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也有权利

２０１２ 年 1 月 6 日，李跃儿参加了网易举办的“2０１１ 年度儿童
权利事件发布会———暨《儿童也有权利》主题巡展启动仪式”。 活动

发布了儿童有哪些基本权利：如，我有权生存，有权做我自己；我有权和家
人在一起，只要有这个可能；我有权为自己说话，有权表达自己；我有权接受良好

的教育；我有权休息和休闲，时常玩个痛快；我有权得到良好的医疗；如果有特殊需
要，我有权得到特别的照顾；我有权了解与我有关的那些事情；我有权接触自己的文化、

宗教和语言；我有得到营养、温暖和住房等基本需要的权利；我有权不受残酷的惩罚；我有权免受
剥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李跃儿说：“我比较好奇这里说的儿童权利到底是哪些？ 因为芭学园的孩子是很讲权利
的，我们从办芭学园的那一天，就在保护孩子的权利，而且我们更多的关注到孩子属于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这部分的培

养和保护，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给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安上一个名词。我们一般都说尊重儿童，到底在尊重儿童的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了，最基本
的应该是尊重儿童的做为一个人的权利，和一个儿童需要发展、需要安全、需要被养育、需要被教育的这种权利。 ”

“儿童独立的思维形式、独立的行为方式、独特的语言方式、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独特的气质类型，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尊重
的，其实把这些也应该归到儿童的权利里面去。 既然可以用不伤害他人身体的方式，尊重他人的方式来解决儿童需要成长的问题，那为什么
要用侮辱儿童、让他们受到屈辱、让他们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羞耻的方式来让儿童获得发展？ 我们需要用良好的获得尊重的方式使他们尊严
地获得成长，而不是丧失自尊的、低自尊的去成长。 ”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不老实”，是孩子的错吗
□ 莫源秋行动研究

□ 本报记者 刘 婷 吴盈盈 马朝宏

封面园� � �李跃儿芭学园 在中国，大概没有一所幼儿园能像“李跃儿芭学园”这样引人注目，尽管它地处偏僻的北京市五环外，还是吸引了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70
多家媒体先后来这里实地采访报道，甚至有电影工作者在这里蹲点两年多，拍摄出了《小人国》、《成长的秘密》两部纪录电影，震撼无数家长心灵；

在中国，大约没有一位园长能像李跃儿这样拥有这么多的“粉丝”，她的“李跃儿教育论坛”开办后，目前粉丝已超过10万。难得的是，被“粉丝们”昵
称为“李网”的论坛因故关闭两年，这两年间，注册的网友不仅没减少反而持续增加；

在中国，大约也没有一位幼教工作者的经历像李跃儿这样富于戏剧性和理想化，她本来是银川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可在教孩子画画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儿童教育领域存在的“侵犯儿童权益的教育问题”，遂搁下画笔，立志办一所真正捍卫儿童权利的芭学园。现在的她，已经
出版教育专著十余部，是教育部“十五”规划“家园共育365”重点科研课题组专家组成员、中央电视台签约育儿专家。

本期封面园，我们将着重从芭学园的课程和活动特色来解读李跃儿“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的教育理念，期冀为幼教
同行们的日常教学观念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案例：幼儿园教师在组织教育活动时,有的孩子总
是东张西望，不专心听课。 这时，组织教学活动的老师
往往会提醒该孩子要专心听老师讲课，提醒多次不见
有效时，老师就会对其进行批评进而强压孩子坐在位
置上听课，如果这样做还没有效果，保育员往往就会
坐在该孩子的身边进行“监视”甚至用双手放在该孩
子的肩上,强压孩子坐好并认真听课。

“不老实”的原因分析：

（一）外界因素干扰
活动室外小朋友的嬉戏声； 室内温度太低或太

高；教师过于华丽奇异的穿着打扮；活动室的装饰过
于繁杂零乱；教玩具过早落到幼儿的手上；幼儿随身
带有具有吸引力的玩物 ；成人的许诺 ，如 ，妈妈早上
说，下午会很早就来接她，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二）教学活动的性质
教学内容、活动形式单调乏味，对幼儿没有吸引

力，不能激起幼儿内在的需要和兴趣。
（三）幼儿身心需要没有受到适当的关照
幼儿身心需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没有受到适当

的关照，是引起幼儿“不老实”的根本原因。 如孩子都

积极举手要发言，可老师只叫了端坐得很好的小明起
来回答，这样，其他孩子的自我表现欲受到了压制，当
小明起来回答问题时，其他孩子也就会变得“不老实”
起来。 再比如，老师在上面讲课，一个孩子在底下因
“背痒”而“乱动”并且带着渴望得到帮助的眼神看着
老师喊：“老师……”，可是，没等孩子继续说下去，老
师就立刻制止说：“等下课后再……”， 结果孩子整节
课都在“不老实”地乱动。

应对幼儿“不老实”的方法

（一）治“标”之法
1. 给予信号
当某一两个孩子出现“不老实”行为时，当班教师

暂时停讲，凝视“不老实”的孩子，或向他摇摇头等。
2. 邻近控制
为了使信号更加有效，老师一边凝视，一边走近

“不老实”的孩子。
3. 提出问题
提示等会要提问， 孩子为了能回答老师的提问，

为了被老师提问后不会因回答不出而被批评往往会
认真地听老师讲课；直接提问刚才“不老实”听课的孩

子，会让他因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得到“教训”，今
后变得“老实”；教师“装模作样”地面向全体孩子提出
问题，然后指名让“不老实”的孩子回答，当他因不专
心听讲而无法正确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因势利导地对
他和其他孩子进行教育。

4. 特殊安排
当某一两个孩子反复出现“不老实”行为时，教师

将他的位置安排在适当靠近老师的地方。
5. 直接批评“不老实”的孩子
当某个孩子“不老实”时，老师直接点名批评，达

到警示教育其本人和其他孩子的作用。
6. 通过“口令”等整顿全班纪律
当有超过 20%的孩子出现“不老实”行为时，教师

通过 “请你像我这样做 ”、跟老师的摇铃声的节奏拍
手……

7. 表扬他人
8. 许诺
多数孩子在教学活动中都“不老实”时，老师利用

教学活动后的“好处”来让孩子们为了那“好处”而控
制好自己专心地听老师讲课。 比如，有的老师说：“老
师一会儿要给听课认真的小朋友一个五角星。 ”

上述 8 种方法只是治“标”，但不治“本”，它们不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的“不老实”状况。 像方法 1 至
方法 6，只能让孩子暂时变得“老实”，但很可能身在曹
营心在汉，表里不一；方法 7 也仅仅能让孩子为了得
到老师的表扬和肯定而变得“老实”———一动不动，但
并不一定将心思放在当前的学习活动上；方法 8 会误
导孩子们为了课后的 “五角星”、“小红花” 等而变得
“老实”，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真正发自内心地喜欢当前
的学习。

（二）治“本”之法
要努力让孩子对教学活动本身感兴趣。 为此，各

种教学活动必须以符合幼儿心理需要的方式来展开。
当孩子们表现出“不老实”的行为时，作为负责任的教
师不要认为“不老实”是孩子们的错，更不要对孩子们
生气，要多从自身的教学找原因，要努力思考如何改
进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甚至改进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 让教学活动以符合孩子们需要的方式来展
开，让每个孩子在各项教学活动中都沐浴在老师的关
爱之中，都有孩子们自我表现的平台，都能找到心灵
的归属，不同层次的孩子都有所成功和进步，都有成
就感，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孩子们的“不老实”行
为就会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减少甚至消失。

（作者单位系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随季节变换而创设的“四季课程”
李跃儿芭学园的课程活动是遵循大自然一年四季

的特征设计的，孩子们伴随季节的变化和更替，通过经历各
种课程活动获得成长。 比较特别的是，芭学园把孩子的活动
称为“工作”，而不是传统的“学习”。

春季课程中，孩子们会真砖实泥地经历春耕、养殖、水利、建筑、体
能锻炼等；夏季课程是随机生成的，主题包括植物、动物、季节规律、人类生
活等，老师们通过对孩子的观察，提炼出孩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活动，利
用生成的方式让孩子对事物本质有更深的认识；秋季课程主要表现为大型
建造，是把生成课程的内容加工成实用的产品，譬如搭建一个真实的房屋、
迷宫、水利设施等，孩子们要搬砖、砌墙、锯木材、打磨；冬天里，主要是室内
的自选工作，孩子们要将自己在前三个季节接触到的知识、技能、生活信息
等通过室内工作进行同化， 将这些丰富的经验通过深入的工作与探索，转
化成为孩子自身的能力，建构为良好的人格品质。

芭学园并没有固定的成型教材，她们认为，每个孩子的状态不一样，每
个班的孩子的状态也不一样，比如说 4 岁的孩子和 3 岁多、两岁多的孩子，
同一个教材是没办法用的，谁是教材？ 孩子就是教材。

但是，没有教材不等于没有标准。 芭学园有大的活动纲要，比如说一年
的活动纲要，老师的语言行为规范，会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标准，不能超出
这个标准。 具体到每个班，当天班里面的老师要做厨艺课还是做绘画课，是
老师的自由。

很多家长最初都不理解，认为芭学园什么都不教，就是玩，这样的教
育能教给孩子知识吗？

李跃儿为此每学期给家长做培训，让他们了解，针对孩子的
所有的教育都必须朝向于未来的生存， 培养易于生存的人格特
质和健康的心理状态才是幼儿教育的根本。 6 岁以前的孩子，间
接经验不能作为他们认知世界的主渠道， 他们亲身发展出
来的直接经验， 对于认识这个世界和形成生存的基本能力
更有价值。

李跃儿将这种教育，称之为易于生存的教育。
绝大多数把孩子送到李跃儿芭学园的家长，

以后就不舍得把孩子送到别的幼儿园了。很
多外省的家长， 甚至为此在幼儿园附
近购房、 租房， 一住就是好几
年。

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工作区”

芭学园每天的作息时间，其实和大多数
幼儿园一样，晨圈 、吃早饭 、户外活动 、主题

课、午休等等。但是，孩子们有绝对的思想自由
和行动自由，譬如哪天哪个孩子不想在同一时

间吃饭、睡觉，或者不想从事当前的“工作”时，
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芭学园每个班都有主题课，主要内容有湿水
彩、烹饪、泥塑、手工、农耕、绘画（蜡笔画）、照顾环境等。每个主班老师根据本班孩子的状态和本班的节奏来安

排本班的主题课，一段时间后，使孩子从不了解活动节奏到变得有节奏到长期形成稳定的节奏，使孩子感受到一
种安全感。

这些课程内容，则主要通过提供各种丰富的材料，构建各种“工作区”来实现。
李跃儿认为，孩子不是未长大的成人，而是完全不同于成人的独特的个体存在。 尊重意味着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

思维，体贴他一切不同于成人的特点。 而这种尊重，绝不只是蹲下来和他说话、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这么简单。
基于这样的理念，芭学园把成人基本生活的内涵微缩，打造成幼儿园中孩子的工作区。 孩子使用任何一个工作

区的材料工作，他的能力都会朝着对生存有利的方向发展。
芭学园的环境主要分为厨艺区、手工区、文化区、娃娃区、大型搭建区、木工区、建筑区、养殖区、种植区、沙坑区、

大肢体活动区。 在这些区域中，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充足的、真实的、各种不同特质的材料，不同特质的孩子在这里都可
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材料。而且，芭学园里的每一种材料都是“真材实料”，富有生命气息的。比如：被生命滋养过的羊

毛、被阳光长期照射过的松果、自然生长的木头；厨房里真实的厨具 、可以食用的蔬果材料 ；塑型课上的陶泥 、蜂蜡 、针线 ；
娃娃区里的娃娃屋、布娃娃、包裹娃娃的被子、小衣服、小背包；木工区中的斧头 、锯子 、钉子 、锤子 、砂纸 、木板 、木条 ；建筑区

中的铲子、泥巴、砖头；养殖区中的兔子、小羊……
芭学园每个班还有自己的一块地，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进行耕种工作。春天大家一起开荒种地，夏天大家一起浇水施肥，秋天大家一

起采摘果实……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是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芭学园所有工作材料的功能都朝向生存的目的。譬如，烹

调好食物后大家一起分享；在“过家家”中体验成人世界的生活和工作；通过美术、文
字、数理逻辑等具有文化内涵的材料来进行艺术和智性知识的建构；给小兔建

造小窝；通过照顾小动物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同时激发对生灵的
喜爱和敬畏；在沙坑中掏洞、挖渠、灌溉、和泥巴、造城堡，和大

自然进行亲密接触；将轮胎摆成五连环，拿轮胎当汽车
行驶，把轮胎垒成城堡钻到里面捉迷藏……

芭学园还有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特
别日子，如色彩日、戏剧日 、服装日等 ；

也有很多富有芭学园特质的主题活
动，如郊游、散步、野外生存

等； 还有很多家长一起
参与的大型活动 ，

如重阳游园 、食
物节、 家长

课程等。

提供捍卫
儿童权利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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