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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对日本幼儿

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为适应这些

变化和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 日本文部省先

后于 1964 年、1990 年和 2000 年, 修订并颁布了三个

《幼儿园教育要领》。这三个《幼儿园教育要领》一脉

相承 , 但在主要宗旨、原则、内容和所依据的教育思

想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和修订 , 反映出社会发

展和时代变迁给教育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

本文着重选取并分析三个《幼儿园教育要领》中

有关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 考察日本幼儿园教育思

想 尤 其 是 社 会 领 域 教 育 思 想 的 演 进 和 发 展 变 化 趋

势 , 以期为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与教学的理论

发展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一、1964 年《幼儿园教育要领》[1]:“社会”领域教

育内容注重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

养, 强调幼儿园教育内容与小学学科教育内容的衔

接和统一。

( 一) 由来和主要内容

1956 年到 1964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稳定时期。1956 年 3 月, 日本文部

省在原有《保育大纲》的基础上 , 制定了比较符合日

本国情的《幼儿园教育要领》。该《幼儿园教育要领》

将“保育”改为“教育”, 突出强调了“教育”的主导作

用。同时, 还明确规定要将幼儿园纳入学校教育系统

中, 试图将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衔接起来。比如 ,

在教育内容方面, 将幼儿园教育内容进行调整 , 使其

与小学的教学内容进行衔接 , 也分为健康、社会、自

然、语言、音乐、绘画和手工六个领域。1964 年, 该《幼

儿园教育 要 领》几 经 修 订 , 最 终 由 日 本 文 部 省 以 国

家 令 的 形 式 正 式 颁 布 , 从 而 成 为 一 个 具 有 法 律 效

力的国家标准。[2]

修订后的《幼儿园教育要领》进一步明确了幼儿

园教育的独特性, 强调要赋予幼儿适宜的环境 , 并根

据幼儿的生活经验进行综合指导。同时, 它还阐明了

各个领域的教育目标和要求, 明确提出了理想的幼

儿经验和活动的意义。《幼儿园教育要领》还进一步

指出, 各个领域的目标和要求必须通过具体的、综合

的经验和活动去实现。而理想的经验和活动必须符

合幼儿的发展特点, 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关心和喜

悦, 以便能通过这些经验和活动去实现各个领域的

目标要求。

( 二)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

《幼儿园教育要领》指出 , 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

应分别从幼儿个人、幼儿与他人和社会以及幼儿对

社会现象的认识三个角度展开。从幼儿个人的角度

看, 具体教育内容包括培养个人生活的好习惯; 从幼

儿与他人和社会的角度看 , 具体的内容则指培养社

日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思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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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日本三个时期的三个《幼儿园教育要领》为线索, 以三个“要领”中有关社会领

域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为主线, 分析了日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主要特点以及

发展变化趋势。最后, 分析了对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建构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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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的良好习惯, 其目标是培养幼儿适应社会生

活的能力; 最后, 从幼儿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的角度

看, 具体的教育内容则指接触并关心和理解周围的

社会事物, 即培养幼儿在社会生活中 , 逐渐关心各种

社会性事物和现象, 在对所接触的人抱有亲切感和

感谢之意的同时, 逐渐培养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力。

为了促进社会领域教育内容的有效实施 ,《幼儿

园教育要领》中提出了有效实施的四点原则。

第一 , 在进行有关“培养个人生活的好习惯”教

育时, 要与家庭密切联系, 适应幼儿的年龄和发展程

度, 并逐渐培养起初步的自我管理的能力。

第二 , 在进行有关“培养社会生活的良好习惯”

教育时, 对初入园的幼儿而言 , 要注意着重帮助他们

习惯、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逐步引导他们轻松愉快地

行动, 进而使他们在集体中进行各种体验和活动 , 初

步培 养 他 们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所 必 要 的 习 惯 和 合 作 的

精神等。

第三 , 在进行有关“关心周围的事物”教育时 , 要

培养幼儿对其长辈、朋友的亲近和感谢之情。同时 ,

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 使幼儿关心与他们关系密切

的公共设施, 培养他们对这些事物的初步理解能力。

第四, 在进行这三方面的教育指导时 , 不能忽视

幼儿的经验和活动, 而且还要注意培养幼儿初步的

道德感。

( 三)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的主要特点

综观这一时期《幼儿园教育要领》中社会领域的

教育内容, 笔者认为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 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面 , 注重幼儿良

好生活习惯以及自主态度和自主精神的培养 , 强调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幼儿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其次, 在教育内容的组织和编排上 , 遵循幼儿社

会生活圈不断扩大的原则 , 教育内容逐渐从幼儿自

己, 扩展到他人和社会。

第三, 在具体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上 , 开始注重幼

儿的活动和体验。《幼儿园教育要领》指出, 在实施社

会领域教育时, 不能忽视幼儿的经验和活动 , 要强调

日常生活中的教育, 即让幼儿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

中, 逐渐体验、适应集体生活, 培养良好的习惯。

第四, 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也体现了该时期《幼

儿园教育要领》的主要特点。比如 , 更多倾向于从学

科角度出发而非幼儿主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 强调与

小学教育的衔接和统一 , 具有一定的学科教育以及

为小学学习做准备的特点。尽管这一时期的日本幼

儿园教育也倡导“领域教育”, 但由于它十分强调幼

儿园教育内容与小学教育内容的衔接 , 所以在实践

运用过程中, 很容易被理解为要对幼儿进行各个学

科的教育。

二、1990 年《幼儿园教育要领》[3]: 改“社会”领域

为“人际关系”领域 , 强调从幼儿主体发展而非学科

的角度出发, 建构社会领域课程目标和内容。

( 一) 由来和主要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 , 日本的一些社

会问题日渐突出。比如, 出生率下降、核心家庭增多、

儿童缺乏基本的与人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 等

等。同时, 在幼儿教育领域 , 也出现了一些忽视幼儿

基本素养的培养、遏制幼儿天性等违背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和教育规律的现象。[4] 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日本

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 人们纷

纷主张对原有的已经实行了二十几年的 《幼儿园教

育要领》进行改革。1990 年 3 月, 日本文部省几经修

改, 正式颁布了新的《幼儿园教育要领》。该《幼儿园

教育要领》 对幼儿园教育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教育内

容都做了新的规定和解释 , 从而使其更加符合幼儿

的年龄特点和需求, 更加科学化 , 也更加适应社会发

展、变化的要求。

新《幼儿园教育要领》指出 , 幼儿园教育的宗旨

是根据幼儿期的特征, 通过环境来进行教育。教师要

确立与幼儿的信赖关系, 努力同幼儿一起创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同时, 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方针是: ①以

幼儿自主的生活为中心进行教育; ②通过游戏活动

进行综合指导; ③按照每个幼儿各自的成长特点和

个体差异进行身心两方面协调发展的教育。

在具体的教育内容方面 ,《幼儿园教育要领》则

主要从幼儿主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 对原有的六个学

科领域教育内容进行了重新调整 , 改“社会”为“人际

关系”, 改“自然”为“环境”, 同时将原来的音乐、绘画

和手工合为“表现”, 并最终确定了幼儿园课程新的

五大领域教育内容, 即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和

表现五个领域。同时, 还明确指出 , 这五个领域的划

分只是为了表述方便, 而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 , 各个

领域的内容却是相互贯通、综合性的 , 实际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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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不 能 按 这 五 个 领 域 来 相 应 划 分 独 立 的 学 科 和

活动。[5]

( 二)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

修订后的“要领”将“社会”领域改为“人际关系”

领域, 着重突出对幼儿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 , 着眼于

培养幼儿与他人的交往能力以及与他人相处中的自

主性, 并使幼儿逐步养成社会生活中的良好行为习

惯和态度。

具体的教育内容包括: 体验幼儿园生活的快乐 ,

学会与人友好交往( 包括教师和小朋友) , 培养独立

自主能力, 在与他人相处中培养对自己以及对他人

的积极的情感和态度, 以及遵守社会公共规则 , 爱惜

公共财物等十项内容。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该领域的教育目的和教

育内容,《幼儿园教育要领》 中还重新指出了实施该

领域教育时的“注意事项”, 其中着重突出两个方面。

一方面应注意让幼儿在与幼儿园教师的信赖关系中

确立自我生活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 让幼儿主动体验

周围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情感与认识; 另一方面促进

幼儿在集体生活中体验与其他小朋友和周围生活中

的成人的关系, 体味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意义与

乐趣, 等等。

( 三)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的主要特点

不 难 看 出 , 与 过 去 的《幼 儿 园 教 育 要 领》相 比 ,

1990 年修订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呈现出一些新的

特点。

首先, 在教育的基本方针和目标要求上 , 更加强

调发展幼儿与人交往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 尊重每个

幼儿个体成长的特点和差异性; 而不是忽视幼儿的

个性和主体性发展, 一味地强调幼儿对社会生活的

适应。

其次, 在教育内容的设置方面 , 主张从幼儿主体

发展的角度而非学科的角度出发 , 设置教育内容 , 凸

显了对幼儿主体性的尊重和促进。在具体的教育内

容方面, 则重点突出对幼儿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这

一点从该领域的名称上即可看出, 即将原来的“社

会”领域改为“人际关系”领域。

再次 , 在教育方法方面 , 重视环境的重要作用 ,

主张通过环境来进行教育 , 强调教育要回归幼儿的

生活世界。同时还十分注重幼儿游戏的重要价值, 强

调要通过游戏活动对幼儿的学习进行综合指导。

最后, 社会领域内容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改“社

会”为“人际关系”, 而之所以从“社会”转变为“人际

关系”, 其背后也负载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三、2000 年《幼儿园教育要领》[6]:“人际关系”领

域教育内容呈现新发展 , 更加注重幼儿主体学习的

主观感受与体验。

( 一) 由来和主要内容

20 世纪末, 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 日本教

育界对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了整体教育改革 , 提出

了迈向 21 世纪的教育举措。与此同时 , 1998 年 12

月, 日本文部省开始对 1990 年《幼儿园教育要领》进

行全面修订, 并于 2000 年 4 月开始在日本幼儿园正

式全面实施新的《幼儿园教育要领》。新的《幼儿园教

育要领》在幼儿园教育的基本宗旨、目标和教育课程

的编制方面都略有修改, 但基本要义没有太大变动 ,

仍然强调幼儿园教育必须根据幼儿期的特点 , 通过

环境进行教育, 以及强调要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展。

( 二)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

新《幼儿园教育要领》在“人际关系”领域的教育

内容、注意事项、原则、要求等方面都做了一些修改

和调整。

教育内容在原有的十项内容的基础上 , 又新增

加了两项内容 , 包括“和同伴一起做事时 , 有决心做

到底”“和同伴的交往不断加深, 具有同情心”。同时,

对原有十项教育内容的表述方式 , 也进行了较大调

整, 从而使其更加强调从幼儿的主体性出发 , 注重幼

儿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例如 , 将原来“高高兴兴上幼

儿园, 与老师和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 改为“体验和

老师、小朋友一起生活的愉快”; 将“幼儿知道与小朋

友相处、一起游戏时的乐趣”, 改为“注意到同伴的优

点, 体验到一起活动的愉快”。

与之前的《幼儿园教育要领》中的“注意事项”相

比, 新《幼儿园教育要领》增加了两点内容。第一 , 培

养幼儿最初的道德时, 注重让幼儿在与其他幼儿的

交往中, 体会到他人的存在 , 并能在自己的行动中体

现对他人的尊重。在培养对他人的信赖和同情心的

同时, 让幼儿自身对冲突和挫折也有一番体验。第

二, 让幼儿在跟那些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人们相

互接触、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时 , 获得相互沟通的

愉快体验, 并通过这些体验 , 对社区的老年人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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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产生感情, 感受到与人交往的快乐和帮助别

人的喜悦。

( 三) 社会领域教育内容的主要特点

首先 , 新“要领”中“人际关系”领域发生的一个

明显变化就是, 更多地从幼儿主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设置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的表述更加注重幼儿的自

主学习和自我体验。

同时, 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 , 贯穿“要领”始终的

一个词即“体验”。也就是说, 该要领“十分”注重让幼

儿在与他人的实际交往过程中 , 感受和体验如何与

人交往。这种做法使日本幼儿园的社会领域教育更

加符合其自身的规律和独特性 , 体现了对幼儿主体

性以及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尊重 , 从

而也使得日本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朝着更加科学

的方向发展。

四、日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思想的演进趋势

及其对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建构的启示。

( 一) 日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思想的演进趋势

基于上述日本《幼儿园教育要领》的发展 , 可以

看出其社会领域教育的诸多特点和发展趋势:

1. 以“领域”取代“学科”, 更多地从幼儿主体发

展而非学科的角度出发设置课程。日本传统的课程

设置更多以学科为出发点, 划分课程内容 , 这样做很

容易导致实践过程中割裂各个学科领域教育内容之

间的内在联系, 影响幼儿学习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

效性。而 1990 年之后修订的两个《幼儿园教育要领》

则一改传统的做法, 更多地从幼儿主体发展的角度

出发来划分和设置课程内容 , 从而使课程内容能更

加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 , 体现幼儿的主

体性。

2. 改“社会”为“人际关系”,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如前文所述, 日本幼儿园教育要领改“社会”为“人际

关系”, 重点突出人际关系、人际交往能力的熏陶和

培养, 这种变化正体现了日本社会发展变化对幼儿

园社会领域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3. 重视环境熏染和幼儿的体验学习。日本幼儿

教育强调通过环境进行教育。在“人际关系”领域, 更

是强调幼儿在日常生活环境中, 通过与他人的交往 ,

以及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感受, 逐渐地、潜移默化地学

习如何与人交往。

4. 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性和主体参与意识。与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领域教育单纯强调幼儿对社会

生活的适应不同 , 当今日本的“人际关系”领域教育

更加注重从幼儿主体出发 , 强调幼儿自身学习的个

体差异性和主体性, 主张教育要尊重每个幼儿个体

成长的特点、差 异 性 和 主 动 性 , 而 不 是 忽 视 幼 儿 的

个性和主体性发展 , 一味地强调幼儿对社会生活的

适应。

( 二) 日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思想的演进对我

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建构的启示

日本的国情虽然与我国不同 , 但上述日本《幼儿

园教育要领》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变化 , 却为我国幼儿

园社会领域课程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比如:

1. 关于社会领域的教育价值取向 , 一方面要强

调幼儿对社会生活的适应 , 但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幼

儿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参与意识 , 而非一味强调幼

儿对社会生活的适应。

2. 关于社会领域课程的目标追求和内容选择 ,

应突出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对教育和教育所培养出的

人提出的新要求。

3. 在组织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内容时 , 除了要

考虑各个学科领域的独特性之外 , 更要注意从幼儿

主体发展的角度出发 , 强调幼儿学习的连续性和完

整性 , 注重社会领域课程内容与其他内容的整合、

渗透。

4. 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上 ,

应更加注重幼儿的主体体验学习和游戏活动 , 而不

应过多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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