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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 “人”
的失落

在当前的幼儿园教育教学过程中， “无人” 状

态或教育者 “目中无人” 的情形屡见不鲜。 “人的

在场被忽略了， 人降格成为知识的外在容器。” 〔1〕

前不久， 在某地区开展的幼儿园教学新秀评选

大赛上， 一名参赛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可谓环环相

扣， 活动过程围绕着活动目标展开， 充分体现了游

戏性、 体验性、 操作性等， 唯独缺少了 “人情味”。
教师把没有准确回答问题的一名幼儿罚在座位上，
自己则和其他幼儿继续活动。 当时， 台下前来观摩

的幼儿教师有几百人， 我看着那名幼儿羡慕、 无奈

而又可怜的表情， 突然有着一种强烈的冲动： 在活

动结束后， 一定要把这节活动作为一 个 “术 （方

法、 技术）” 的精彩与 “学 （学理、 理念）” 的残缺

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以引起参赛者和前来观摩者

的重视。 因为， 这不仅仅是某一位教 师 的 个 体 行

为， 不少教师都或多或少出现过这种教育行为。 当

然， 在这次大赛上， 我也欣喜地看到， 有一位参赛

的年轻教师， 面对着一张张还比较陌生的面孔 （异

地上课， 与幼儿还不熟悉）， 露出了极具亲和力的

微笑， 特别是当一名幼儿回答问题紧张得有点发抖

时， 她蹲下身来， 一把握住了幼儿的小手， 耐心地

启发她、 鼓励她。 我想， 此时幼儿感受到的不止是

教师的体温， 更是教师 “心灵的温度”。
教育固然需要高深的学问与渊博的知识， 但是

教育更需要对人的生命的真切关怀与无穷挚爱。 幼

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 “人” 的失落， 不仅表现为一

些教师对幼儿生命的不尊重， 还表现为他们对幼儿

兴趣、 情感与心理需求等的忽视。 长期以来， 教育

的工具主义思维方式， 导致了功利主义教育盛行，
造成了生命的遮蔽。 教育不是成 “人” 的教育， 而

是成 “材”、 成 “器” 的教育。 〔2〕

一位大班的教师在组织 “能干的牙齿” 教学活

动 时， 有 条 不 紊 地 讲 述 着 不 同 牙 齿 的 不 同 功 用：
“根据外形乳牙可分为乳切牙、 乳尖牙和乳磨牙。
切牙又叫门齿， 主要功能是切断食物……” 讲述完

后拿出几种食物 （胡萝卜、 饼干、 果脯、 牛肉干），
请四位幼儿到集体前面 “演示” 怎样用不同的牙齿

来切、 咬、 撕和磨碎食物。 我听见坐在下面的幼儿

大声问台上的幼儿： “啥味儿呀？ 好吃吗？” 对此，
教师充耳不闻， 只是反复提问上来演 示 的 几 位 幼

儿： “你吃东西用了哪颗牙齿？ 它有什么功能？”
可见教师关注的是 “牙齿的功能”， 而幼儿关心的

却是 “食物的味道”。
对此，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置身于 “没有幼

儿的课堂”。 教师在唱着自编自导的 “独角戏”， 幼

儿只是陪衬或者有着一定参与性的观众而已。 以学

科为本位的教学沦为一种 “目中无人” 的教学， 首

先表现在重认知轻情感， 把生动、 复杂的教学活动

囿于固定、 狭窄的认知主义的框框之中， 只注重学

生对学科知识的记忆、 理解和掌握， 而不关注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 教学的非情

感化是其一大缺陷。 〔3〕 那么， 什么样的教育观念

和行为凸显出对 “人” 的关照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

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应凸显对“人”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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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先来重温经典， 寻找启示。

二、 来自 《窗边的小豆豆》 的启示

《窗边的小豆豆》 讲述的是日本著名作家黑柳

彻子上小学时的一段真实故事。 该书于1981年出版

后被译成了33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 在我看来，
《窗边的小豆豆》 之所以能够感动全世界的读者，
之所以被广大媒体和读者评为 “20世纪最有价值图

书”， 是因为书中的教育者———校长小林宗作先生

是每个人心灵深处所呼唤的教师或上司或亲友的理

想 “化 身”， 他 集 “倾 听”、 “理 解”、 “尊 重”、
“信任” 于一体， 善待人 （哪怕是对方有着令人难

以容忍的缺点和不足）， 让人始终沐浴在 “爱” 的

阳光下， 给人温暖和力量， 使生命得以舒展。
（一） “把想说的话全部说给老师听” ———尊

重和倾听幼儿

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 来到巴学园。
校 长 让 小 豆 豆 坐 在 椅 子 上， 对 小 豆 豆 的 妈 妈 说：
“下面我想和小豆豆谈谈， 您请回吧。” 校长把椅子

拉到小豆豆跟前， 面对小豆豆坐了下来， 说： “好

了， 你跟老师说说话吧， 说什么都行。 把想说的话

全部说给老师听听。” “想说的话？” 小豆豆本以为

校长会问什么问题， 让自己回答。 当听到 “说什么

都行” 时， 小豆豆开心极了， 立刻开始说起来。 说

话的顺序、 说话的方式， 都有点乱七八糟的， 但她

拼命地说着： 刚才坐的电车跑得非常快； 爸爸很擅

长在海里游泳， 连跳水也会……诸如此类的事情，
小豆豆一件一件地说起来。 校长边听边笑着， 点着

头， 有时候还问 “后来呢”， 小豆豆越发开心， 说

个没完没了。 可是， 慢慢地， 终于快要没什么可说

的了， 小豆豆闭上了嘴， 想着再说点 儿 什 么。 这

时， 先生问： “已经没有了吗？ 还有 什 么 可 说 的

呢？ 没有了吗？” 小豆豆的脑筋在急速地转动。 想

啊想， 终于， “有了！” 她又发现了一个话题。 那

就是当天小豆豆穿的衣服。 说完之后， 小豆豆绞尽

脑汁地想啊想， 这回真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 小豆

豆不禁有些伤心。 这时， 校长站了起来， 用温暖的

大手摸摸小豆豆的头， 说： “好了， 从今天起， 你

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4〕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校长竟然一次也没有打哈

欠， 一次也没有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小豆豆从校长

“向前探着身体， 专注地听着” 的肢体语言和超长

时间的倾听中， 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被他人尊重的感

觉。 可见倾听是尊重的前提， 而 “尊重” 则是每个

幼儿内心深处不可或缺的基本心理需求。
（二） “小豆豆，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认

可和信任幼儿

每当校长先生看到小豆豆， 先生就会说： “你

真是一个好孩子。” 这时候小豆豆就高兴地笑， 蹦

蹦跳跳地说： “是啊， 我是一个好孩子。” 于是，
小豆豆也觉得自己的确是一个好孩子。 确实， 小豆

豆身上有好多好孩子的优点。 但同时， 小豆豆也有

不少缺点， 当她看到奇怪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时，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经常做出让老师们大吃一

惊的事来。 但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校长绝对不

会把小豆豆的爸爸妈妈请到学校来。 别的孩子也都

一样， 每当有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在校长先

生和学生之间解决。 正像小豆豆第一次来巴学园的

时候， 校长先生听她说了四个小时的话那样， 发生

问题时， 校长总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孩子的解释。
当的确是 “孩子做错了”， 而且， “孩子自己也知

道错了” 的时候， 校长会说： “请为这件事道歉。”
不过， 大家对小豆豆的抱怨和担心的声音， 已

经通过家长或者老师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了。 所以每

当校长有机会， 就要对小豆豆说： “你真是一个好

孩子。” “真是” 这个词中， 含有非常深的意义：
“虽然别人觉得你有很多地方不像一个好孩子， 但

是， 你 ‘真正’ 的性格并不坏， 有好多好的地方，
老师理解你。” 校长小林先生一定是想把这个意思

传递给小豆豆。 遗憾的是， 小豆豆明 白 这 一 层 意

思， 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不过， 当时小豆豆虽然

还不能理解校长先生话中真正的含义， 但 在 她 心

中， 也怀有了 “我是一个好孩子” 的自信。 因为，
每当小豆豆要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 她都会想到先

生这句话。 或许正是这句宝贵的话， 决定了小豆豆

的一生。 〔5〕

或许， 在 一 些 老 师 和 家 长 的 眼 里， 小 豆 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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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 是 “另类”。 但是， 让小豆豆感动的是，
在巴学园的日子里， 校长小林先生不断地对她说着

这句话： “小豆豆，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被人认

可与信任是很幸福的。 这种幸福感可 以 激 励 人 向

上， 可以激活人奋发。

三、 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应有的本真追

求

在 《窗边的小豆豆》 中， 我们体验到了生命是

教育的基础。 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实现

人的生命价值而进行的活动。 教育究竟是什么？ 教

育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 “引出”， 也就是引出一个

人来， 是把人的内在天赋本性引发出来； 课程是教

育的核心。 “课程” 出于拉丁语， 意指 “跑道”，
转意为 “学习之道”， 意味学习者的路线。 美国特

拉华大学的托尼·惠特森教授非常欣赏从佛教与儒

家孔子的思想中寻求课程智慧的观点， 认为课程是

“人程之道”， 即 “人成之道”。 课程中的 “程” 意

味着人的形成， “成为人， 成人、 成年”。 教育是

“育人”， 并非 “制器”。 忘记了人的灵魂， 教育也

丢失了自己的灵魂。 点化和润泽生命是教育教学活

动的本真追求。
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 首批特级教师、 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原副校长霍懋征被周恩来总理称为 “国

宝老师”， 温家宝总理夸奖她是 “把爱献给教育的

人”。 教育部在2010年2月20日下发的 《关于教育系

统向霍懋征同志学习的通知》 中指出： 霍懋征同志

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是教师的楷模， 是一代

师表。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是霍懋征同志教育

思想的精髓， 是她教育的动力和源泉， 是她追求的

目标和境界， 也是她一生的座右铭。 “以爱执教”
是霍懋征老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优秀的

教师能以爱和关怀触及学生的心灵。
本真的教学生活是一种 “为了生命”、 “基于

生命”、 “在生命间” 进行的自成目的的生命活动。
一方面， 本真的教学活动以学生生命发展和幸福为

旨趣。 另一方面， 本真的教学也是以 教 师 自 我 发

展、 自我完善以及生命价值实现为目的的。 在这种

本真的教学生活中， 通过生命认识生命、 生命点燃

生命、 生命激扬生命的方式， 师生生命得以发展和

完善， 生命价值与意义得以充盈和完满。 教学生活

世界也不再是无意义的情感沙漠， 而是师生愿意生

活在其中的 “精神家园”。 〔6〕

教育这个领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生命去进

入的。 教育， 究其实质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互对

接与交融， 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摄养。 教育

的真谛与要义就在于使人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 去

取得人的身份和资格， 它要使人成为人。 说到底，
教育要给人颁发的唯一一张证书就是 “成人” 的证

书， 它要界定人， 安顿人！ 〔7〕

重新反思和探寻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本真追

求， 可以引导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实践， 有助于幼儿

园教师把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所体现

出的对完整儿童的关照之理念， 切实践行到每一天

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去， 进而凸显生命 的 灵 动 与 质

感， 凸显 “人” 的在场， 把幼儿真正当作 “人” 来

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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