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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混龄教育
g张虹

去年3月，我们曾赴德国考察学前教育。考察期间，我

们参观了ll所学前教育机构。这11所学前教育机构均为

混龄编班。据了解，德国绝大多数学前教育机构是混龄编

班的。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混龄编班颇有特色。不仅0—6

岁学前儿童混龄编班，而且有的儿童日间照管所(一种既

招收0～6岁儿童，也招收已入学的小学生的教育机构，因

为德国的小学生大多上半天课，下午有近50％的小学生

到儿童日间照管所做作业、参加课外活动)也安排小学生

和幼儿在一起活动。

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混龄教育体现了“自由发展”“自

我教育”的特点，日常教学活动主要采用个别教学、小组活

动，基本不组织全班性集体活动。我们在慕尼黑市近郊的

一所儿童日间照管所参观时，看到活动室墙上有两份材

料。一份是关于自我情绪的判断表，孩子们可以根据贴在

墙上的五种表情脸谱，按“很好、较好、一般、伤心、恼火”来

判断自己的情绪，以供老师在开展个别化教育时参考。男

一份是作业室兼音乐活动室活动规则。有趣的是，这份规

则是弦子们自己经过讨论制定的，而且每个孩子都郑重其

事地在上面签了名。我们看到，活动室里尽管物品不少，

但分类摆放，井井有条；参加活动的孩子也很多，但相对安

静，秩序井然。

在慕尼黑市海德豪森儿童之家(属儿童日间照管所)，

我们感受到了旅浓的“家”的气氛。这所“儿童之家”招收

l～12岁的孩子，有一个I～3岁儿童班，三个3—8岁儿童

班，一个9—12岁儿童班。每班孩子有自己的活动室，班和

班的活动室是互通的。在得到所在班级老师同意之后，燕

子可以自由出人。有的活动室则是公用的，如体操房、美

工室、手工室等。“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案由家长协会和

“儿童之家”共同制订。这个“儿童之家”已成立8年了，据

了解，有的孩子在这里上完托儿所、幼儿园，上小学后，每

天中午10点30分仍由“儿童之家”的教师从学校接到。儿

童之家”，中餐由“儿童之家”负责安排，下午就在。儿童之

家”做作业，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弦子们把这里当作了自

己的第二个“家”。

“儿童之家”的管理人员给我们看了一份他们的宣传

资料，封面上写了一句话：“进来是小人，出去是大人”，表

明了他们的教育价值追求。教师在日常教育活动中，非常

重视不同年龄儿童之间的交往，重视孩子自信心、自我认

同感以及生活技能的培养。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看到了

这样一幕：一个2岁左右的男菝子在小阁楼上玩耍．不知

怎么地哭了起来。隔壁活动室一个5岁左右的女孩子马上

爬上小阁楼去哄他了，一切是自然发生的，我们没看到有

哪个教师作精心安排。教师常常告诉孩子们，小时候你们

被别人照顾，长大了你们应该去照顾别人。据教师代表和

家长协会负责人介绍，根据他们的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之间很少出现攻击性行为，而小学生甚至初中生每天仍

回他们小时候呆过的“儿童之家”，不但很容易找到“家”的

感觉，而且对0～6岁的儿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在

“儿童之家”看到，6—9岁的小学生在做作业，而3—6岁的

儿童常常好奇地看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想来这些3～

6岁儿童对未来的小学生活一定充满憧憬。在这里，“小幼

衔接”是那么自然地发生了。

在座谈中，我们着重了解这所“儿童之家”选择教师的标

准。据“儿童之家”管理人员介绍，他们看重教师以下几点：

1．了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能妥善处

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性格外向。活动室的门是互通的，班级是开放的，

因此要求教师善于同兄弟班级的教师以及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及其家长沟通。

3．能把握好工作的“度”。如做家长工作，既不一味地

听从家长，也不固执己见。善于向家长表达自己的观点，善

于向家长提建议。

4．晚上能够加班。因为家长活动往往放在晚上进

行。

5．具有较好的工作适应性。如果需要的话，可到任何

一个年龄段班级顶班。

据介绍，他们并不十分看重教师的音乐、体育之类教

学技能，倒是非常看重教师的团队协作精神，善于不断学

习的能力等。

后来，我们在慕尼黑国家学前教育研究所听取了该所

研究人员格里贝尔的有关“年龄跨度较大儿童的混龄教

育”专题报告。据介绍，这些年来，德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

下降，孩子在家里缺少兄弟姐妹，所以混龄教育受到普遍

欢迎。学前教育机构的环境创设普遍接近于家庭，有一种

“家”的气氛。在混龄班，大孩子学习照顾小孩子，教师也从

中得到帮助。有关研究证明了几点：

1．混龄教育有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社会适

应能力的发展。

2．混龄教育的成效受班额大小、年龄比例搭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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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上德目的土地，我就感到那儿的天特别蓝，空气

特别新鲜，四周的环境特别干净，过往匆匆的人们总是把

垃圾放到分类处，没有人监督，没有人提醒，一切都是那么

的自然。

我想，这一切一定与他们的教育有关。2002年3月，我

们在慕尼黑学前教育研究所Miya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

慕尼黑市立幼儿园。该园的环保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一、慕尼黑市立幼儿园环保教育的做法

1．崇尚自然，环境中渗透环保教育。慕尼黑市立幼儿

园四周都是树，幼儿园就像是一个野外公园。幼儿园户外

建有几个区域。如，湿区域(水生植物)与干区域(植物)形

成对比，在两区中竖着一块黑板．菝子们可以边观察边记

录；在藤木区域，有用藤条编织成的“山洞”，幼儿可以在洞

内钻爬，各种用藤条编织成的挂件挂在不同造型的树杈

中，有的在上面挂有幼儿的作品，极富童趣。

2．日常活动中扎扎实实地搞好环保教育，增强孩子

的环保意识。在慕尼黑市立幼儿园的接待室里，我们看到

了一棵记录该园环保教育发展历程的树。树干是基础，要

扎根在遐土里．表示幼儿园的目标：热爱自然，它使我们的

教师和谈子幸福!每片叶子上写出了幼儿园每年的环保内

容。如，1986年至1990年，建立种植园；1990年，建立垃圾

分类堆；1990年至1992年改进饮食，幼儿的饮食全部选择

生物检验过关的绿色食品；1996年，开展无玩具活动，提

供自然材料开展游戏；1997年，进行“50”对“50”活动，鼓励

幼儿节省能源，带领幼JLfU作食品，出售给家长。将市政府

拨给的经费及幼儿制作食品的收人，一半送给印第安人，

一半用来改造幼儿园园舍；1998年幼儿园内搭植物架，让

孩子参与管理；1999年开展种树活动，建立“2000年未来

之林”；2000年举办“环保之年”庆祝活动，在国际研讨会

上宣读(21世纪环保宣言》，等等。

3．垃圾分类，再生利用。慕尼黑市立幼儿园对垃圾都

要作分类处理，将能利用的垃圾进行再生，形成一个环保

循环网。如，将果皮放在一个桶内让它腐烂，成为种植园地

的肥料。

4．合理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在慕尼黑市立幼儿园的

德国幼儿园晌环保教胄
石朱瑶

户外，我们发现了一个个大桶，原以为是供孩子们玩的，一

问才明白，这是巧妙利用天然资源的水桶，每当下雨时，就

将水桶上方的雨水管接口打开，让雨水流到桶内，贮存起

来，用来浇花。幼儿园里还有一个植物堆，上面种植沙生

植物，下面种植水生植物，使水资源共享，不让水白自流

掉。幼儿园还利用太阳能为孩子提供热水，同时对孩子进

行宣传，使孩子一启用热水就会联想到节约能源。

5．让家长参与幼儿园的环保活动。教师与家长一起

讨论环保活动计划，使家长了解幼儿园的活动，并积极参

与活动。我们看到有一位家长利用自然材料，如小树权、

小石子、棉布等，记录了自己孩子参与环保活动的趣事。

二、我的思考

我国也很重视环境保护，也举办评比绿色幼儿园等活

动，但总麒到像是一阵“风”，刮“风”时，注意些，为了应付

检查摆放一些东西，“凤”后，又回到起点。我对如何切实

搞好环保教育工作有以下几点建议。

1．教师要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教师的言行对孩子的

影响是非常大的，教师要有对未来生活的责任心，做一个

环保使者，为j妻子作表率。

2．从燕子身边的事做起，扎扎实实地将环保意识融

人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不要把环保的调子定得太高，要从

孩子身边细小的事开始引导，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用小

图片、小标志、小故事等提醒孩子．增强孩子的环保意识。

3．对家长进行环保宣传，引导家长参与环保活动。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很大。通过开家长会、

给家长写信、在环保宣言上签名等活动，从呼吁家长参与到

家长主动参与，使环保教育的范围从幼儿园延伸到社会，使

全民都有一颗“为了孩子，为了未来”大家行动起来的心。■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

310012)

(同龄人所占比例太多太少都会影响教育效果)。

3．混龄教育的成效也和班级之间的互相开放程度有关。

4．师生比受年龄段分布影响。即0—3岁弦子越多，

所需教师也越多；相反，可酌情减少。

5．混龄教育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6．家园合作水平直接影响混龄教育质量。

通过对德国混龄教育的考察，我们有以下两点思考：

1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弦子在家里没有

兄弟姐妹，他们缺乏和不同年龄段燕子交往的体验。而我

国的幼托机构普遍按年龄段编班，家庭缺乏的不同年龄段

同伴交往在幼托机构没有得到必要的补偿。所以，从孩子

的全面发展考虑，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强孩子与不同年龄段

同伴的交往。不是说一定要混龄编班，但可以多考虑多设

计混龄活动，以帮助孩子获得相关经验。

2．小幼衔接在我国有较多研究，有的研究也产生了

积极影响。但是，德国儿童日间照管所(尽管我国并没有

这么一个层次的社会教育机构)的某些做法对我们有借鉴

意义。例如，让在本园学习过的孩子回幼儿园参加活动，

以便对在园幼儿产生积极影响；幼儿园利用自己的教育资

源，帮助附近小学的学生解决中餐问题，等等，也许不失为

是一种幼儿园服务功能的拓展。 ■

(作者单位：《幼儿教育》编辑部。杭州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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