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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随着现代意义

上的幼儿园教育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步发展# 中国最早的

蒙养院章程和最早的幼儿园办园宗旨都有对社会领域教

育的规定# 随后$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等先生对幼儿园

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原则与方法等都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领域课程’
! 关键词"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构建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是以发展幼儿的情感和社会

性为目标&以增进幼儿的社会认知&激发幼儿的情感&培

养幼儿的社会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其实质是做人的

教育%人格的教育)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做人的教育&孔

子说*+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意思是说在品行-德行修

养有余力时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 即首先要学做人&然

后才学做学问# 现代意义上的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形成和

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我国幼儿园教育的诞生

和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本文拟对初创阶段. 上个世

纪前半叶/ 的幼儿园社会教育作一梳理和剖析&以便从

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课程/ 萌芽时期的

概况

. 一/0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 中的

相关内容

!"#$ 年 元 月 & 我 国 出 台 了 第 一 个 幼 儿 教 育 法

规2220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 & 其中第

一章第一节+ 保育教导要旨3 的四条中&第一-三条提出

了培养幼儿身心健康-个性良好-行为端正的目标要求’

第二-四条则提出了量力适宜-正面教育-运用榜样和环

境的原则和方法’ 这一保育教导要旨凸现了蒙养院应实

施做人教育的任务’
第二节规定应设置幼儿易懂-有趣-与小学迥然有

别的+ 条目, *游戏-歌谣-谈话-手技&这些活动均应围

绕培养幼儿爱众乐群-涵养德性的宗旨进行&尤以游戏

和谈话为最&足见章程对幼儿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视’
. 二/0 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1 中的有关内容

!"#% 年秋& 我国第一个国人自办的幼儿园222湖

北幼稚园创办于武昌’ 在这个公立官办幼稚园的开办章

程中&以+ 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

备小学堂之基础, 为宗旨’ 明确提出+ 重养不重学, 的

办园方针’ 设园旨趣有三*保全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

此(培养天赋之美材&智育发达基此(习惯善良之言行&
德育发达基此’ 所定的保育课目凡七*行仪-训话-幼稚

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其中行仪和训话与社会教

育直接相关&唱歌-游嬉则间接相关’
. 三/0 湖南蒙养园教课说略1 中的有关内容

所 谓 教 课 说 略 即 教 学 纲 要&0 湖 南 蒙 养 园 教 课 说

略1 设立七课*谈 话-行 仪-读 方-数 方-手 技-乐 歌-游

戏’ 其中谈话即示为人之道&行仪即真实修身&此两课为

德育之始基’ 而乐歌&关系于国民忠爱思想者&如影随

形(培养美感&高洁心情&涵养情性也’
综上所述&&# 世纪初幼儿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要

求和内容方法已略有呈现&直接或间接地散见于幼儿园

的有关课目中&但仅是蕴含性的&处于萌芽状态&而且这

些幼教法规-开办章程-教课说略均源于日本&不是照搬

就是移植&受日本幼教的影响较大’

二-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课程/ 独创时期的

研究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教育战线的改革

运动&涌现出以陶行知-陈鹤琴为首的一批幼儿教育革

新家&他们开辟了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道路&并开

始创建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 一/ 论述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价值

陶行知认为+ 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 凡

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 适 当 基

础’ , 他把幼儿教育视为人生之基础&指出+ 凡人生所需

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

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

期培养得好& 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

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

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这些儿童

升到学校里来&教师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纠正他们已

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真可算事倍功半’ ,
陈鹤琴也认为+ 儿童期是发展个人的最好机会&什

么言语&什么习惯&什么道德&什么能力&在儿童的时候

学习最速&养成最易&发展最快, ’ 在他的活教育理论体

系中&更是把+ 做人, 作为活教育三大纲领之一的目的

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并将之解释为*做人*

做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热爱人类-热爱真理&以+ 世界一

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初创阶段研究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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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的思想作为人类最终目标"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

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同胞%为自己国家的兴

旺发达而努力"做现代中国人&首先要有强壮的身体%其

次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要有合作的精神%第四要有为社

会服务的热情%第五必须心胸开阔和目光远大’
从上可见%陶行知$陈鹤琴所述的人格教育$做人教

育均重在情感(社会性的发展%涉及情感$态度$习惯$
能力等诸方面) 这些观念都体现在由陈鹤琴主持制定

的$于 !"#$ 年公布的* 幼稚园课程标准+ 中%如在, 幼

稚教育总目标- 四条中就有两条提到&, 力谋幼稚儿童

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 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 包

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 ) - 这充分说明 $% 世纪

二三十年代我国教育界对幼儿园社会教育0 人格教育$
做人教育1 的重视)

. 二1 构建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

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课程形态在初创阶段

的发展过程为&散在(((常识(((社会和自然或社会和

常识(((社会) &% 年代初%* 幼维园课程标准+ 课程范

围七项中就有一项是 , 社会和常识-. 其他六项为音

乐$故事和儿歌$游戏$工作$静息$餐点1 %虽不是独立

的一项却是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法规中) 张宗麟所著* 幼

稚园的社会+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 社会- 领域

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等%精辟地分析了社会$
儿童社会的实质%并以案例形式展示其丰硕的研究成果%
倡导实施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 及至 ’% 年代后期%陈鹤

琴提出了, 五指活动- 计划%即开展健康$社会$科学$艺

术$文学活动) (% 年代初%陈鹤琴进一步论述, 五指活

动- 的意义$内容等%并将文学活动改称语文活动) 至此%

社会领域已相对独立地立足于幼稚园课程之中了)

)*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
* 幼稚园课程标准+ 规定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为&

甲% 引导幼儿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民活动的观察和欣赏)
乙%增进利用自然$满足生活$组织团体等的最初步的经

验)丙%引导对于, 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 的认识)丁%养

成爱护自然物和卫生$乐群$互助$合作等的好习惯)
从发展过程来看%, 社会- 领域终于有了比较明确

的目标%这显然是进步) 但张宗麟对此目标提出了意见%
他 认 为 应 添 加 , 幼 儿 园 各 种 活 动 都 应 该 倾 向 于 社 会

性- ) 因为照着上述目标%几乎把教育化成工具%没有灵

魂) 教育的灵魂不是罗列许多科目%也不是, 养成良好

的公民- 一语所能概括%而在于, 养成适合于某种社会

生活的人民- ) 这种工作在唱歌$游戏等活动里可以做

出来%但是这种精神都要以, 社会- 作为出发点%他介绍

了美国和苏俄对相关目标的研究%特别指出苏俄教育所

以能传播于全世界%乃是它能处处表现苏俄的精神)
陈鹤琴 ’% 年代末在, 五指活动- 中提出了社会活

动%强调儿童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儿童有能力和带着对

公共服务的兴趣去参加社会活动%懂得个人与国家的关

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以此来激励儿童的爱国心与爱

人类之心) 笔者以为%陈鹤琴揭示的, 社会- 领域教育目

标的实质%诚如张宗麟所强调的, 精神- )

$*社会领域教育的内容)

+"!" 年办在杜威院内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幼

稚园%每天安排谈话$游戏$手工$音乐四种活动%与, 社

会- 相关的各方面如音乐材料大略是团体$再会$老师

你早$家庭等"时令和节日方面有收获$新年$国旗$四

季$春天等"职业方面有铁匠$皮匠$木匠等)
涉及到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团体和家庭两方面%此外

还有职业或别种公共机关的动作等)凡是儿童看见的或自

己做过的%无论是实在的或表演的%只要他学过了%就可以

做) 这种作业是儿童明白社会生活里互助$协力$团员责任

等的基础%同时也使儿童明白社会进化的意义和价值)
陈鹤琴于 !"$& 年创办的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包括常

识等九方面%其中, 常识- 分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关于社

会%则随时带风俗之序%随时教学%其他如日常礼仪之演

习%社会上实事实物之观察%简易的卫生规律及健康清

洁的检查%务使儿童对是项问题有研究之兴趣%并有讨

论之机会)
陈鹤琴主持制定的* 幼稚园课程标准+ 中, 社会和

常识- 内容大要为&甲%关于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卫生

方法%以及家庭$邻里$商铺$邮局$救火组织$公园$交通

机关等社会组织的观察研究%本地名胜古迹的游览) 乙%
日常礼仪的演习) 丙%纪念日和节日. 如元旦$国庆$总

理忌诞辰$儿童节以及其他令节1 的研究举行) 丁%集会

的演习. 以培养公正$仁爱$和平的态度精神为主1 ) 戊%

党旗$国旗$总理遗像等的认识)

从上可见%社会领域教育的内容明显地偏重于社会

认知方面%基本上都是对时令节日和社会环境的认识)
张宗麟对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 他十分重视良好习惯的养成%并比较分析了代表

南方和北方幼儿园的两张习惯技能表&
一张是以鼓楼幼稚园为基础$经张宗麟整理的$代表

南方幼儿园的习惯技能表%包括做人的习惯((社会的%
如礼貌待人$友好交往$敬爱朋友$帮助人家$哀怜他人$与

人共享$尊重别人$遵守规则$认真工作$不争先恐后$不相

骂争斗等 !" 条"做人的习惯((个人的%如准时到园$集

合迅速$动作轻快$物归原位$整齐清洁$说话清楚$爱惜书

藉$爱护花草动物$不大声叫喊$不乱丢东西等 !( 条"卫生

习惯%如饭前便后洗手$细嚼慢咽$姿势端正$不随地吐$不

沿路大小便等 $& 条"其他%如会做团体游戏%会排列椅子%
会爱抚玩偶%会表演故事等 !$ 条) 合计 (" 条)

另一张是张雪门所拟$代表北方幼儿园的习惯技能

表%包括社会%如礼貌待人$与人互助$不轻易求人$帮助

幼小$按时到园$物归原位$不故意阻挠别人$略述一种

职业生活. 铁匠$店 铺221 $能 说 出 两 三 种 食 物 来 源

. 如米需要经历从整地到贩卖的各种环节方能端到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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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来! 等 !" 条"卫生#如整齐清洁$姿势端正$刷牙洗

手等 !" 条"其他%如比较脸的美丑$给物定义& 五件中

能说出三件如筷$马$母亲! $解决三个问题等 # 条’ 合

计 "$ 条(

%&社会领域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陈鹤琴提出了训导& 即思想品德教育) 工作的 !% 条

原则*& !) 从小到大"& ") 从人治到法治"& %) 从法治到心

理"& #) 从对立到一体"& ’) 从不觉到自觉"& () 从被动到

自动"& )) 从自我到互助"& $) 从知到行"& *) 从形式到精

神"& !+) 从分家到合一"& !!) 从隔阂到联络"& !") 从消

极到积极"& !%) 从+ 空口说教, 到+ 以身作则, (
以上 !% 条训育原则揭示了道德教育的认知- 情感

和行为表现的内外统一和相互促进关系% 充满了辩证

法%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不仅适用于普通学校%也

是幼儿园社会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张宗麟在论述实施社会活动的原则和方法时%首先

根据教育学的新趋势%提出三条原则*一是要把学校生

活和社会实际生活打成一片"二是个别学习而能互助合

作"三是+ 朋友制, 的师生关系( 其次%他以心理学为依

据%提出四条原则*一是成功与有效"二是继续不断地练

习"三是兴趣与目的"四是交替反应( 随后%张宗麟又提

出实施时应注意留心儿童的动作$临时的遭遇与有意的

刺激( 这是决定要做活动的路径( 此外%还应注意提供丰

富的原料品与适当的工具%恰当的指导组织%做到+ 随时

息手%随处起头, ( 这是教师陪着儿童做各种活动时应注

意之点( 关于习惯训练的方法%张宗麟认为可以参考蒙

台梭利教学法%但关键在于幼儿园与家庭的切实合作(

张宗麟的论述不仅富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价值%

对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实施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幼稚园社会活动案例分析(
张宗麟在. 幼稚园的社会/ 一书中%介绍了实践中

组织过的幼稚园社会活动( 如*
& !! 婚丧寿庆(

张宗麟认为婚丧寿这三件事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评

论%实在是正常事%但现代中国社会习尚竟以此三者为

最隆重的活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孩子%使他们有相当的

经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应有所反映(

!有哪几种活动可以做0 小朋友组织家庭的嫁娶%
玩偶家庭里的嫁娶"死了家禽-家畜-虫-鱼等去葬%打破

了的玩偶等的葬殓"小朋友或教师的生日(

"怎样攫取动机0 孩子自发的%教师允许"孩子忽略

的%教师提醒(

#预备什么材料0 场地-实物或制品(

$怎样进行0 要简短-变化多-新奇层出"教师不要

过早介入"每个活动要有极显然的结果( 本组活动可以

和音乐-美工-识字等活动结合起来进行(

%怎样结束0 这组活动无所谓结束%半天即可%能在

放学时结束为妥%不必今天准备-明天正项-后天做结束(
& ") 节期-赛会期-纪念日(

张宗麟认为节期-赛会期-纪念日在孩子们眼里是

同一看待的%但社会上以赛会期为最注重%而家庭间以

节期为最注重%法令上则以纪念日为最重要(
& %) 展览会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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