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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学化”治理需“心中有儿童”
■李召存

幼儿园 “小学化” 是近年来我国

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顽

疾， 它严重干扰了幼儿园正常的保育

教育工作， 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乐 ，

挫伤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 损害了幼

儿的身心健康 。 为此 ， 2011 年教育

部就出台了 《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

教育工作 ， 防止和纠正 “小学化 ”

现象的通知 》， 但这似乎并未完全遏

制住这一现象的发展。 2018 年 7 月 ，

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 《关于开展

幼儿园 “小学化 ” 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 》， 并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 完

成全面部署 、 自查与摸排 、 全面整

改 、 专项督查等专项治理四个阶段 ，

体现了国家对整治 “小学化 ” 问题

和提升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的决心和

政策力度。

在当前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 ，

“小学化” 问题的有效治理， 除了需要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 、 小学 、

培训机构等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和落实

度， 还需进一步理顺和澄清学前教育

阶段的儿童观。 从根本上讲， 幼儿园

“小学化” 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 如何

认识和理解学前期的儿童， 以及在此

基础上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内容才是有

价值的， 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是

合适的。

虽然幼儿园 “小学化” 问题常被

归咎于升学压力背景下家长非理性的

教育需求、 应试教育影响下小学不恰

当的招生入学测试， 以及一些不良培

训机构的推波助澜， 但这些外因必然

要结合内因才能真正产生影响。 而在

儿童观上的认识不清、 偏执一见或者

左右摇摆， 正是让这些外因有机可乘，

进而使幼儿园 “小学化” 大行其道的

一个重要内因。

当把幼儿园的孩子仅仅看成是比

小学生更小一点儿的儿童， 而看不到

他们特定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

时， 可能就已经为 “小学化” 敞开了

方便之门； 但如果仅仅把幼儿园的孩

子简单抽象为一条条的年龄心理发展

特点， 忽视了其作为真实的人的活泼

天性， 而使他们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

中体验不到快乐幸福的童年， 恐怕这

也不是幼儿园 “小学化” 治理的真正

旨趣； 更进一步， 如果把快乐幸福的

童年简单片面地理解为在幼儿园里开

心就好， 看不到儿童的后继可持续发

展， 不去真正解决如何为儿童入学做

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 “小学化” 治

理就依然无法完全打消家长们的顾虑，

“小学化 ” 再次滋生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 因此， 幼儿园 “小学化” 的有效

治理， 必然要以科学合理的儿童观为

一个重要前提。

在儿童观上的认识不清、 偏执一见或左右
摇摆 ， 是幼儿园 “小学化 ” 大行其道的重要
内因

在笔者看来， 全面而合理的儿童

观主要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 学前儿童有着特定的年龄心

理发展特点。 处在幼儿园阶段 3到 6岁

的学前儿童， 有着他们独特的身心发展

规律和学习方式。 比如他们的思维方式

主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更倾向于

在游戏活动中以亲身体验、 直接感知、

实践操作等方式来学习。 对此， 我国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提供了

比较清晰的政策指导。 从这一层面看，

当把本来适合小学生的课程内容、 教

学方式及相应的教学要求， 直接拿来用

在学前儿童身上， 无疑违背了他们的身

心发展规律。 因此， 幼儿园 “小学化”

最明显的错误就在于这种教育上的 “错

位”， 混淆了两个学段之间儿童身心发

展规律的区别。

当前渐趋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 ，

提前让孩子机械性地学习拼音、 识字、

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是 “小学化” 倾

向 ， 应该摒弃 。 帮助孩子幼小衔接 ，

应当重点培养学前儿童的规则意识 、

任务意识、 学习习惯等。 这种观点看

似不再具有 “小学化” 倾向， 但如果

在做这些方面的培养时， 超越了学前

儿童固有的身心发展水平， 那么可能

又会滑入另一种形式的 “小学化” 泥

潭。 所以， 只有牢牢把握住学前儿童

的年龄心理发展特点， 才是走出 “小

学化” 倾向的第一步。

其次， 学前儿童有着对当下生活

意义的主动体验。 像任何一个年龄阶

段的其他人一样， 教科书上抽象出来

的学前儿童发展特点不可能 “组装 ”

成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真实儿童。 学

前儿童首先是一个完整的、 活泼泼的

人， 有着对自己当下生活意义的体验。

恰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 “教育即

生活”，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 就是学前

儿童生活的展开。 他们不会把自己割

裂为一条条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而是

以全副的身心体验感受着每日在园的

童年时光。

因此 ， 在让幼儿园走出 “小学

化 ” 倾向 ， 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的教育模式时 ， 不仅要用科学的眼

光去把握儿童的年龄心理发展特点 ，

更要用人文的情感， 去感同身受地理

解儿童的愿望、 爱好、 行动、 感受与

体验， 理解眼下的一切对于他们当下

生活的意义。 毕竟， 驯兽师只要了解

动物的习性就可以训练好它们 ， 但

儿童教育所面临的对象是人， 在幼儿

园教育活动中， 如果只见儿童的发展

规律， 而看不到有着意义体验的人 ，

幸福而快乐的童年生活就很难得到

保障 。

再次， 学前儿童有着后继学习与

发展的任务。 对于儿童来说， 三年的

幼儿园生活应该是一段幸福快乐的人

生旅程， 这也是我们成人对孩子童年

生活的期许。 但我们也应看到， 在现

代义务教育体系下， 学制的安排已预

先规划了儿童的人生发展之路， 幼儿

园的教育生活结束之后， 他们必然要

进入小学， 迎接下一阶段的学习与发

展任务。

幼儿园教育活动中， 如果只见儿童的发展
规律， 而看不到真正的 “人”， 幸福而快乐的
童年生活就很难得到保障

幼儿园 “小学化 ” 的 “重灾区 ”

是在幼小衔接阶段， 这也反映了家长

希望孩子能更好地适应接下来的小学

生活的主观诉求 。 就这一点来说 ，

“小学化” 治理也要为孩子的幼小衔接

指出一条更合理的路， 真正促进他们

的后继可持续发展。 如此， 也才能解

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彻底消除 “小学

化” 再次滋生的土壤。

对此 ， 值得考虑的一条思路是

幼小课程的一体化设计 。 当前我国

幼儿园课程和中小学课程在制度层

面上还缺乏较好的统筹规划 ， 没有

一个整体连贯的设计框架 。 比如 ，

幼儿园的健康 、 语言 、 社会 、 科学 、

艺术五大课程领域 ， 和小学课标所

规定的课程内容之间到底有什么内

在联系 ？ 孩子在幼儿园所获得的学

习与发展经验 ， 与接下来小学的课

程学习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对接 ？ 对

于这些问题 ， 两个学段的课程政策

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 因此 ， 幼儿园

“小学化 ” 治理 ， 除了 “禁止 ” “纠

正 ” 之类的 “堵 ” 的思路 ， 还应基

于儿童的后继可持续发展 ， 更多考

虑如何 “疏 ”。

总之 ， 幼儿园 “小学化 ” 的治

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模式转换

问题 。 在治理过程中 ， 需要有全面

合理的儿童观作指导 ， 既要看到学

前儿童特定的身心发展规律 ， 也要

看到学前儿童对幸福快乐童年的体

验 ； 既要看到他们当下的成长 ， 也

要看到他们未来的发展 。 唯有如此 ，

“小学化 ” 治理才能达到最大的有效

性 ， 才可能使学前教育为儿童的人

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提供强有

力的早期开端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学前教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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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在初中校园挥洒青春与汗水的

易阳， 如今已休学整整一年。 一年前，

易阳曾和家人抱怨 ， 在学校被同学欺

负， 有一次被围堵在厕所， 挨了同学的

耳光。 易永强并未将这一切放在心上，

“小孩子嘛， 可能只是打打闹闹， 能有

多严重呢？” 忙于工作的他， 对孩子的

事情并不在意， 可易阳渐渐变得孤独，

易哭易怒。

“男孩子就该坚强一些， 这点小事

都受不了怎么行？” 易永强想不通， 带

着孩子到南京脑科医院问诊， 初步诊断

为精神分裂。 手中拿着评估报告， 他懵

了， 整个家族几代人都没这个病， 怎么

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变成这样。 他一

边想着找机会到上海看看， 一边给儿子

办了休学手续。

听着易永强的叙述， 杜亚松若有所

思地点了点头。 看着身旁的易阳， 30℃

上下的天， 这个身高近 1.8 米的小伙子

竟严严实实裹着件风衣， 低着头、 垂丧

着脸，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从业数十年， 杜亚松看惯了这样的

孩子， 一些家庭走进他诊室的理由， 往

往是为了帮助那个被标记为 “有病” 的

孩子， 却不曾想一个 “有病” 孩子的身

后可能隐藏着一个 “有病” 的家庭。

因为孩子在学校里的种种， 以及逐

渐表现出来的症状， 易永强夫妇常常吵

架， 甚至当着孩子的面， 他们相互指责

对方的基因不好， 才遗传给孩子， 让自

己如此没有颜面。 父母间的相互推诿写

满了对孩子的嫌弃， 这成为压倒孩子的

最后一根稻草———在学校受到伤害的孩

子， 回到家也无法得到安慰。

有关研究发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近一半本身就性格内向， 寡言、 易怒而

且非常敏感， 喜欢幻想。 内向的易阳好

不容易向家人袒露心声， 却没人将他放

在心上。 杜亚松说， 一个孩子得病不一

定是因为一个失控的家庭， 但一个失控

的家庭往往会让孩子的病情更严重。

在家

休息

的 这 段

时 间 ，

易阳变得愈发不

正常， 不管白天黑夜， 始终关着窗户、

拉着窗帘， 时常自言自语， 随身携带着

塑料枪， 不肯洗澡， 喜欢在大半夜放偶

像的歌曲……易怒的他甚至会和父亲打

架。 面对抗拒的孩子， 家长选择的陪伴

方式往往是强拉硬拽， 疾言厉色。

“你遮住窗帘是为什么？” “随身

带着塑料枪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

在半夜放歌扰民？” 面对杜亚松的提问，

易阳始终沉默不语。

“你现在有两种选择， 要么住院，

要么吃药， 你想选哪个？” “什么病？”

易阳有了反应 ， “不听话扰民病 。 ”

“什么病？” “不洗澡病。” “什么病？”

“大热天衣服不脱病。” ……

杜亚松把他的家人单独留了下来，

“孩子的病情耽误一年多， 已经很严重

了， 必须想办法让他住院治疗。”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早上五点不到， 易永强便急忙

赶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家住浙

江的他提前两天就带着儿子奔赴上

海， 就为挂到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

任杜亚松医生的专家号 。 他的儿

子， 今年刚满 14 周岁的易阳 ， 去

年被南京脑科医院初步诊断为精神

分裂。

易永强把这次问诊当作他最后的

希望。 星期六早上八点， 杜亚松的诊

室门口， 站满了与他一样神情焦虑的

家长与表情淡漠的青少年。 这些孩子

在常人看起来 “不那么正常”：

12 岁的男孩拿着游戏机 ， 不

断喊着 “冲啊杀呀”， 看似沉浸在

网络游戏中的他， 下一秒却将手机

狠狠摔在了地上。

长相漂亮的女孩低着头， 呆呆

地将两个大拇指不停抵来抵去， 下

一刻却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

上初中的男孩趁着看病间隙仍

不忘写作业， “妈妈， 我这道题又

没有做出来。” 男孩很沮丧 ， 嘴里

不断嘟囔着 “弱者不配活在这个世

上”。 他说 ， 自己绝不会因为

做出一道题而高兴， 却会

为做错一道题而难过。

据世界卫生组

织 2013 年发布的

数据 ， 中国儿童

精神疾病的患病

率 为 12.8% 至

16.2%。 在流行病

学调查和临床发

现的儿童精神疾

病常见病种中 ， 以

儿 童 多 动 症 最 多 ，

患病率约在 5%左右 ；

其次为大众广为关注 、 在

专科门诊较为常见的孤独症， 为

1%左右 ； 还有一类是被忽视的儿

童精神分裂症。

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生活压力的

孩子们， 也会精神分裂吗？ 答案是

肯定的。

身为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方面的领

军人物，过去几十年，杜亚松被无数家长

问了又问：“我的孩子怎么会得精神病？”

据国外报道 ， 15 岁以下精神分裂

症的患病率为 0.14%至 0.34%。 国内文

献报道 ， 儿童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

0.05%至 0.08%。 整体来看 ， 精神分裂

症很少在青春期之前开始， 但它确实发

生了。

很多时候， 家长不愿接受自己的孩

子有病。 多数家长在发现孩子出现异常

时， 甚至不愿带孩子到医院诊断治疗。

在精神疾病治疗中， 药物治疗、 心理治

疗、 家庭治疗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杜亚松很心疼那些反复来看病的孩

子， 有的刚有所好转就被父母停了药，

有的干脆把医生开的药扔了。 “家长从

心底里抗拒甚至逃避孩子生病的事实，

但多次反复发作， 会加重病情， 让治疗

难上加难。” 杜亚松的无奈许多精神科

医生都有， “其实这病是可以治愈的，

很多人都治好了。”

当天来看门诊的一位女孩， 是杜亚

松多年前的老患者。

这个曾经精神分裂的孩子如今顺

利考上了大学 ， 学习护理专业 。 “看

来， 我们马上要变成同行了！” 杜亚松

很高兴 ， 尽管女孩仍需每年和父母到

医院复诊一次 ， 调整药物治疗 ， 但她

已经被治愈了 。 杜亚松和她定下了约

定 ， 将来要带着男朋友 、 甚至带着宝

宝来看他。

多数研究者认为， 起病于儿童期和

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分裂症， 是具有一定

遗传负荷的神经发育障碍， 但这并不代

表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疾病。

杜亚松说 ， 这个孩子会得精神分

裂， 很大一部分源于她的母亲， 一位偏

执的妈妈。 她会事无巨细地为孩子安排

好一切， 甚至连早餐吃什么都要按照她

的想法来， 自以为是地为孩子好， 就如

同一颗裹着砒霜的糖。 “这种 ‘我的一

切都是为了你’， 表面上是将注意力放

在别人身上， 其实不过是渴望将自己的

自恋幻觉强加给别人而已。”

直到孩子病了， 母亲终于顿悟， 为

了孩子的病 ， 她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

式， 女孩也得以从巨大的压力中解脱出

来。 但更多孩子并没有女孩那么幸运，

许多家长并未意识到自己给孩子的压

力， 甚至

就是孩子

的病根。

12 岁女孩吴桐

走进诊室时 ， 手里

的游戏还未停下 。

母亲将手机递给杜

亚松 ， 照片中女孩

的手臂上布满红色

血痕 ， 从手腕到手

肘 ， 触目惊心 ， 因为

她要摆脱耳边的嘈杂

声， 而这种声音已经不知

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 为

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吴桐没

有休学， 她逼着自己融入群体， 尽管这

样的交际在她看来无聊至极。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3 年估计， 到

2020 年 ， 全球儿童精神障碍将增长

50%， 成为主要的致病、 致死、 致残原

因。 儿童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主要为情

绪和行为改变、 睡眠障碍、 注意力不集

中、 学习困难等， 部分病例早期出现强

迫观念和强迫行为。 对绝大多数患病青

少年来说， 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直接的

导火索或者明确的临界点， “病往往很

早就开始了。”

如果青春期发病的孩子没有得到及

时治疗 ， 不仅影响学业与人际关系发

展， 可能终身都会成为 “废人”。 杜亚

松说： “一旦出现早期症状和体征， 随

着年龄的增长， 病情会愈发严重。”

可惜的是 ， 等到父母察觉时 ， 往

往为时已晚 。 吴桐的母亲红着眼睛 ，

她很后悔 ， “几年前 ， 孩子跟我说她

听到很多人在耳边说话 ， 我根本没往

心里去。” 当时这位母亲没有选择站在

女儿的身边， 而是指着她下滑的成绩，

让她好好上课 ， 不要胡思乱想 。 她一

直在想 ， 如果自己能更关注孩子的心

理 ， 而不是只盯着成绩 ， 是否就能避

免悲剧的发生？

“孩子不会说， 需要我们主动去发

现。” 杜亚松叹了口气， “但这， 很难。”

家是港湾， 却也是让这群孩子伤痕

累累的地方 。 “要用孩子的方式去爱

她， 这是理解、 尊重、 比心， 而不是父

母主义。” 杜亚松曾用俄罗斯套娃比喻

每个人的成长系统， 最里头一层是在母

亲的子宫里 ； 出生后 ， 在母亲的怀抱

里； 等会走路了， 就在母亲周围玩耍；

然后， 进入幼儿园、 学校、 社会……圈

子越来越大， 但当一个人出现问题， 就

要回到家庭这个最初的小圈子里。

他希望， 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

这个最初的小圈子。

（文中受访患者及其父母均为化名）

家长给孩子的压力， 甚至就是孩子的病根

“有病” 的孩子身后， 也许藏着 “有病” 的家庭

如果不是只盯着成绩， 是否就能避免悲剧

在流行病学调查

和临床发现的儿童

精神疾病常见病种

中 ， 以儿童多动症

最多 ， 患病率约在

5%左右 ； 其次为孤

独症 ， 为 1%左右 ；

还有一类是被忽视

的儿童精神分裂症。

茛

茛

家是港湾，
莫让焦虑冷漠情绪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