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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王冬兰

当前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以两个社会活动为例

幼儿社会教育是教幼儿做人的教育 , 是形成和

完善幼儿人格的教育, 也是幼儿全面发展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 在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

教育实践中 , 关于如何选择恰当的内容、适宜的方

式 , 对儿童进行社会态度、社会情感和社会行为的

培养, 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活动一: 无声的爱( 大班)

活动目标

1. 了解聋哑人的交流方式, 学习简单的手语。

2. 引导幼儿平等地看待聋哑人 , 激发幼儿关爱

残疾人的情感。

活动过程

1. 游戏: 教师做手语, 请幼儿猜。

2. 引导幼儿尝试用手势来表达( 请个别幼儿展

示) 。

3. 提问 : 你们知道 , 生活中什么人主要依靠手

语来和别人交流?

4. 观看关于聋哑学生学习的课件。

提问: 画面中的学生在干什么? 你们能听懂他

们在说什么吗? 为什么? 他们用什么方式和老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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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之间的谦让涉及物质以外的其他资源的使

用或占有, 如角色、权力、表达等。

在这 14 种主题中 , 其中玩具谦让、生活

谦让、学习用品谦让、餐具谦让、游戏谦让、座

位谦让、食物谦让属于物质资源的谦让, 角色

谦让、活动谦让、空间谦让、位置谦让、表达谦

让、朋友谦让、权力谦让属于非物质资源的谦

让。其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 幼儿谦让行为以物质

资源的谦让为主。这与幼儿期的思维特点是

相联系的 , 5~7 岁幼儿还处于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的阶段 , 他们对具体、形象、生动的玩

具或食物等物质资源比较敏感, 也比较感兴

趣; 而对于抽象的权力、表达等非物质资源的

关注不那么强烈。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幼儿

游戏或活动中的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物质资

源的占有权或使用权而引起的, 与之相应的,

幼儿之间的谦让主要是物质资源的谦让。

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 也是幼儿在

园的主导活动, 它对于促进幼儿个性和社会

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幼儿谦让行为大都发

生于游戏中。游戏必然涉及到游戏材料等物

质, 也必然涉及物质的使用或占有, 这也是幼

儿谦让行为以物质资源的谦让为主导的原因

之一。

综上所述, 幼儿谦让行为是以非功利型谦

让和物质资源的谦让为主导形态的。这是与幼

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此, 成人在生

活和教育中应该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 引

导幼儿谦让行为健康发展。

表 3 幼儿谦让行为主题分布表

主题
物质资源

的谦让

非物质资源

的谦让

频次( 次) 73 23

百分比( %) 76.0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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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交流?

5. 教师小结。

6. 学习简单的手语 : 你好、早上好、我爱你、谢

谢等。

7. 用学到的手语和客人、老师交流。

8. 看课件 , 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聋哑人的生

活, 激发幼儿关爱聋哑人的情感。

9. 提问: 社会上这么多善良的人都在关心聋哑

人, 那我们小朋友想怎样关心他们呢?

10. 鼓励幼儿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手工活动表现

出来。

为什么要选择“无声的爱”这一活动主题 , 教师

在文本设计和课后反思中谈到 , 现在的教育对象都

是独生子女 ,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 总是过多地接受

来自各方面的关爱, 却缺乏对他人关爱的体验。而

在一个和谐社会里 , 需要每个人在接受关爱的同

时, 更应关爱身边的人。因此, 教师试图从引导幼儿

了解聋哑人入手, 通过了解聋哑人的交流方式 , 激

发关爱残疾人的情感, 平等地看待聋哑人。

应该说这个立意是好的 , 出发点也没错 , 但问

题是,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内容作为教育活动的

主题? 这个问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通过对此次活

动的整个过程的了解 , 笔者发现 , 整个教育活动自

始至终都是由教师自己“想”出来的。即该教育活动

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是“ 教 师 ”的 问 题 , 而 不 是 幼 儿

的 问 题 。

首先 , 从幼儿的学习来看 , 以聋哑人为切入点

教幼儿学会关爱, 学会关心 , 既不符合幼儿的需要 ,

也未能关注到幼儿的兴趣。其一 , 聋哑人作为社会

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生活与幼儿的生活相去甚远 ,

幼儿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们。倡导一个弱势群体去关

心另一个弱势群体其实是成人对幼儿不切实际的

要求。成人一厢情愿地赋予幼儿过高的道德期望,

而 忽 视 了 幼 儿 本 身 发 展 的 特 点 和 成 长 的 需 要 ; 其

二 , 就幼儿自身的生活经验而言 , 他们几乎没有与

聋哑人亲密接触的机会, 缺乏相关经验。而且, 笔者

通过对该班幼儿的观察与了解发现 , 这个主题也不

在幼儿的兴趣范围之内。对于这样一个幼儿既没有

相关经验又没有多少兴趣的主题来说 , 教师即便是

用尽了心思 , 拼命地引导他们去学习 , 其结果又会

怎样呢?

“幼儿园社会教育是一门关于人和社会、文化

的课程 , 离开了社会现实 , 离开了幼儿熟悉的社会

生活 , 远离了幼儿已有经验 , 这一课程也就失去了

其存在的根基”。[1] 大量事实表明, 与幼儿现实生活

联系越紧密的内容越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 , 并容易

为幼儿所理解和掌握。幼儿所拥有的生活经验非常

有限 , 主要涉及家庭、幼儿园及常见社会机构的生

活经验 , 因此 , 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应以幼儿的发

展为依据 , 应建立在儿童已有的经验基础上 , 并以

各种可感知的方式呈现以扩展幼儿的经验 , 使教育

内容真正被幼儿所理解、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知

识, 继而产生特定的情感和行为。“活动一”中的教

师尽管采用了看课件的方式展示聋哑人的困难 , 但

当教师提问“你们想怎样帮助他们”时 , 幼儿面对这

个远离自己生活的群体和课件中展示的不知所云

的内容, 很难理解教师的问题。在教师的不断启发

和追问下 , 幼儿的回答是“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爱

他们”。当教师期望幼儿回答得再具体些时, 幼儿只

能不切实际地表示帮他们“洗衣服、洗碗、做饭”。我

们说 ,“儿童自己能够理会 , 原也很好 , 如借此去教

修身的大道理 , 便不免背谬了。”[2] 因为“理解是在

‘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前理解是指以往的知识

储备和情感经验; 理解是指一个人知识和经验的表

达方式, 它卷入情感、体验以及愿望 , 对所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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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 , 一种感情上的介入。理

解也是一种再体验”。[3] 脱离幼儿的生活而进行的社

会教育往往会适得其反 , 会培养伪君子 , 带来假道

德或不道德的恶果, 对童年造成危害。

●活动二: 爱心手语( 大班)

活动目标

1. 了解聋哑人的困难, 乐于去关爱聋哑人。

2. 通过手的不同动作表达多种情感 , 感知聋哑

人的非语言交往和表达方式。

3. 初步学习简单的手语 , 并尝试用手语与聋哑

人交流。

活动过程

1. 教师引导幼儿欣赏故事, 引出活动。

2.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聋哑人会遇到的困难及

手语的作用并提问:

( 1) 聋哑人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是

怎样进行交流的呢?

( 2) 手语有什么用? ( 使幼儿明白: 聋哑人打手

语, 就和我们说话一样 , 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 能互相

交流。)

3. 幼儿尝试用手语交流 , 体验聋哑人不能用语

言表达带来的困难, 讨论如何关爱聋哑人。

( 1) 教师分别请几名幼儿单独看图片 , 用手语

表达图片的内容, 要求不能说话 , 只能用手势表达 ,

其他幼儿猜一猜图片中画的是什么。

( 2)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 : 你们觉得是说话交流

方便还是用手语交流方便? 聋哑人听不到声音也不

能 说 话 , 会 遇 到 很 多 的 困 难 , 我 们 应 该 怎 样 帮 助

他们?

4. 教师引导幼儿学习手语动作。

( 1) 教师做几个手语动作 , 请幼儿猜是什么意

思。( 我、你哭了、别着急)

( 2) 幼儿观看课件 , 学习简单的手语短句。( 你

好、对不起、我会一点点手语、你需要帮助吗、别着

急, 你家有电话吗。)

5. 师幼观看舞蹈《千手观音》, 感受聋哑人的自

强不息。

6. 在手语歌《感恩的心》中结束活动。

“活动一”和“活动二”选择了相同的教育主题 ,

都以关爱聋哑人为切入点 , 教学内容中都有手语的

学习, 教学形式都采用了多媒体教学。所不同的是,

“活动一”通过展示聋哑学校学生的学习片断 , 试图

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聋哑人的生活 , 激发幼儿关爱

聋哑人的情感。“活动二”则通过幼儿看图片、做手

势 、 猜 意 思———教 师 教 手 语 ———播 放 动 画 学 手

语———观看舞蹈《千手观音》———欣赏 MTV《感恩的

心》等多种形式达成活动目标。

我们知道, 直观的教学方法在幼儿园教学活动

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 该方法的使用有利于幼儿思维

的发展。现代教学媒体的使用, 为教学信息便捷、高

效地传递提供了可能, 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物

质基础。问题是, 教学形式是为教学对象、教学目标

和教学内容服务的, 在选择媒体时除了考虑形式的

恰当与否, 更应考虑其中的内容是否符合学习对象

的年龄特点和实际需要 , 是否有利于达成特定的教

学目标 , 是否符合具体教学任务的实际需要 , 是否

切合教学内容的性质和特点 , 从而最充分地利用媒

体的优势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 发展他们的学习潜

能。舞蹈《千手观音》、MTV《感恩的心》确实很美, 但

在本活动中的播放完全游离了活动主题 , 缺乏与活

动的内在联系, 形式的翻新并不能弥补活动内容的

先天不足。一味追求形式的多样化 , 却忽视潜移默

化的教育特点 ; 呆板的言语说教无法深入幼儿心

灵, 也难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并非我们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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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好的东西, 幼儿就一定会有良性的感受反应 ,

事实常常相反。因为“情感的本质就是一种感受 ,

‘自我的感受’是情感的核心”。[4] 过分追求形式的丰

富多样, 常常使得观摩教学活动成为教师个人的才

艺展示。从某种意义而言, 幼儿更多情况下是教师

手中的提线木偶, 在活动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教师

教的主动性、创造性 , 而不是幼儿的主动发现与主

动学习。因此, 许多教学活动常常表现出“内容是教

师‘想’出来的 , 方法是教师‘做’出来的 , 结果是教

师‘说’出来的”, 而不是幼儿发展所需要的学习 , 必

然会浪费幼儿许多美好的童年时光。

反思幼儿园社会领域的教育 , 我们应该认真思

考: 如何选择社会领域教育活动的内容? 以何种形

式呈现内容更加适合幼儿的学习?

首先, 要选择适宜贴切的内容。其一, 与目标无

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必须删除 ; 其二 , 所选内容应

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 既以幼儿的心理水平为基

础 , 又有发展性 ; 其三 , 所选内容要有启发性 , 能锻

炼幼儿的思维, 启迪幼儿的心灵。笔者认为, 在组织

内容时要把逻辑顺序和心理顺序相结合。逻辑顺序

即知识系统的内在逻辑体系, 心理顺序即幼儿学习

活动内在的认知规律。因此, 适合幼儿发展水平的

课程内容应当以幼儿为中心, 以幼儿的特点和需要

为出发点来制定。“有效教学始于学习者的现有知

识 , 他们的文化实践、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学科

内容的掌握程度。”[5] 其次, 以适宜幼儿的发展的方

式来呈现教学内容。

同样是关注残疾人 , 同样是爱的教育 , 请看瑞

吉欧教育中的一个案例。一个盲孩子, 因为自身的

生理缺陷成为同班孩子的嘲讽和捉弄对象 , 教师没

有简单地斥责和教训孩子, 也没有苦口婆心灌输大

道理, 而是请孩子们戴上眼罩生活一天。这些正常

的孩子们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盲人的

艰难和坚强, 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

去嘲笑这个盲孩子。

在“活动一”和“活动二”中 , 教师强拉硬拽地让

孩子们去关注聋哑人, 要求他们学会关爱。社会学

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 不是一蹴而就的 , 应该

特别珍视人通过体验获得的生活经验。正如前苏联

心理学家鲁克所言:“个人的情绪经验愈是多样化 ,

就愈容易体会、了解、想象别人的精神世界 , 甚至会

有‘密切的情感交流’。”[6] 在教育中抓住一切社会教

育的契机是对幼儿园教师的基本要求。“社会教育

是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教育, 通过真实的生活事

件和生活情境, 培养幼儿的基本社会生活能力和技

能, 并增进幼儿的相关知识, 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

充分利用现实生活, 在生活事件、生活活动中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让幼儿练习、实践, 只有这种

结 合 现 实 生 活 的 社 会 教 育 才 能 真 正 取 得 成 效 。

社 会 教 育 强 调 幼 儿 在 做 中 学 , 通 过 真 实 的 体 验

来 学 习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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