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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 ,考察了日本幼儿教育。在日本幼儿园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早已不

是一种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幼儿的生活方式。以游戏为特色的日本幼儿教育在有关什么是教育的出发

点与归宿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及应采取何种方式上 ,以及怎样理解幼儿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均给

我们以启示 ,并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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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 ,我多次赴日本学习考察和参加会议 。其间

参观了数十所幼儿园 、保育园 , 或走马观花 ,或驻足细察 ,

间或也有与日本同行的交流甚至切磋探讨 , 这种近距离

地接触日本幼儿教育得到的认识与来自书本等间接途径

不同。由于身临其境 ,直接用自己的眼睛 、耳朵甚至全身

心去感受 , 对日本幼教特色的体验更加真切 、具体和丰

富 ,印象也更深刻。 此中 , 也引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

考。这里 , 我们将自己的所见 、所闻 、所感与所想呈现出

来 ,以就教于广大幼教同行。

一 、以游戏为特色的日本幼儿园教育

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是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贝尔早

在19世纪 40 年代创办的。之所以命名“幼儿园”寓意着

它是儿童的乐园 ,亦即幸福童年的标志。儿童如同植物

花朵 ,在花圃中快乐成长。在日本 , 我们感到幼儿园是真

正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 , 孩子们可以尽情游戏和享受游

戏的快乐。曾经有意无意地也听到“日本是孩子的天堂”

的说法 ,或许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日本幼儿园重视开展游戏 ,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早已

不是一种口号 ,而是实在的孩子的生活方式 , 这在各个幼

儿园都是极普遍的 ,成为了日本幼儿园教育的特色 , 具体

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体现:

1.幼儿在园生活从游戏开始 , 一日中游戏时间充分。

幼儿在园的生活是从游戏开始 ,特别是从自由游戏

开始的。

日本幼儿园 、保育园的一日生活安排 , 入园时间大多

为上午 8:00～ 8:30(或 9:00),幼儿自入园至 10:00 或 10:

30均为自由活动 、游戏 , 可以在室内或户外玩。 天气好

时 , 幼儿一般都选择户外游戏。

日本幼儿园 、保育园的教育活动有两大组织形式 , 即

集体活动与自由活动 , 幼儿自由游戏与集体活动(包括生

活环节)的时间之比一般为 3:1。 以半日教育为主的幼

儿园的孩子 , 每天在园大约有 3 个小时可以在大自然中

进行自发自主的游戏 , 尽情玩耍。保育园实施全日教育 ,

孩子的游戏时间更长。

集体活动也是以游戏为主:如 ,唱歌 、音乐律动以及

绘画 、手工制作等。集体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所谓“行

事”活动 ,这是取材于社会生活或幼儿园生活的重要事件

的综合主题活动 , 如“七夕” 、“风筝”等 ,通常也是密切结

合幼儿生活经验 , 使之得到充分情感体验的游戏。总之 ,

无论是去幼儿园 , 还是保育园 ,所看到的多半都是孩子们

在游戏的情景。日本幼儿园中正规的教师组织的知识性

教学极少见。

2.游戏环境材料简易 、朴实 、自然 , 有利于激发孩子

的兴趣和便于操作 , 创造性地运用。

日本幼儿园通常有较好的自然环境 ,有浓郁的树荫 ,

有的就掩映在小树林 、草丛中。

室内材料玩具购买的现成玩具有限 ,且大多很简单 ,

如 ,拼板 、积木 、绒毛玩具 、折纸材料等;户外材料设施则

较为多样 , 有大型运动器械 ,如秋千 、单杠 、滑梯 、攀登架 、

跳马 、爬网 、平衡木 、联合运动器械等。小型运动材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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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圈 、绳 、沙袋。传统玩具如陀螺等常能见到。

沙箱 、沙池及玩水设施的设置很普遍。 这类活动幼

儿最为感兴趣 ,利用率极高。有的园甚至把整个院落作

为一个大沙场供幼儿挖土装车 ,用沙造型。

在这里 ,自然物及废旧材料得到极为充分的利用 , 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幼儿园常常可以见到大量非专门化

材料 ,如纸板箱 、废纸盒做成的摇马 、娃娃家小房子等 , 为

幼儿开展游戏创造条件。通常 , 各班均备有纸头 、绳头 、

布头 、木块下脚料 、塑瓶盒等废旧物箱 , 很多玩具都是幼

儿自制的。如用废报纸染色折帽子 ,小班儿童也尝试自

制玩具。

幼儿园注重为儿童提供在自然中游戏的条件。材料

设施常常是依自然环境设置 , 如在数上系绳 、打结 、架绳

梯 、绳网 ,或是在两树之间架秋千 ,供幼儿攀爬 、荡悠。有

的依大树干造一小木屋 , 幼儿可以爬上去在树当腰玩他

们喜欢的游戏。有的园依地势高低不同而设跳台 , 或是

在场地上特意堆起小山坡让幼儿进行登 、滑 、钻 、爬等活

动 ,获得多种体验。

总起来看 ,日本幼儿园提供的游戏环境与材料具有

简易 、朴实 、自然的特点 ,使人有亲切平实之感 , 更重要的

是它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 ,便于其操作和活动 , 创造性地

运用。

3.活动类型多样 , 注重让幼儿在户外进行运动性游

戏和接触自然的活动。

日本幼儿园特别注重引导幼儿在自然中进行活动性

游戏和进行密切接触自然的游戏。具体来说:

活动性游戏开展充分。孩子可以在场地上跑动 、蹬

脚踏车 、玩大运动器械 、爬竿 、拔梯等 , 充分运动身体 , 体

验惊险 ,感受克服困难后的愉悦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幼儿充分运动 ,因而身体健壮 ,有较强体力和活动能力。

在五之神幼儿园 ,一个五 、六岁的小女孩拉着我的手在园

内参观 ,并示范各种器械的玩法 , 她曾手脚交替迅速爬上

一约三层楼高的高竿。

各园均有沙池 ,幼儿可玩沙池沙筑的工事 , 拿小桶装

水倒进沙筑的工事 ,有的玩得兴起 , 甚至脱光了屁股跳进

沙池泥水中玩耍。到了夏天 ,通常幼儿每天可在水池中

游泳 、戏水 , 获取水中活动的感受。

幼儿可以开展接触自然的活动 ,如在草丛中找寻昆

虫 ,他们三三两两提着小笼在草丛中寻找 、捕捉 、观察这

些小生灵的不同形态 、习性 , 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饲养

与种植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幼儿园通常有自己的种植

园地并饲养羊 、马 、狗 、鸡等小动物。幼儿直接参加种植

与饲养不仅可认识观察 , 更重要的是通过关心照料动植

物学习完成工作任务 , 培养责任意识和对自然界事物热

爱的情感。小动物死了 , 幼儿设祭台表达怜惜之情。孩

子们在与动植物的密切接触中 , 可以体验到生与死 , 感受

生命的历程。再有各园普遍重视开展远足活动。这是引

导幼儿走向自然的综合活动 , 儿童步行一次长达 4 公里 ,

并在山涧中戏水 , 过集体生活。

鬼的游戏等民间传统活动为幼儿园游戏的重要组成

部分。日本幼儿园常开展鬼的游戏 ,如玩碰鬼 、冰鬼 、高

山鬼的游戏 , 又如玩“鬼和大鸟的故事” , 使幼儿经历黑

暗 、冒险 ,进行竞争与合作 , 体验恐惧与成功。 各种在我

国早已失传的民间游戏如放飞竹蜻蜓 、抽陀螺等让人产

生久违的亲切感。

还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园的音乐律动活动。幼儿随音

乐做大运动量的身体活动 , 不仅感受音乐的旋律与节奏 ,

同时增强各种活动能力 , 能协调平衡和做出灵活反应。

4.游戏中幼儿自主自由 , 教师积极参与共享游戏快

乐。

游戏中幼儿自主自由 , 活动类型不是由教师硬性安

排的 , 而是由幼儿自己选择的:玩什么 ,怎么玩均由他们

自己做主。幼儿在游戏中无拘无束 ,尽情玩耍。教师也

与班上孩子们一起玩。如教师与孩子们一起做泥饽饽 ,

或是与孩子们一起挖沙 , 修沙筑工事等 ,或是一起玩荡船

及打水仗 、捉人等。我曾见到一位中年男教师与小班孩

子一起玩娃娃家 , 给玩具娃娃做饭喂饭等。园长也常常

与幼儿在一起 , 关注参与他们的活动。

教师始终是一名游戏的参加者。我所参观的这些园

中 ,未见到教师站在一旁旁观 , 或做其他无关事情的现

象。教师积极参与活动 , 有时建议指导 ,有时给予一定帮

助 , 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幼儿中的一员 ,师生之间较少距

离感。教师作为幼儿的游戏伙伴或大朋友 , 以自己饱满

的情绪感染影响幼儿 , 并对幼儿表达支持赞许的态度 , 可

增强师生情感联系;教师这种平等身份而非居高临下的

关系还有助于幼儿在活动中学习自己做主 ,自创玩法等 ,

因而游戏中较少见到依赖教师的行为。教师通常不对幼

儿提出强制性要求 , 而是与之一起活动 ,行为示范和引导

感染之。如在音乐律动活动中 ,常常可以看到教师会像

孩子一样四脚着地爬行并与之一样开心的喊叫 , 虽然满

手是灰是泥 , 但能共享游戏的欢乐。在一所幼儿园我们

还看到教师与儿童一起玩沙挖河道 ,注水 , 玩得兴起 , 幼

儿跳入泥水中 , 教师也助兴帮其脱衣 , 并往其身上泼水

等。我感到在这里 , 教师的作用就是千方百计让儿童玩

得高兴。

自由活动中 , 一般班级界限不明显 , 教师较为放手 ,

提供了一种宽松开放的环境。每个幼儿可以做他喜欢做

的事情 , 不同年龄 、班级的幼儿也可相互学习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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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游戏中 ,教师并非完全放任 , 而是要做到心中

有数。教师要注意幼儿和谁玩 , 在哪儿玩 , 玩什么 , 玩得

如何等 ,并依平时对每个儿童活动特点的观察了解 , 采取

相应措施。如对能力差的或有特殊行为的(自闭症), 教

师或是使其他幼儿带着玩 ,或是与之一起玩 , 随时提供帮

助 ,指导技能等。

二 、日本幼儿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日本幼教实践 ,特别是幼儿园中游戏的开展 , 体现出

一定的教育观念 ,对中国幼教实践带来启示:

1.关于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日本幼教实践注重使幼儿通过活动获得情感体验 ,

注重运动性游戏对儿童的意义 , 强调人格 、身心整体发

展。七十年代以来 ,随着日本经济起飞 , 逐步迈入现代化

进程 ,日本教育者能清醒认识并正视现代化都市化带来

的负面影响:人与自然日益远离 , 公寓化居住条件 , 电视

进入家庭等 ,现代生活方式对儿童身心造成不良影响 , 因

而提出环境教育或自然教育思想 ,即在教育上有意识地

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弥补 , 积极为儿童发展创

造有利的环境 、条件 , 使幼儿密切接触大自然 , 在大自然

中尽情游戏 ,主动探索 , 发展智慧与情感。

我国近年教育界也开展“幼儿园应教什么”的讨论 ,

这是很有意义的 ,但今实践中仍较重视知识教育 , 随经济

水平提高 ,幼儿园物质设备投入加强了 , 相当多幼儿园配

备了电脑以开发智力 ,却未能认真思考是否适合于幼儿 ,

有益于其身心整体发展。幼儿期是运动能力发展的关键

期 ,同时幼儿作为身心发展的整体 , 运动能力的发展 、身

体素质的提高必然有益于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对此我

们仅在理论上加以承认 , 但实践中往往忽视 ,重智轻体 ,

重学习轻游戏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改变! 近年北京市双一

园验收结果表明 ,游戏未占重要地位和得到有效开展 , 而

仅限于依标准———教育行政部门对种类 、数量规定的标

准 ,提供物质材料 , 但如何用于活动 ,利用情况怎样未得

到关注。另外户外活动虽有时间保证 , 但幼儿活动情况

如何 ,质量怎样则不甚了了 , 园所大型器械运用不足为普

遍现象。这里显然也有管理导向问题。 再有 , 近几年北

京市“感知统合训练”学校很有市场 ,其原因何在 , 应引起

反思。

日本幼教较注重以幼儿为主体 ,教育适合其自然天

性。环境创设材料提供及活动方式等均从有利于幼儿发

展 ,其兴趣的激发和使儿童积极主动的活动等为出发点 ,

如玩泥沙 , 又惊险活动等可使幼儿体验快感。因而其幼

儿教育较能体现生活教育的特点 ,贴近其生活经验 , 提供

充分游戏机会 ,注重在自然的生活进程中对儿童施加教

育和影响 , 使之获取大量直接感性经验 ,而非注重在室内

进行正规知识教育。

2.在教育方式上是积极促进以活动促发展 , 还是消

极防范?

日本幼儿园注重引导幼儿充分活动 。在活动和游戏

中培养能力 , 特别是运动能力 、灵活反应力和大肌肉活动

能力等。故教育上较为放手 , 但又非完全放任 ,而是尊重

信任之 , 同时结合安全教育动作技能训练 ,使之学习协调

动作 , 自我防范 ,增强安全意识 , 从而以活动促发展。儿

童运动能力发展了……自然就不出或少出事故。

在游戏中 , 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儿童创设支

持性环境和心理气氛 , 而不是处处监督设防 、管制 、防范。

日本幼儿园教师多以伙伴身份出现 , 师生之间无距离感 ,

教育指导以隐性间接方式为主 , 引导儿童在游戏和自然

真实生活中学习 , 使之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影

响与感染 , 而不是硬性灌输 、说教。这种教育者与儿童伙

伴的双重身份 , 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较好地实现

教育效果。

3.如何理解幼儿教育现代化。

日本幼教同行注重以正确教育观念办园办教育 , 他

们认为 , 现代化幼教应是更适合儿童发展规律与教育规

律的 , 因而应更有益于促进儿童发展。在这一观念指导

下 , 有的幼儿园甚至不配备空调 、电脑 , 甚至不配备钢琴 ,

幼儿步行回家……通过多种方式让幼儿获得丰富经历与

体验。其自然教育之实质就是尽一切努力促进幼儿更健

康发展。

日本民族注意学习他人 , 特别是注意将他人的东西

消化改造为自己的 , 如蒙台梭利本土化 、音乐律动本土

化。他们对自己的好东西即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决不轻

易放弃 , 如自然教育 、传统玩具游戏 , 民族民间传统活动

等都受到重视。这些东西被作为教育资源 , 正在发挥着

重要作用 , 如引导儿童认识自己的社会环境 , 自己动手 、

激发创造性主动性 、增强活动能力 、激发民族意识与精神

和使幼儿在生活与活动中认同并内化本民族的东西等。

这里 , 我们借用日本大阪亚太地区 OMEP会议上一

位教育家的呼吁作为结束语:教育要返朴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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