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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探析

口匡冬平李玉双

[摘要]新西兰学前教育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与其政府注重学前全纳教育的理念息息相关。新西兰在

发展学前全纳教育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设置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机构，以满足不同幼儿需求；加强

教育立法，完善弱势儿童法律；发展毛利语言，进行双语教学；全方位的特殊教育方案，保障特殊幼儿的

受教育权。

[关键词]新西兰 学前全纳教育 弱势儿童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提倡普通学校要接纳所有的学生，反对任何排斥与歧视。(1

随着全纳教育的深化，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学前

全纳教育。所谓学前全纳教育，是指关注弱势儿童，保障特

殊需要儿童在最少限制的环境里能够和普通儿童一起生活、

学习，确保他们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2】

由于注重全纳教育理念的贯彻实施，新西兰的学前教育

取得了显著成效——学前教育发展迅速。已走在国际学前教

育发展的前列。近10年，新西兰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一直保持

在90％以上。 13J本文将从新西兰的学前教育机构、少数民

族教育、特殊儿童教育等方面聚焦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的成

果，以期为我国学前全纳教育的推进提供参考。

一、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多

样化的学前教育机构

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机构是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发展的重

要标志之一。众多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满足不同幼儿的需

求，保障幼儿享有公平的学前教育资源。

(一)学前教育机构类型分析

4．表扬的结果指向性易造成幼儿的逃避行为。表扬强调

行为结果的重要性，是对良好行为结果的一种反馈。希望得

到表扬的幼儿．十分看重行为结果．他们害怕达不到教师的

期望而得不到表扬，因此内心常常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状

态。表扬越多，负担越重，幼儿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就越

大。害怕失败的幼儿往往反复选择那些容易让他们获得表扬

的简单任务，而逃避那些可能损害他们“声誉”的困难任务，

出现逃避性、退缩性行为，抵抗挫折的能力逐渐降低，最终

导致他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挑战新的任务，不敢冒险，不

敢创新。改变这一状况，成人应正确认识“过度表扬”给儿

童造成的无形的心理压力和负担，避免“好心办坏事”。

度、事无大小地说“你真棒!”表扬时要对幼儿具体指出哪

方面做得好。避免轻率、简单化的表扬，要有发展意识，与

幼儿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及时发现他们进步的方面，并且与

过去对比，表扬他们做得比以前好的地方，肯定他们在行为

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还要善用鼓励代替表扬。鼓励是无条件

的．旨在引导幼儿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感兴趣、有信心。例

如， “你的这个方法不错，试试看，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解

决它?”这种表扬不仅使幼儿感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肯定。

更能激发幼儿行动的兴趣，激励幼儿进一步探索。因此。家

长和教师不要迷信表扬．过分夸大其教育价值，而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正确认识表扬，合理运用表扬，最大限度地发挥

表扬的教育价值而避免其不足。

三、适当表扬以避免“后遗症”

(张霞：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表扬要有具体指向．不泛化空洞，不事事表扬。避免过 210000责任编辑：陈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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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前教育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注册幼

教机构，如招收0～5岁儿童的保教中心，这是新西兰最主要

的学前教育机构；招收2．5。5岁儿童的幼儿园：年纪较小的

儿童在家里接受保育和教育的家庭托儿所：0—5岁儿童和家

长(或监护人)一起，以游戏为主的游乐中心；为0～6岁毛

利人儿童设立的语言巢。另外一类是免注册的幼教机构．如

专门针对毛利人儿童、太平洋岛屿儿童等少数民族开设的学

前教育机构。据新西兰教育部2012年幼儿教育统计报告显

示：从2007～2011年这5年间．注册幼儿机构的数量随着时

序的变化呈递增趋势。具体而言，保教中心、幼儿园、家庭

托儿所的数量分别增长了30．9％、2．4％、38．3％。 ㈤

此外，新西兰还有其他注册幼儿教育机构，如专为偏远

地区身患残疾或行动不便幼儿所开设的函授学校；对有高位

需求只能在医院进行学习的幼儿而设置的医院托儿所：对那

些父母临时有事而无人照看的幼儿所设置的临时保教机构

等。多样化的幼儿教育机构，有力地保障了不同幼儿的发展

需求，促进了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的发展。

(二)注册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幼儿人数分析

幼儿受教育人数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学前教育发展

的整体情况。2003。2012年，新西兰学前教育普及率一直保

持在90％以上。并且逐年呈递增的趋势。到2012年普及率达

到95％。 (51学前教育的高普及率与幼儿参与学前教育机构

紧密相连，说明全国幼儿基本都进人了学前教育机构中．大

部分托幼机构也贯彻了全纳教育理念．即接受特殊儿童(包

括残疾儿童等)。2007。2011年．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幼儿人

数随着时序的变化基本上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家庭托儿所

和保教中心增长趋势明显，在这5年间分别增长了62．2％和

24．1％。(63

二、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取得的突出成果：优

越的少数民族教育

新西兰的少数民族主要指毛利民族、太平洋岛屿族裔

等。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原因，这些少数民族的教育基

本上比较落后。这些少数民族的儿童在新西兰属于弱势儿童

的范围。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西兰政府开始对少数民族

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对毛利族教育的改革(毛利人为

新西兰土著居民，大约占总人口的10％，是新西兰人口最多

的少数民族)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在处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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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教育方面效仿的榜样。新西兰政府对毛利人儿童的教

育推行了有力举措。使全纳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以立法为保障。均衡发展学前教育

学前特殊教育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是促进学前全纳教育

发展的强有力支持，是保障弱势儿童享受公平学前教育的重

要途径。新西兰政府非常注重通过毛利族教育立法．确保毛

利人儿童享有优质、公平的学前教育机会。如。1989年颁布

的《教育法》(Law of Education)、1994年出台的《面向2l

世纪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都明确规定，

要在新西兰建立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使毛利人儿童享有与

其他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1999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优先发展毛利人教育策

略》(Setting Priorities for Maori Education)，再次提及要确

保毛利人享有公平的教育质量，同时开办更多的毛利学校．

提高毛利人儿童的入学参与率。2005年，新西兰政府又一次

重申优先发展毛利人的教育。并加大力度执行此项政策。

2008年出台的UJn大毛利教育执行力度》 (Ka Hikitia—

Managing for Success)使毛利人儿童教育取得很大突破。据

2012年新西兰幼儿教育统计数据表明：毛利人儿童的学前教

育普及率由2007年的88．7％提高到2012年的90．9％，并且毛

利人儿童与全国儿童的学前教育普及率相比．两者的差距基

本在不断地减小。[73这表明：新西兰政府的教育立法。使

越来越多的毛利人儿童进入学前教育机构中，这既保障了毛

利人儿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又确保了新西兰的学前教

育朝均衡的方向发展。

(二)以双语教学传承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20世纪70年代，由于《怀唐伊条约》(the Treaty of

Waitangi)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造成了大部分毛利人的语言

和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愈来愈少的人使用毛利语。这期间，

毛利民族为复兴自己的语言，作出了艰苦努力。直到1987

年，新西兰国会通过《毛利语言法案》 (the Maori Language

Act)，这种状况才得到有效改善。为具体落实毛利语在实际

生活中的使用，新西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尤其以学前教育

机构中的“语言巢”为特色。所谓“语言巢”，就是由那些

年纪较长的毛利家长义务照顾，并给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儿童

教授毛利语。此外，还开设了免注册的毛利人儿童学校、毛

利文化学校等。这些学校均按照毛利文化的标准。运用毛利

语进行教学。同时，新西兰政府还大力培养毛利语教师。[s]

如今，新西兰大部分学校，要求教师既会英语，又会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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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并能够进行双语教学。

伴随着新西兰政府对毛利教育实施的各项措施，毛利语

言和文化逐渐复兴。到2009年，大约有19．9％的在校学生接

受毛利语言教育．而其中毛利人儿童在学前教育所占比重为

17％。 ㈣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幼儿在入学前就拥有了毛利

语言的学习经历，促进了毛利语言的传播．也为他们将来继

续学习毛利语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三、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全方位的特殊儿童教育

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新西兰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保障那些身患残疾的特殊儿

童。拥有与普通儿童一样在校学习的权力。这些措施主要包

括：

(一)设立特殊教育基金

新西兰政府每年大约用4．6亿美元资助特殊需要的儿童。

这些资助项目主要包括针对高残儿童的不间断可监控的资源

计划、儿童早期干预、专门对特殊学校发放的特殊教育补助

金、对学校中那些程度极高的残疾学生发放的学校高水平健

康需要基金、在社区中开办的社区健康学校、针对特殊儿童

发放的学校交通补助，等等。

(二)开办特殊教育机构

新西兰的特殊需要儿童除了可以和普通儿童一样在普通

学校学习．还可以选择去专门的特教机构．如特殊儿童学

校、医院日托中心、函授学校等。这些特殊学校的设立成为

新西兰特教发展的强大助推剂，保障了特殊需要儿童享受教

育的基本权利。

(三)运用现代技术，开发残疾儿童专门设备

运用现代基于如辅助技术。开发特教儿童专门座位、桌

子和助听设备，从而帮助有需要的残疾儿童，以满足他们的

学习和发展需求。新西兰教育部门对辅助技术的服务主要包

括：建议、支持和更新辅助技术产品信息；制定出辅助技术

评估框架，帮助专业团队支持特殊需要儿童；要求学校和教

育专家作出辅助技术评估的建议和对特殊需要儿童提供相应

的支持。

四、结语

由上可见。新西兰学前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政府对儿童的

关注紧密相关。新西兰政府不仅关注普通儿童，而且重视弱

势儿童的发展，并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弱势儿童与普通儿童

一样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学前教育的均衡

发展。然而，在新西兰，尽管有90％以上的残疾儿童就读于

普通学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并不是所有的学前教育

机构都具有充分的全纳性；资金的分配不够合理等。面对这

些问题．新西兰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如．设立国家标准改

善学校服务；加大教育基金资助以帮助更多高残儿童；对特

殊儿童引入积极的学习行动计划；解决特殊学校财政不足；

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于解决新西兰学前教育当

前面I晦的问题．对我国学前全纳教育的发展无疑也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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