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5月，我们前往德国慕尼黑、不来梅、

达豪等城市并对这几个城市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了

参观、考察与交流。考察期间，除了参观9所不同

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听取各园长介绍幼儿园的情

况外，还就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方案、混龄教育、

融合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听取了三场专题报告并进

行了互动会谈。另外，我们还在不来梅城市的st．Jo．

hannes Arsten等两所幼儿园蹲点，从早上八点半一直

到中午一点进人班级进行观察，了解其半日生活、

活动情况。下面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点自己的感

受。

一、提供真实自然的生活、学习与

活动环境

德国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国家。一下飞机，在赶

往宾馆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公路两旁成片的草地、

树木和森林，夹杂在其间的野花、野草及大片的油

菜花让我们有如身临花园。且不论走到哪里，道路

两旁、住宅小区、城市广场都是风景怡人。自然本

真的地面在幼儿园也不例外，宽大的户外场地，大

片的草坪、围满四周的绿树、大块透明的玻璃，一

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与美丽。国内幼儿园所垂青

的塑胶地面，在德国几乎看不到。尤其让我们印象

深刻的是，德国很多的幼儿园给孩子提供的活动材

料、工具都是在我们的幼儿园被视为“危险”的东

西，如真的刀、锯、钳、钻等工具。幼儿园室外也是一样，

被我们看作是危险的、不安全的场地，如棱角锋利的石头、

枝权很多并且很硬的树根、‘危险的陡坡等在德国的幼儿园

却比比皆是。与德国的教师攀谈中感到她们一点也不紧张，

她们认为只有让儿童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学习、生活，

儿童才更能学会自我保护，更能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如

果儿童进入的是一个被保护过、人工装饰过的环境，他们

反而会在进入真实环境后因不适应而频频发生安全问题。

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的一个重要环境，就要让他们在生活

中通过尝试、练习学会自我保护。

二、一日生活中注重孩子自我需要的满

足、自理能力及独立性的培养

德国的幼儿园非常注重孩子的自我和自我需要的满足，

真正把孩子当作一个主体来对待。他们的幼儿园都采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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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编班的方式来编班。保教是真正地结合在一起的。不分教

师与保育员，教师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兼顾。教师非常关注

孩子需要的满足，如有的幼儿口含安慰器，只要他想含，不

受限制。再如有的幼儿一个人躲在小小的木屋里，只要孩子

愿意，觉得舒服，教师是不会打断孩子的，一切都是需要在

前。

在德国幼儿园的盥洗室里，我也做了观察。我发现孩子

们吃完饭后要去刷牙、洗手时是没有统一要求的，孩子想怎

么刷就怎样刷，想怎么搽就怎么搽手，一切都是那么的随

意。盥洗室里还有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危险的高架，上面放着

低龄孩童的尿不湿、尿垫，当孩子需要时，无论多小的孩

子，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顺着把一个个抽屉拉出来。上面有木

头做的类似梯子的台阶，自己爬上去取所要的东西。这在中

国的幼儿园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一日生活的餐饮方面，德国幼儿园是定量供应的带量

食谱。饮水是随儿童的需要，没有开水，什么时候想喝水，

就直接到水龙头处去接。每个班级里始终放有一筐水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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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点心、饮料，孩子可以随时去取、去吃，是自由化、

多样式的餐点。等到中餐餐车来时，孩子都是自己去拿盘

子、刀、又及所需要的食物，想吃的幼儿去吃，不想吃的

幼儿接着玩，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自由取放。冷了也没关

系，照样吃，这可能与他们国家的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有

关。孩子们吃餐点与午餐时，氛围非常轻松和谐，老师与

孩子们在一起用餐，孩子与孩子、孩子与老师在小声地、

自由地交谈，腿脚随便放，眼睛随便看，这和我们国内幼

儿园孩子在吃饭时，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我蹲点、观察的St．Johannes Arsten幼儿园“小鸡”班，

曾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生动地折射出他们“自我教

育”的特点。吃完早餐，一位小女孩在送餐具及杯子里剩

下的牛奶到指定位置时，由于不小心，大半杯牛奶一下子

撒到地板上，对此，德国的老师没有作出什么反应，那个

小女孩也表现得很平静，她把手中的餐具径直放到餐车上，

拿了一块抹布转身把地板上的牛奶擦干净了。从这件小事

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注重孩子自理能力、独立性的培养。

三、自由发展的特点与规则意识的统一

德国的学前教育处处都体现着“自由发展”的特点，

但这种自由是在遵守规则前提下的自由。如有一所幼儿园

运动室是与午睡室共用的，平时幼儿可以在此自由地运动、

玩耍，但到了中午1点即将进入午睡时，每个孩子都知道

此时是不可以再玩的，即使不午睡的孩子也要如此。德国

幼儿园每个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活动室，班与班的活动室

是互通的。在得到所在班级老师的同意之后，在不影响其

他班级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出入，随意

地到幼儿园每个地方、每个角落进行活动。而有的活动室

是公用的，如手工室、陶艺吧、，作业室、运动室等。我们

看了一份贴在墙上的关于作业室及手工室的活动规则，有

趣地发现，这份规则是孩子们经过讨论而制定的，而且每

个孩子都严肃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另外，活动室的

物品尽管很多，但都是分类摆放的。在一些活动室，尽管

参加活动的孩子很多，但都是秩序井然，相当安静的。自

由活动与规则意识的统一在德国幼儿园体现得比较明显。

协调

四、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与灵活计划的

在我们所参观的9所学前教育机构中，除了一个为即

将进入小学的6个学龄前儿童进行英语教学外，没有再看

到全班组织的集体教学活动。孩子可以随自己的兴趣、需

要选择不同的教具、玩具、材料，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不同

的活动，老师往往并不干涉，而是在旁做些引导。但这并

不是说他们的教学没有计划。在Regenbogenl明d l(inde卜

garten，园长指着墙上的各类计划告诉我们，每个教师都要

根据本班孩子的发展水平，制订活动目标与计划，如“春

季的发展目标”、“一周的计划”等，还要为每个孩子建立

“个人档案”，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与发展水平。她还给我

们介绍了她们幼儿园最近每周活动的安排：

星期一：创造性活动，包括粘贴、手工、图画、音乐

等活动。

星期二：cafetime主要是社会实践活动。

星期三：项目活动，如森林的主题。

星期四：体育活动，包括室外的与室内的活动，最关

键是让孩子在活动中获得快乐。

星期五：社会活动，可以由父母布置，也可以进行项

目活动、远足等。

园长还强调，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老师实践层面

的工作比较多。教学不是传授和告知，而是带孩子去参观、

实地访问、调查等，并就项目活动中涉及的主题进行讨论，

从而让孩子了解相关的知识、技能，形成相应的情感、态

度，并使孩子们学会将项目活动中获得的知识、技能等运

用到以后的日常生活中。

另外，一日活动的安排也是有计划的。St．Johannes

Arsten幼儿园“小鸡”班的带班老师在半日活动开始前就给

孩子交代活动的计划。因德国的幼儿园基本都是混龄编班，

同一个班级里孩子的年龄差异比较大，所以，为了避免年

龄小的孩子忘记一日活动的程序和内容，老师在一块大的

长条形木板上，用图画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一日的活动次

序：早餐，晨圈活动，自由的区域活动，户外活动，盥洗，

午餐，午睡。看了德国幼儿园为孩子们精心设计与准备的

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原有的“西方幼儿园都实施‘放羊

式’教育”的想法逐渐在改变。德国的幼儿园没有死板的

计划，一般只有宏观的学期计划与周计划。至于每天具体

做什么则有相当的灵活性，往往是随孩子的兴趣而定的，

生成的成分比较多。如我们所参观的Haidhousen儿童之家

学前机构，在我们去的那一天就在做“我们的拜访”主题，

主要是因我们的参观而设。所以在德国的幼儿园更多地感

受到儿童的需要在活动中的位置，与我国幼儿园目标第一

的情况相比，我们更多地体验到了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开

展的个别化的、灵活性的活动的重要性，充分感受到了灵

活性与计划性的协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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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前教育机构中融合教育的普及开

德国的学前教育中，融合教育也是其特色之一。尤其

是在不来梅市，学前教育机构中的融合教育已有20年的历

史。近年来，融合教育开始扩散到德国的其他一些城市，

如在慕尼黑市。所有学前教育机构都要遵循同一个教育纲

要，在此纲要中，明确规定了每个幼儿园都必须是混龄编

班、开放式教育、正常儿童与残障儿童共同接受的融合教

育。所以在德国的很多学前教育机构中，都会看到残障儿

童的影子。尽管德国的融合教育有其民族的历史背景，但

却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他们相信每个儿童都有发展

的无限可能，每个孩子都应享受平等的权利。残障儿童尽

管有身心的缺陷，但他们也应像正常儿童一样，应该享有

自己的权益，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把正常儿童与

残障儿童隔离开来，这是进行融合教育的前提与基础。所

以在德国的学前教育机构中都有残障儿童入园，同时配有

特殊教育的专业工作者给予引导、帮助与治疗。我们在

St．Johannes Arsten幼儿园“小鸡”班就看到了4名残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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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一名程度比较严重，其余三名相对较轻，有2名特殊教

育专业工作者专门陪护这4名儿童。这4名残障儿童与其他

正常儿童一起生活、游戏和活动，不同的是活动要求需切合

他们的能力，并始终有特教专业人员陪护。德国研究人员通

过研究发现，正常儿童与残障儿童组合成一个团队，残障儿

童会表现出了更多的潜力。融合教育，可以使儿童接触到不

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与别人进行交往，可以让儿童充分

地体验世界的多样性。在活动中，让所有的儿童学会合作、

学会接受，学会主动地去学习。这不仅对孩子，而且对教师

也是一个促进提高的过程。

当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是具有不同特

点的。德国学前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方案及教育活动虽然没有

我们国家那么系统、完整、计划性强，但其高度尊重儿童的

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教学的灵活性强的特点又是我们所

不能及的。我们不能把德国的学前教育照搬到中国，也不可

能把中国的学前教育移植到德国，每一种教育都有其生长发

展的土壤。也正是如此，才构成世界的多样性，促成了教育

的丰富多彩。嘧
(作者单位：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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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清的小溪边，长着一棵青青小树。

那棵小树长得翠绿欲滴、健康挺拔，十分

招人喜爱。她特别爱美，常对着溪水梳妆

打扮。

一天，小树下突然冒出了一株青藤苗，

她讨好地对小树说： “小树姐姐，您长得

真是漂亮极了。”

小树听了赞美，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跳

起了欢快的舞蹈。

青藤不失时机地接着说： “可是你身

上光溜溜的，连朵多余的花都没有，太单

调了。要是能让我在你的身上妆扮一番，

插上些花儿，保准你就更美、更出众了。”

“那，请你快快爬到我身上来吧。”小

树毫不迟疑地说。

青藤爬到了小树身上，它不久便长出

了许多绿绿的叶子，开出了朵朵鲜艳的花

儿，小树就像穿上了一条美丽的花点绿裙

子，十分漂亮。路人经过时见了，免不了

要赞美一番，把小树乐得嘴都快合不拢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小树觉得自己的脖

子像给什么东西勒住了似的，几乎连气都

透不过来了，低头一看，哎呀!不好啦!

原来青藤已爬到她面前，双手正紧紧地缠

绕着自己的脖子。小树这才惊慌起来：

“青藤妹妹，请快把你的手放开，我快喘不

过气来了。”

青藤露出奸狡的笑容，发出恶狠狠的

声音：“哼，我要吸尽你的营养，长得比

你高，比你美，哈哈⋯⋯”说着，青藤用

力地吸取小树的汁液，越爬越高，小树的

叶子一片片变黄、落掉，就快要被青藤缠

死了。

刚好一位农民路过，发现了这棵可怜

的小树，他一边急忙用力把青藤从小树身

上拉扯下来，一边说： “要是再晚来一步，

小树就要给弄死了。”小树听了，羞愧、后

悔极了，她难过地低下了头。i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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