理 人 员 、教 师 、幼 儿 及

其 家 长 均 是 幼 儿 园 教 育

评价 的 主 体 ; 评 价 过 程 中

各 方 共 同 参 与 、相 互 支 持

与合 作 ; 评 价 自 然 地 伴 随

着 整 体 教 育 过 程 进 行 , 综

合 观 察 、谈 话 、作 品 分 析

法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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