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详解



一、对《指南》的认识

n “指南”给的只是参考意见，要告诉的是我
们的父母孩子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有什么样
的身心特点。这指的是一般常态下的儿童发
展，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n 《指南》不是规则，不是统一的教育标准



二、《指南》制定的缘起

n 学前教育的性质

n 课程与发展的关系

n 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



学前教育性质的思考

n 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培养人的
社会活动，即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社会
活动。

n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 

n 卢梭：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自然人” 。

n 蒙台梭利 ：“教育就是协助孩子天性的活动。
” “以活动为中心，观察儿童的天性，激发儿
童的天性，发展儿童的天性，这才是教育的意义。
” 

n 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的社会工具属性



课程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n 成人和社会需要视角下课程内容的选择

n 儿童发展需要和可能视角下课程内容的选择

n 内容可能价值挖掘与儿童发展需要分析

n 儿童发展需要分析与儿童发展可能分析



国际背景

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联合推
动下出台的。目前全球先后已经有三十
多个国家出台了儿童早期学习发展标准，
例如：美国早在1984年就完成了针对本
国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n 指南的出台是为了向幼儿教育提供一个
早期教育的学习标准。抑制学前教育“
小学化”的趋势和问题。



国内背景

n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n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 

n 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n 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
育。

n 坚持科学保教，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遵
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
个体差异，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
合，寓教于乐，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n 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 



三、《指南》与《纲要》的关系

n 细化、具体化

n 幼儿园→幼儿园、家长

n 教什么、如何教？ →发展与学习的可能性

Ø 《纲要》从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的角度，指出了应
该教什么、各领域中“教”的重点是什么，教师应
该做什么、怎样做等。

Ø 《指南》从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角度，明确地反映了
幼儿应当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各领域中“学”
的重点是什么、需达到什么基本水平、成人应当给
予怎样的支持和帮助等。



四、《指南》目标的解读 

n 《指南》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
良好素质基础为目标，以促进幼儿在体、智、
德、美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核心，旨在
引导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了解3-6岁幼儿学习
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建立对幼儿发展
的合理期望，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让幼
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解读1：为幼儿的后继学习奠基

n 后继学习：学校学习、终身学习

n 为学校生活做准备；为未来的学习做准备

n 入学准备准备什么？

n 知识？

n “小学三年级现象”



65名入学适应困难儿童的研究

n 独立性、自理能力和生活习惯差

n 学习技能弱，无兴趣

n 同伴交往问题

n 知识面不够宽

n 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

n 自控能力差，难以遵守规则

n 思维不积极，注意力不集中

n 动手能力不足



解读2：为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基

n 你觉得怎样才算终身发展？

n 幸福感、成就感、社会责任感

n 建立幸福感、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支柱是
什么？



让孩子学什么最具有终身发展意义？

n 好习惯让孩子受益终身

n 良好的生活习惯维护孩子一生的健康 

n 良好的学习习惯推动孩子一生的进步。 

n 良好的交往习惯保证孩子一生的友谊。 

n 良好的品德习惯定格孩子做人的标准。 

n 良好的心理习惯平衡孩子一生的心态。



艾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

n 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一生每一个阶段的使
命和问题。

n 基本信任和基本不信任（1岁前） 

n 自主对害羞与怀疑（1-3岁）

Ø 良好的习惯；自我控制；意志品质

n 主动对罪恶 （4-6岁）

Ø 目的品质：正视、追求有价值目标

n 勤奋对自卑 （7-11岁）



国外1259名入学儿童家长的研究

n 九项优势品格：
n 自我控制
n 关爱他人
n 乐群宜人
n 积极乐观
n 独立自理
n 兴趣好奇心
n 积极的认知风格
n 积极的学习态度
n 谨慎的行为风格

幸福、成功的保证



n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教
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提出21世纪教育的
四个支柱：

n 学会学习

n 学会做事

n 学会相处

n 学会做人 



解读3：合理的期望

n 常见的不合理期望

Ø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Ø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造神运动

Ø “听话”的好孩子标准

Ø 一定要比别人强



合理期望要依据儿童的最近发展区

n 期望要建立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n 期望要建立在孩子的承受能力上

n 期望要建立在孩子的兴趣爱好上

n 期望要建立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合理期望要符合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特点

n 什么是幼儿学习？

n 幼儿的“学”是在多感官的参与之下，以
操作、交往和体验的形式不断获得新经验
的过程，是外在行动过程引发内在行动过
程相统一的过程。



解读4：什么是科学的保育与教育？

n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是具有吸收性很强的心智，
年龄越小的儿童吸收能力越强。

n 吸收性心智具有三个特点：

Ø 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Ø 有自主的选择性

Ø 发展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



n 蒙台梭利认为，发展就是儿童对变化环境
的主动适应过程，就是把自身发展的诸多
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

n 教育就是促成这种适应和转化的过程。

n 如何促成？

n 在最近发展区上提供适宜的环境



适宜环境的五个特点：

n 充满爱

n 环境的营养性

n 要跟上孩子的学习节奏

n 孩子感兴趣

n 有秩序



解读5：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n 美国人养孩子是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快乐，幸福；很
少有美国人发毒誓非要让自己的孩子作人上人。中
国人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可狠了，逼着他们从小学钢
琴，学武术，学芭蕾，学中文，学数学，最好18岁
就把博士硕士都读完，跳过青春期，直接进入中年，
三十岁退休，四十岁就与世长辞了。所有小孩喜欢
玩的，年轻人喜欢干的，中国家长都禁止他们去干。
可以这么说，中国家长是绝对不把自己的孩子当人
的，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如何尽快把自己的孩子逼
疯。——一个老外的观察



珍惜童年生活本身的价值

n 把童年期看成是为成人生活做准备，导致我
们以成人生活的需要要求儿童，忽略了儿童
的天性特点和幼儿今天的快乐。

n 现代教育倡导回到儿童的经验世界，童年本
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n 儿童学习东西的特点是教孩子学习的重要指
标。6岁前的儿童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游戏、
活动和情境认识周边的人和事及其关系。 



n 教育即生活，即经验的持续不断的改造。
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

n 好的教育应该创造持续生长的愿望，主动
塑造自己的精神生长。



五、对实施原则的解读

n 原则1： 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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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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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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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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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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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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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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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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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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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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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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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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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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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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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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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学前教育小学化

n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n 健康的情感、良好的性格比学知识智力方面的东
西更重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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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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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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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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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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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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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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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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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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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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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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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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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领域

n 幼儿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极为
迅速的时期，也是形成安全感和乐观态度
的重要阶段。

n 发育良好的身体、愉快的情绪、强健的体
质、协调的动作、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基本
生活能力是幼儿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也
是其他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基础。



解读1：安全感和乐观态度

n 安全感来自积极的情绪基调，不是来自溺
爱和过度保护

n 依恋关系和师幼关系：让孩子感受到爱，
感受到信任。

n 乐观态度也不是来自温室环境，而是来自
战胜小挫折和小困难的经历。

n 安全感和乐观态度是良好适应能力的基础。



目标2  情绪安定愉快

3-4岁 4-5岁 5-6岁

1.情绪比较稳
定，很少因
一点小事哭
闹不止。

2．不高兴时能
听从成人的
哄劝，较快
地平静下来。

1.经常保持愉快的情
绪，不高兴时能较
快缓解 。

2．需要不能满足时能
够接受解释，不乱
发脾气。

3.愿意把自己的情绪
告诉亲近的人，一
起分享快乐或求得
安慰。 

1.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
知道引起自己某种消极
情绪的原因，能努力化
解。

2．表达情绪的方式比
较适度，不乱发脾气。

3．能随着活动的需要
较快地转换情绪和注意
。 



目标2  情绪安定愉快 

n ⒈  营造温暖、轻松的心理环境，让幼儿
形成安全感和信赖感。如： 

Ø 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以积极、愉快的情
绪影响幼儿。

Ø 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幼儿。注意发现幼儿的
优点，接纳他们的个体差异，不与同伴做
横向比较。

Ø 幼儿做错事时要冷静处理，不厉声斥责和
打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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