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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o 教育规划纲要确定了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的发展目标，2010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
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

号有关学前教育的“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当前发
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doc  ,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发
展学前教育的重大举措，各地以县为单位实施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历史性成就。

%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5%BD%93%E5%89%8D%E5%8F%91%E5%B1%95%E5%AD%A6%E5%89%8D%E6%95%99%E8%82%B2%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doc
%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5%BD%93%E5%89%8D%E5%8F%91%E5%B1%95%E5%AD%A6%E5%89%8D%E6%95%99%E8%82%B2%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doc
%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5%BD%93%E5%89%8D%E5%8F%91%E5%B1%95%E5%AD%A6%E5%89%8D%E6%95%99%E8%82%B2%E7%9A%84%E8%8B%A5%E5%B9%B2%E6%84%8F%E8%A7%81.doc


o 在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研究
制定《指南》，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
学前教育“国十条”的重要举措。教育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
持科学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
“ 



o “国十条”明确要求“国家颁布幼儿学习与
发展指南”。《指南》的印发对于有效转变
公众的教育观念，提高广大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素质和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防止和克服
“小学化”倾向，全面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二、《指南》的研制过程

o 《指南》的研制工作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o 一是文献研究。从2006年起，参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遍及全球”项目，与40个发展中国家同步
启动研发工作。借助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专家组分
析比较了美、英、德、法等13个国家早期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标准）的文本结构和内容框架，并
先后多次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来华交流。同时，认真
总结了有关国内经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幼
儿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梳理。



o 二是效度检验。专家组利用两年的时间对《指南》
初稿进行了严格的内容效度和年龄效度检验。内容
效度检验广泛征求了100多位学前教育、儿童心理
领域专家及120名有实践经验的幼儿园园长、教师
和家长的意见，目的是检验《指南》的内容是否能
够全面、准确地反映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主
要方面。年龄效度检验先后在全国东中西部抽取6
个省（区），30个县（区）的4、5、6足岁幼儿各
1200名，共3600名幼儿及其家长作为测查对象，
目的是确定《指南》中各年龄段目标的难易程度是
否恰当。



o 三是三次集中征求意见。先后两次面向各省（区、市）
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师范院校征求意见。2012年5
月—6月，在教育部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连续多日展开广泛
讨论，百度搜索以《指南》为词条的查询量在上网一
周内达到4010万次，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教育部收
到邮件和书面反馈意见200余份，整体上看，《指南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普遍认为
《指南》的针对性、时效性、操作性强，不仅对提高
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质，也对转变广大家长的教育观
念，提高科学育儿能力，引导舆论宣传提供了权威性
的指导资料。 



o 四是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审议。2012

年7月，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成
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指南》进行
了审议，一致认为《指南》内容科学准确、
系统全面，有关建议针对幼儿园教育和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有较强的前瞻性、
指向性和可操作性。3-6岁学习和发展指南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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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南》的基本框架。 

o 《指南》从五个领域描述幼儿学习与发展，
分别是：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每个领域按照幼儿学习与发展最基本、最重
要的内容划分为若干方面。

o 每个方面分为两个部分。 



o 一是学习与发展目标，分别对3～4岁、4～5岁、5

～6岁三个年龄段末期幼儿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
么，大致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平提出了合理期望，
共32个目标。

o 二是教育建议，根据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目标，针对
当前学前教育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误区，列举了一些
能够有效帮助和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教育途径与
方法，同时也指出了错误做法对幼儿终身发展的危
害，为广大家长和幼儿园教师提供了具体、可操作
的指导，共87条教育建议。



四、《指南》突出强调的教育理念

o 1.幼儿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儿童为本） 

o 2.珍惜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终身教育） 

o 3.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特点。 

o （游戏为主）
o 4.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 

o 5.重视家园共育。 



什么最重要

o 1988年，7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一

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
到了您认为最主要的东西呢？”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答
道：“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些什么呢？”“
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

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

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

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



五、对实施原则的解读

o 原则1： 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

o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要注重领域之间、目
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

o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应片面追求
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发展。 



解读1：全面发展

o 3-6岁儿童学习引起的脑的变化，为儿童今后
的发展提供丰富性及可能性。

o 教育不仅在于对潜在可能性的实现，还在于拓
展更多的可能性。

o 追求孩子特长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以衡量成人的
标准衡量儿童，特长班将孩子的发展固化在了
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限制了孩子发展的可能，
使孩子失去了很多方面的发展机会。

o 当下的特长班、兴趣班，这个热，那个热，体
现了教育领域里的浮躁心态。 



原则2：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

o 幼儿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也
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o 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的过程中，各自
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平的时间不完全相同。

o 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进程中的个别差异，
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
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指南》所呈现的
发展“阶梯”，切忌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
幼儿。 



解读2：个体差异

o 关注孩子的最近发展区，教师成为自主学习
环境的创设者和支持者

o 集体教学中的整齐划一

Ø 吃饭和喝水环节举例

Ø 区角活动的开展

o 《指南》是幼儿发展的“路标”，而不是简
单评价幼儿的“标尺”。



原则3：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

o 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
常生活中进行的。

o 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

o 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最
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
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o 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解读3：避免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o 学前教育小学化
o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o 健康的情感、良好的性格比学知识智力方面
的东西更重要。

o 单纯性的灌输性教育就会消磨孩子的求知欲、
学习热情、想象力 

o 对儿童的教育来说，应该从保护的角度，而
不是改变的角度去做教育工作，孩子与生俱
来的天性的东西很重要，可惜常常在错误的
学习过程中丢失了。 



原则4：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

o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
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

o 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认真专注、不怕
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
好学习品质。

o 忽视幼儿学习品质培养，单纯追求知识技能学
习的做法是短视而有害的。 



解读4：积极态度和行为

o 对周围世界具有好奇心与兴趣

Ø 鼓励儿童提问，认真倾听和回应他们的问题；赞赏儿童
对问题答案的猜测、推想，验证。

Ø 支持儿童收集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Ø 欣赏、接纳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行为

Ø 引导儿童观察自然界的事物、现象、动植物以及周围出
现的新事物、新变化。鼓励儿童观察、思考。



解读4：积极态度和行为

o 保护儿童主动做事的愿望与参与的积极性。

Ø 保持耐心与宽容。

Ø 尽可能给儿童提供选择、表达愿望和自己做决定的的机
会。

Ø 自发活动时间

o 鼓励儿童大胆尝试，帮助他们体验成功，增强自信心和
做事的愿望。

o 保护、欣赏儿童独特的想法、做法，给儿童自由想象的
空间。



解读5：良好的行为倾向

o 专注力和坚持性
Ø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儿童初步的任务意识和坚持
完成任务的好品质。

o 计划性和控制力
Ø 让儿童在参与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中获得积极
体验，增强行为自控能力。

o 总结与反思能力
Ø 要把操作和直接经验之后的总结与反思机会留
给幼儿。教师不要“忙着教”。



六、对五大领域的解读

o 把《指南》和《纲要》结合起来。一定要在纲要的
指导下特别是纲要的基本原则的引领下来去贯彻指
南, 否则指南非常容易被误读和误用。 

o 五个领域的这些目标, 纲要当中的组织实施强调学
习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整合、 生活化的教育。 

纲要是一个国家指导幼儿教育尤其是幼教课程的完
整的文件, 它是按照课程要素来表述的。 它有内容
和要求, 有组织和实施, 还有教育评价, 后边这两块
在指南当中都是没有的, 因为指南是面向家庭的。 



健康领域

o 健康领域从幼儿身心状况、动作发展、生活习惯与
生活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幼儿积
极、健康的身心状况不仅是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
健康；二是身体动作和手的精细动作发展；三是具
有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
自我保护能力。建议要为幼儿提供合理均衡的营养、
充足的睡眠、适宜的锻炼和有规律的生活，让幼儿
充分感受到亲情和关爱，保持愉快的情绪，形成安
全感和信赖感。反对成人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养
成幼儿过于依赖的不良习惯。



o （一）身心状况

o 目标1  具有健康的体态

o 1、身高和体重适宜。

o 2、正确的体态和姿势 

o 教育建议：

o 1．为幼儿提供营养丰富、健康的饮食。

o 2．保证睡眠。11-12小时

o 3．注意幼儿的体态，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姿势 

o 4．每年为幼儿进行健康检查。



o （二）动作发展

o 目标1 具有一定的平衡能力，动作协调、灵敏

o 教育建议：

o 1．利用多种活动发展身体平衡和协调能力。 

o 2．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o 3．对于拍球、跳绳等技能性活动，不要过于要求
数量，更不能机械训练。

o 4．结合活动内容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注重在活
动中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o 目标2  情绪安定愉快
o 教育建议：
o 1．营造温暖、轻松的心理环境，让幼儿形成安全
感和信赖感。 

o 2．帮助幼儿学会恰当表达和调控情绪。 

o 目标3  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o 教育建议：
o 1．保证幼儿的户外活动时间 ；
o 2.  通过动作促进其平衡机能的发展 ；
o 3．锻炼幼儿适应生活环境变化的能力。 



o 目标2  具有一定的力量和耐力

o 教育建议：
o 1、开展丰富多样、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各
种身体活动，如走、跑、跳、攀、爬等，鼓
励幼儿坚持下来，不怕累。

o 2、日常生活中鼓励幼儿多走路、少坐车；
自己上下楼梯、自己背包。



o 目标3  手的动作灵活协调

o 教育建议：
o 1．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幼儿手的动作灵
活协调。 

o 2．引导幼儿注意活动安全。

o  



o （三）生活习惯与生活能力

o 目标1  具有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

o 教育建议：

o 1.让幼儿保持有规律的生活，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o 2.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o 3.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o 4.激发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
。 



o 目标2  具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o 教育建议：
o 1．鼓励幼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幼儿的
尝试与努力给予肯定，不因做不好或做得慢
而包办代替。

o 2．指导幼儿学习和掌握生活自理的基本方
法，如穿脱衣服和鞋袜、洗手洗脸、擦鼻涕、
擦屁股的正确方法。

o 3．提供有利于幼儿生活自理的条件。 



o 目标3  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o 教育建议：
o 1．创设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必要的保护措
施。

o 2．结合生活实际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o 3．教给幼儿简单的自救和求救的方法。 



语言领域

o 语言领域从倾听与表达、阅读与书写准备两
个方面，提出6个目标。强调语言领域重点
在于培养幼儿的口语交流能力，培养幼儿的
阅读兴趣、习惯以及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在教育建议方面，强调要积极为幼儿提供与
同伴和成人交流的机会，提供丰富、适宜的
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一起看图书、讲故事。
强调要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萌发幼儿对
文字的兴趣，反对通过机械记忆和强化训练
过早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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