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4)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对我国教育方针的界定是：

国家和政党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要求制定的具有战

略意义的教育工作总政策或总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中

最重要的是它规定了教育的基本性质、教育目的及其实

现的基本路径，简而言之就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1]。幼儿园的教育方针在贯彻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针对幼儿的独特发展特点以

及人们对幼儿的认识，幼儿园的教育方针会呈现自己的

特殊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幼儿教育的研

究逐渐深化，幼儿园教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定阶段。幼儿园的教

育方针越来越靠拢党的教育方针。

一、 建 国 初 期（1949—1967） 的 教 育 方 针： 德、

智、体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财政经济方面极为困难。党

中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方针。自此进行教育改革，赫尔

巴特“三中心”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在此之下，分科

教学，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幼儿园教学模式开始盛行于

中国。

1957 年，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毛泽东

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

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在国家

方针的指导下，1951 年颁布《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

案）》，可概括为德智体三育。体育教育培育卫生习惯，

锻炼身体；智育教育培养幼儿正确表达的能力，发展智

力；德育教育培养爱国思想、团结友爱等良好品质。该

《草案》语言教育方面可总结为三大部分的要求：第一

部分语言作为工具进行日常对话，第二部分对文学作品

的理解与朗诵。第三部分为故事（多为劳动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的故事）的倾听、复述、表演与创作。该《草

案》几乎是完整的复刻了当时苏联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

践成果，基于成人的角度对幼儿提出具体要求，提出

“口齿清楚”、“发音正确”、“运用新词句”等知识性目

标，语言教育被看作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幼儿园体育

教育的培养目标由卫生、营养、锻炼三部分构成，从今

天的视角来看，缺少心理健康教育极为重要的一环。由

于当时经济落后、食不果腹，并且对于幼儿内隐的心理

研究还未起步，相关政策制定者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问

题缺乏认识。德育目标培养幼儿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体

主义精神、国民公德。其中“培养幼儿爱国思想”是共

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德育凸显时代政治色彩，

这与建国初严重的教育政治化倾向——以政治教育等同

于德育教育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

二、改革开放后（1978—1992）的教育方针：体、

智、德、美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

情发生了根本改变，对人才的需求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自建国以来我国对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学习，

使我国幼儿园发展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另一方

面，全盘西化、忽视我国学前教育专家积累的历史经验

与实践成果，造成了过于强调教育的社会职能、系统的

知识授课、分科教学等不良影响。

1981 年颁布《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首次

阐明幼儿身心发展的主要特点，并依据党的教育方针，

指明幼儿园的任务是培养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人，

将美育首次明确列入教育任务中，成为全面发展教育的

组成部分。建国初期体育活动照搬苏联的四段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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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准备活动、基本部分、结束活动）。它的优点是

目标明确，有利于幼儿技能的学习与掌握，便于教师管

理。缺点为过于死板、机械，没有考虑幼儿的兴趣，体

育活动进行的死气沉沉，压抑儿童的天性，使幼儿丧失

兴趣。随着《试行草案》实行，幼儿园体育活动的组织

形式变为早操、体育课、户外体育活动，较之前时间有

所增加，并提倡与游戏活动相结合。智育注重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该《试行草案》在语言方面的任务为会说普

通话，发展幼儿基本的语言表达与阅读能力，养成对文

字、图书的兴趣。这是首次根据幼儿学习运用语言的特

点制订的，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是也存在不足

之处：语言学习的分班要求笼统，不易操作；日常交往

部分对幼儿提出的要求较浅显。德育地位急速下降。改

革开放后，党在教育方针的表述上，为避开 1958 年“教

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片面提法，直接省略教育为

政治服务的合理性要求，强调教育要为我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导致教育重心不强调社会主义方向，进而

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思想教育。美育重技能、轻审美。

美育作为一种审美和陶冶职能，处在教育的边缘化。并

且处在分科教学模式的背景下，幼儿园美育的重中之重

表现为对粗浅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追求，对艺术教育审

美价值的关注甚少。

三、 新 时 期（1993—2017）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德、

智、体、美

稳定的政治环境、飞速发展的经济为幼儿教育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1999年国务院

提出“实施素质教育需把德智体美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

动的各个环节中”。自此，“诸育并举”走向“诸育融合”，

德智体美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学生的发展。2001年新《纲

要》颁布，教育教学开始关注幼儿的自主学习、终身发

展，整合性课程的兴起与实践都是新方针所带来的巨大变

革。新《纲要》的情感态度放在首位，体现幼儿园教育全

面性、启蒙性的特点，以区别于小学教育。另外以幼儿为

主体进行科学表述，儿童观、教育观已发生根本转变。

德育生活化、整合性、人性化。新《纲要》将德育

纳入五大领域中的社会领域内。强调生活化是把德育教

育贯穿在幼儿一日活动之中，同时把幼儿与周围人们的

交往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整合性体现在教育资源的整

合性以及各领域的整合性。人本化体现为关注幼儿情感

教育、社会态度和良好习惯的养成。语言教育活动多领

域融合，展现时代特色。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语言教

育小学化，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忽视内在学习动机，

缺乏正确的教育方式。另外，缺乏创造性与灵活性。按

照教案亦步亦趋的上课，对幼儿提出的创造性问题置之

不理。新兴的科学教育也存在瓶颈。幼儿园科学教育是

由常识教育演变而来的，常识教育注重基础科学知识的

传授而科学教育注重科学态度、方法的培养。部分教师

在课程变革之后，并未意识到教育活动名称改变的背后

是理念的深刻变革。美育展现灵活性与开放性。在艺术

领域，没有规定具体的教育形式，而是以幼儿兴趣出发，

注重教学活动中幼儿的表达与表现，扩大了幼儿园艺术

教育的内容范围，尊重幼儿创造性、独特性、自由大胆

的艺术表达。

四、新时代（2018——至今）党的教育方针：德、

智、体、美、劳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一直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今天，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社会、

家长和学校仍然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评判标准。2020 年颁

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劳动教

育的意见》，强调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教育，这标志着

我国劳动教育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幼儿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应切实在幼儿

园中弘扬劳动精神，引导幼儿养成热爱劳动、勤于劳动

的习惯，培养一批敢于创新、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与建设者。然而幼儿劳动教育现状不容乐

观。为了不让儿童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味

的超前学习，忽视学习习惯和基础学力的培养。追求纵

向的加速，而忽视了横向的丰富。但是新时代下的劳动

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幼儿通过劳动教育能够由衷体验到

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感、幸福感和价值感，充分发挥个性、

体现自身独特的创造性，并且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

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改进：1. 保证幼儿劳动教育

的时间。幼儿良好习惯的形成与参与劳动的时间息息相

关，只有保证充足的劳动活动时间，让幼儿切身参与其

中，才能感受劳动的愉悦。2. 加强教师培训，适时适当

的指导。只有教师真正理解了劳动教育的意义和劳动的

必要性，掌握相关劳动教育的知识，才能开展好劳动教

育课程。3. 开设相关主题课程，引发幼儿对各种各类劳

动者的尊重。如开展“幼儿园的劳动者”主题活动，在

活动中一起了解、体验不同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环

境、工作特点等。4. 家园合作，形成教育合力。通过开

放日、宣讲会等活动，注入新思想，改变家长的观念，

使家长支持、重视开展劳动教育，并做好家园合作，形

成 1+1>2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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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智体美劳的发展路径

德育在改革开放后跌落神坛，又逐渐被重视走向今

天的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智育与体育在我国幼儿园

发展历程中一直位居高位，但教育方式却发生深刻变革。

从分科教学注重知识技能走向今天的整合课程重视情感、

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美育在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提出，

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劳动教育在建国初期繁荣过一

段时间，随后便逐渐衰亡，新时代下又重新确立了“劳

育”的合法地位，开始被教育工作者重视起来。建国初

期德育教育等同于政治教育到文革期间忽视思想教育再

到新时期下德育的生活化、整合性、人性化。根据如今

的五大领域，智育对应语言教育和科学教育，语言教育

活动从建国初期的注重语用功能、基于成人的角度对幼

儿提出具体要求到根据幼儿的身心特点制订目标再到新

《纲要》颁布后走向整合教育的理念。科学教育的前身

是常识教育，新《纲要》颁布后幼儿园中出现了科学教

育这一名词。初期的体育由模式化的四段式教学法演变

为改革开放时与游戏结合的新形式，新时期形式多样，

但存在教师保护过多的问题。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提出美

育，初期重技能、轻审美演变为灵活性与开放性并重。

整体的课程设置从完全照搬苏联的分科课程到注重依据

儿童的身心特点开设整合课程，这不仅是五大领域的整

合，更是整个经验体系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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