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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湄  虞永平：中国幼教要去思考育人之魂的道与术问题 

首届圆桌会议② 

 

在举国同庆建党 100周年的七月，我们迎来以“儿童·游戏·质量：开启学

前教育新征程”为主题的中国学前教育首届圆桌会议。 

本次圆桌会议，专家云集，高朋满座。会议聚焦儿童、游戏、质量，共同交

流，拓展和深化对游戏的认识与实践，追求高质量内涵发展，开启未来学前教育

新征程。学前教育新征程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基于儿童的游戏和质量如何

发展？首先，我们来聆听华东师范大学李季湄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教授在

论坛上的精彩分享。 

一、中国学前教育当下可为未来可期 

很高兴今天大家在我的家乡成都

畅谈幼教。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全球

化的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太不容易了，

非常感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想

和大家谈谈对幼教启航新征程的一点

看法和我这个幼教老兵的一点希望。在

这个月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党的

百年华诞。现在，全国各行各业有一个

共同点和趋势，就是开启了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新征程。本次圆桌会议鲜明

地提出“开启学前教育新征程”，我觉

得非常合乎国家发展趋势，是和全国的

发展同步的。在我看来，我国幼教当下

可为，未来可期。近二三十年来，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幼教沿着一个

正确方向取得巨大成果，在全世界这样

的速度和质量都是少见的。在《纲要》

实施 20 年，《指南》颁布 10 年的当

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已成为幼教的一种理念、实践和价值，被大家认同。

在全国幼教改革中，涌现出非常多精彩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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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上，我们正站在一个高的起点。一方面，过去的成果和理念作为宝

贵财富需要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征程中，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二、坚持正确方向培根铸魂、立德树魂 

我希望幼教继续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唱响主旋律，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个儿童的成长。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教育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

育人成为焦点。更强调培根铸魂，立德树魂，即强调“魂”字。对此，我的理解

是强调培养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等的认同、热爱、忠

诚，即是所谓“情怀”或“家国情怀”。我们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不难理解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敲响警钟，特别强调对教育发出关于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三连问，我觉得幼教不思考这些问题是不

行的。在过去幼教二三十年的改革中，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感受教育的巨大变化。

我们在课改中面对时代的变化、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强调教育和教学方式的改

变，针对我们教育的短板，强调培养儿童的主动性、学习能力、探索、创造、想

象、儿童思维、学习品质等，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跨了一大步。无疑，这些改革

是非常必要的、重要的。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也在反思，是否我们在教育中对

育魂的问题多少有点淡化或弱化？魂是个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百年前，罗素

就指出，没有爱的科学是可怕的。尽管我们一直在抓思想教育、抓德育等，但育

人之魂这件事，远远没那么简单。 

三、如果都是冷冰冰的技术人缺乏温暖与人文，是很可怕的 

回想我参与课程改革工作时，的确看到很多好现象，但不能否认走过场、搞

形式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小学一些品德教育示范课，像剧本一样展开，有导入、

高潮、结尾，非常完美。汇报时，都说开展了什么什么活动，培养了儿童哪些能

力，儿童得到了哪些发展等等。我当时就想，实实在在的成果真是这样吗？我们

发现，有一些活动并没有触动儿童内心的精神世界，一些根本的东西，我隐约觉

得根本没有渗透下去，有些活动还引起孩子的误解、甚至是反感或抵触。这种现

象在幼教中也同样存在。比如，《纲要》《指南》都提到，萌发儿童对祖国、对

家乡的初步情感。但何为萌发？怎样萌发？幼儿这些情感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我

们是否做过深入研究？我在全国走过很多园，看到过不少幼儿园自己未必理解的

标语墙饰，看到很多大一统的、肤浅的、简单化的活动形式。举个例子。端午节

时幼儿园大班全部包粽子，中班全部做挂件。老师准备了很多，家长也来参与，

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所有孩子都发自内心喜欢吗？有一个孩子就说不喜欢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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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吃粽子。还有孩子说端午节不想去幼儿园缠丝线，说缠不好就不让出去玩，

烦死了！节日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文化认同

问题。而育人之魂的活动，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不好好钻研规律，不了解现今

儿童的想法、认识，简单粗暴的育人之术是会破坏、干扰育人之魂的。我们必须

思考，怎样能把我们的文化，我们想传达给孩子的情愫，真正传达到孩子心里。

这个事情的艰难性、重要性，我想引用鲁洁教授的一段话来说明：“几十年的教

育生涯，使我感到培养学生的情怀，远比培养他们的学问要困难得多。现在的研

究生的聪明勤奋，他们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知识，就怕我们培养的高级人才缺乏

人文情怀和生命关怀。如果他们都是冷冰冰的“知识人”“技术人”，缺乏温暖

与人文，社会就没有温暖，这令人担忧。” 

四、中国幼教要去思考育人之魂，育人之道之术的问题 

作为人生情感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后来的情感发展一定和先前的经历有关系。

幼儿虽然还谈不上“情怀”，但早期的情感体验对以后形成情怀是其奠基作用的。

比如，游子在外，每逢节日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愫，一种温馨、

温暖的感觉。幼教情怀是不是那种味道？需要慢慢沁入，逐步沉淀。总之，育人

之魂是第一位的。我想提醒在幼教新征程上，育人之魂之道之术的问题。魂道术

三者可融为一体，但有时候也可能侧重一个方面。比如，游戏材料怎么玩、提供

什么玩具等，更多是术方面，研究“游戏课程化”侧重“道”的层次。离开术和

道，育魂是空话。术和道不正确，魂不但不能育，甚至还会起反作用。研究游戏，

也不是没有道德方面的考量。前不久看到一个采访，话剧演员焦晃说小时候他在

幼儿园玩抢椅子游戏，动作慢的孩子抢不到椅子就算输了。他妈妈就给他说，不

要去抢，不够就给人家坐。我想，这是游戏啊，它是不是也在引导幼儿去抢？我

想，游戏不光是好玩、快乐，游戏也有它的魂。安吉游戏提出用游戏点亮幼儿生

命，是看到游戏的育人之魂的功能。游戏行为是深深刻在人类基因上的，是人类

本能。但游戏一旦进入教育视野，进入幼儿园这个专业教育机构，就应该不一样。

今天我只是不成熟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我们在培根铸魂这个问题上有更深研究，

真正让孩子的心灵世界里，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对国家、对人民萌发出哪怕初步

但美好的情感。希望有更多长期、追踪性的研究，因为这个发展过程是漫长的。

作为幼教老兵，我衷心希望幼教在新的征程上有更高阶的站位、更广阔的视野、

更深入的思考，进一步研究幼教的规律，研究幼教育人之魂的规律，研究育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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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道与术，为国家为社会，也为每个家庭每个儿童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学前教育的变革从拓展儿童的

活动空间开始 

随着儿童观、教育观的转变和课

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幼儿园越来越重

视儿童的户外活动，让儿童尽可能亲

近自然，进行户外观察和探索，开展各

种户外游戏活动，有些幼儿园的活动

甚至从园内扩展到了园外。这是一个

重要的进步。如何组织户外活动，如何

为儿童创设有利于获得新经验的环境，

如何满足儿童冒险的需要，如何让儿

童感受挑战，如何规避危险，这是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学前教育的变革，

首先是观念上的变革。充分确认儿童

的学习者主体地位，充分认识儿童是

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学习，

在多样化的活动中运用多种感官不断

获得新经验是教育的重要指向。儿童

学习的时间、空间、环境等都需要加以变革，尤其是要拓展儿童的活动空间，调

整活动的时间，丰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让儿童的学习变得更为丰富多彩、生动

活泼、富有挑战。 

二、教师决定了儿童挑战和冒险的可能 

户外活动，空气、阳光、空间、活动、想象等给儿童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快乐。

室内外是连续的学习空间，户外更多的自由空间能激发儿童想象的空间。儿童活

动空间的拓展，也需要变革时间安排，需要有适宜于儿童发展的环境和材料的支

持，让儿童真正感受到挑战，真正面对适宜的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地尝试解决。 

教师决定了儿童挑战和冒险的可能，决定了儿童活动的水平和质量，对儿童

冒险和挑战的需求的认识对儿童的户外活动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如何从

儿童天性出发，理解儿童内在需求，从儿童发展的现实出发，满足儿童冒险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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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是教师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户外活动都可能引发冒险和挑

战。户外空间的安排，场地和设备的投放，资源的提供，尤其是工具的提供，儿

童活动自主性的空间，都需要教师用儿童的眼光，需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考虑儿

童的需要，让环境真正具有引发儿童的冒险和挑战的可能性。 

三、户外活动的魅力之一就是冒险 

目前，户外游戏的两种现状，一是儿童在户外游戏中不能尽兴，教师的要求

始终制约着儿童的游戏行为。这是过度保护或“规避风险文化”的具体表现。二

是儿童的行为缺乏内在规则的指引。游戏中儿童行为的两难表现在：一方面，户

外游戏不能没有冒险和挑战，否则，就缺乏了情趣，缺乏了努力，缺乏了新的体

验，缺乏了获得新的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儿童应该得到保护，以免受身体伤

害。 

户外游戏的魅力之一就是冒险。儿童有冒险的自然倾向，冒险是儿童户外活

动的重要追求，儿童在冒险中感受乐趣。冒险意味着可能有风险，就是有产生危

险的可能。所以，对一些活动需要风险评估，排除一些可能的隐患。确定合理风

险，就是要在挑战和可能的危险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使得冒险具有吸引力。有

一定生活经验的教师都具有一定的风险评估意识和能力。风险不是一个常值，活

动的氛围、活动的性质、幼儿的组织方式、材料的特质及儿童的年龄等都会对风

险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儿童发展的意义上说，绝对无风险的环境和活动并不

是最理想的。因此，户外活动需要合理承担风险，就是给儿童尽可能的活动机会，

又能通过一些具体的举措把控出现危险的可能。降低风险不是不让儿童户外活动。 

四、要防止因冒险而把儿童关在室内的现象 

不同国家都出现过因为冒险活动而引发的诉讼。因此，对冒险的认识需要一

定的社会共识，以防止因冒险而把儿童关在室内的现象。不要让儿童处于明显的

危险境地，但不能让儿童处于零风险的环境。要在合理的风险评估中，丰富儿童

的发展机会，建立相关的风险评估规则和制度。当儿童在没有成人干涉的情况下

自我管理时，就较少可能受伤。通常当成人催促他们“小心点”或在活动中“帮

助”他们时，儿童会变得不自信，这样事故就会发生。年幼儿童也需要冒险和挑

战。冒险游戏是丰富儿童的想象力和兴趣的过程，让儿童有时间、空间、资源和

环境创造性地开展他们的学习。 

不要只是用消极的态度看待机会，重要的是看到可能会带来哪些益处，在判

断一个经验是否值得时要权衡利弊。儿童天生渴望寻求挑战和冒险；因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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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一个易感知并受到监护的环境中，要有这样的机会满足这种强烈的欲望。

同样重要的是，儿童要能意识到危险，能够识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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