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假的一个下午， 儿子被朋友杰
克邀请去家里玩。

杰克的妈妈杰奎琳是小学教师， 爸爸
是加拿大皇家骑警。 杰克有一个 15 岁的哥
哥比尔和 7 岁的妹妹凯利。 我和儿子一进
入杰克家的客厅， 就看到凯利手中拿着一
条白色的毛巾坐在地毯上，使劲地擦。 原来
是她吃饭时不小心把饭汁洒到了地毯上，
自己在清理。

杰奎琳告诉我：“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
会因为不小心而发生意外，但这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如何教会孩子处理这些意外才
是关键。 在我看来，这些意外事件为教育孩
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提供了绝好机会。 ”

在生活中，有许多幼儿甚至成年人，常
常觉得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或选择负
责。 他们一旦犯错，不是承认“我搞砸了”，
而是想方设法， 为自己的过失寻找各种解
脱的借口和理由。 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
要让孩子明白， 他们的行动会对自己和别

人带来怎样的后果，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学
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么在生活中， 加拿大的父母是如何
教育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呢？

首先，加拿大的父母会明确告诉孩子，
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是他们自己， 而不
是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

想必在家庭教育中， 我们都从孩子口
中听到过这样的借口：

“我的朋友们都这么做， 我才这么做
的。 ”

“是你惹我生气，我才打你的。 ”
……
不可否认， 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

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 他们渴望和自己
的伙伴们做相同的事情。 但父母需要教育
孩子的是：不要人云亦云，如果坚信自己正
确，那么就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选择，而不
要考虑其他人的看法。

父母还要让孩子明白，选择和由选择

带来的后果之间的关系。 比如，孩子选择
了放学回家后马上玩电脑游戏，那么他晚
上就得花时间做作业。 通过比较和选择，
孩子会逐渐懂得如何进行选择，并由此承
担必要的责任与结果，这对孩子的成长非
常重要。

其次， 加拿大的父母会让孩子应对自
己的错误，自己收拾残局。

比如，如果孩子向杯子里倒果汁时，把
果汁洒到了其他地方， 父母不会急着为孩
子擦干净洒出来的果汁， 而是告诉孩子怎
么做：到什么地方拿干净的抹布，清洗地板
用什么样的洗洁精……对于年龄较小的幼
儿，父母会一边解说，一边示范给孩子看。
而对于年长的孩子， 父母会让他们自己收
拾自己弄脏的残局。

再其次， 加拿大的父母不允许孩子推
卸责任。

其实在生活中， 即使是成人也常常会
逃避责任。 幼儿会模仿成人的方式，因此，

他们往往以“是他先开始的”作为自己和人
争吵的理由。 针对孩子这种说法，父母切忌
把自己变成裁判和法官，而要让孩子明白，
不管其他孩子做什么， 自己仍然要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鼓励孩子分析
和思考，帮助他们认识到妥善解决问题的
方法。 幼儿和成人不同，有时不知道在某
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方法，他们随机应
变，很多时候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 大多
数的幼儿如果认知到了正确 、 合理的方
法，他们下次遇到相同情况时会愿意尝试
使用。

父母若要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
不能剥夺孩子履行责任的机会。 让孩子处
理自己的事情 ， 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
果，从而达到培养孩子责任心的目的。 只
有这样 ，孩子才能养成独立思考 、解决问
题的能力。

（作者单位系加拿大蒙特爱立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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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成立海峡两岸学前教
育交流合作中心

日前，福建省学前教育国际(海
峡两岸) 交流合作中心在福建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揭牌成立。 “中
心成立后，将发挥该校在学前教育
方面的专业和资源优势，承担福建
与台湾乃至国际在学前教育领域
的比较研究、开展学前教育对外交
流合作等任务。 ”福建省教育厅国
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吴金兴表示。

在学前教育闽台交流合作方
面，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先
行先试，与台湾木铎学社共同建设
“海峡两岸学前教育培训中心 ”、
“海峡学前教育网”，与台湾地区新
竹教育大学等 4 所高校建立合作
关系， 选派两批共 25 名学生赴台
交流学习， 牵头签订 14 项两岸学
前教育合作项目。 （新华网）

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揭晓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揭晓。 《我看见一只
鸟 》荣获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
奖”，《很慢很慢的蜗牛》 等另外 4
部作品夺得“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佳作奖”。

本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征奖，2 月 28
日截止，参选作品均为 2011 年 1 月
至 2012 年 12 月之间初版的华文原
创儿童图画书， 内容与形式要求适
合 3 至 12 岁的儿童阅读。 书奖组委
会在邀请评审委员时， 务求公平公
正， 评委由国内外儿童文学艺术或
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组成。 评委经
过决审反复讨论和严谨认真的评
选， 从 27 本入围书中投票选出了 5
本优秀得奖作品。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由陈一
心家族基金会于 2008 年创办 ，并
获丰子恺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士的
支持与允许，以丰子恺先生之名命
名， 分别于 2009 年及 2011 成功举
办第一、第二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并藉论坛 、讲座 、展览 、亲子阅
读等相关活动 ，表彰 、鼓励及推动
优质华文儿童图画书的创作与出
版，以优质图画书陪伴孩子度过美
好童年。 （翟晋玉）

□ 王立华

前不久 ， 我应邀去某幼儿园参加以
“节能、环保、健康”为主题的“科普开放日
活动”。 活动主要包括面向家长的“大手拉
小手”科普专题发言、科普小实验、科学游
戏、 师幼共同制作的科学玩教具展等，受
到了幼儿与家长的普遍欢迎。 家园合作下
的科普开放活动，对于幼儿科学教育益处
多多。

以探究性为核心价值
“探究”在幼儿科学教育中具有重要意

义，在科学探究中，教师应从幼儿已有的科
学经验出发，为他们提供观察、操作、实验、
测量、记录、交流等探究过程的机会，鼓励
幼儿在活动中思考， 引导幼儿提出问题并
自己尝试解决问题。 这比幼儿单纯被动地
接受教师讲授和灌输更为有效。 在本次科
普活动中， 教师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探究
性强的科学小实验与玩教具，如“飞奔的气
球”、“吹泡泡”、“沙子作画器”等，都深受幼
儿喜爱。

“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 幼儿对周
围世界有着天生的好奇心与探究欲。 以幼
儿探究学习为核心的科学教育活动， 强调
为幼儿提供充分探究的机会， 让幼儿直接
操作探索物质材料，象“科学课程标准”所
指出的那样，使幼儿“在像科学家那样进行
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体验学习科学的乐趣，
增长科学探究的能力，获取科学知识，形成
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在幼儿

探究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探究结果，还
要关注探究过程， 特别是幼儿在探究过程
中的情感与体验。

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式
游戏是符合幼儿自然天性的基本活动

方式和基本生存方式。美国教育家迈克尔·谢
尔曼认为，科学是每个人的事，它并非像常人
认为的那样可怕，似乎只是科学家的事情，事
实上，科学很有趣，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

幼儿科学教育应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
式。 在本次科普活动中，教师设计了许多形
象直观、 操作性强的科学游戏与科学小实
验供幼儿探究，使幼儿在“做中学”、“玩中
学”。 一些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幼儿家长）
带来了有趣的科学仪器设备， 还与教师共
同研制了生动形象 、 充满童趣的 PPT 与
Flash。 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幼儿了解了一些
浅显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 科学工作者
严谨专注的科学素养， 也深深影响着幼儿
探究意识与科学精神的养成。

本次活动共有三种科学小游戏：教师演
示类、亲子操作类、幼儿独立操作类。这些游
戏材料分布在三个不同活动区域，由幼儿和
家长自主选择。 从实践结果看，自主性较强
的与以游戏形式进行的科学小实验与小制
作深受幼儿喜爱，也受到了家长好评。

以生活性为源泉
幼儿教育不仅要为幼儿未来的幸福生

活做准备，更要关注幼儿当下的生活。 幼儿
的生活是幼儿科学教育的背景与源泉，科
学教育应源于幼儿的生活， 为了幼儿的生
活。 贴近幼儿生活的科学教育才是鲜活生
动的，是符合幼儿内在兴趣与需要的；远离
幼儿生活的科学教育则是生硬冰冷的，是
背离幼儿天性的， 会遭到幼儿的排斥与拒
绝。 幼儿最关注的科学问题大多是他们常
见的自然和生活中的现象。 鉴于幼儿的心
智特点，具体形象、直观的事物更易引起幼
儿的“共鸣”，而抽象的科学很难在幼儿诗
意心灵中留下印记。

基于此， 家长教育志愿者与教师从幼
儿生活出发，通过认真教研，在深入了解幼
儿身心与学习特点的基础上， 联手开展了
“培养幼儿正确坐姿与站姿”、“为什么要勤
洗手”等教学活动，既加深了幼儿对生活的
认知与体验， 也为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和
卫生习惯打下了基础。 此外，从幼儿身边常
见的科学现象及幼儿喜爱的事物出发，教
师与家长生成了“动物的叫声”、“白天黑夜
是怎样形成的”等活动，满足了幼儿的好奇
心与求知欲， 也促进了幼儿探究自然生活
之谜的欲望。

以开放性为理念
开放性是后现代教育追求的理念之

一。 探究本身就意味着开放性，“探究”是对
“灌输”的一种“反动”，它更关注幼儿学习
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使幼儿不再被禁锢在

灌输教育之中，强调幼儿在操作、感受、体
验、思考、假设、质疑、猜想、归纳、整理、表
达与交流的基础上， 自主学习、 探索与发
现。 科学学习内容可以是在生命世界、物质
世界等领域内精心选择的适宜的科学知
识， 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适合幼儿思维水
平的科学问题。

在科学教育资源开发方面， 根据教育
生态学的观点，家长、教师、幼儿与幼儿园
管理者、社区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缺少任何
一方的幼儿教育都是不完整的， 科学有效
的幼儿教育应是各生态因子通力合作的结
果。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强调开放
性要求幼儿园、家庭、社区的共同合作，充
分挖掘科学教育资源， 为幼儿进行科学探
究活动提供便利。

幼儿园可以实行“请进来、走出去”的
策略，邀请有良好科学素养、对幼儿教育感
兴趣的家长担任“教育志愿者”，参与幼儿
园的科学教育教学活动； 还可以带领幼儿
去动植物研究所、博物馆、植物园等地参观
学习。 幼儿园应将幼儿的科学教育置于更
广阔的生活与社会背景中， 帮助幼儿扩展
深化对周围世界中科学现象的理解与体
验，使幼儿在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中发现、
研究和探索， 不断感受智慧的力量和创造
的欢乐， 为培养幼儿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素
养打下初步基础。

（作者系北京森梵文化机构儿童教育总监）

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玛希娅彼岸风

幼儿园的“知本主义”
视教育 19平
从 清 末 民 初 我 国 兴 办 第 一 所 幼 儿

园———湖北省武昌蒙养院到现在 ， 我国
的幼儿园教育已逾百年 。其间 ，在相当长
的历史中 ， 我们的幼儿教育思想与世界
上一些幼儿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 ， 存在
较大差距 。

回顾历史可见 ， 直到上世纪 90 年
代 ，我国的幼儿园课程都在模仿小学 ，比
如 ， 原国家教委在全国统一使用的幼儿
教材 ， 便是根据小学的分科教学来编制
的 。后来 ，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的引
导下 ，一些大学和幼教机构 ，开始编制了
以五大领域为基础的幼儿园教材 。然而 ，

尽管新教材关注了能力培养 ， 关注了五
大领域间的渗透和整合 ，但究其根本 ，还
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 这个问题就是仍
然以 “知识体系 ”为出发点 ，仍然立足于
以知识为本的 “知本主义 ”。

“知本主义”的幼教思想是什么？ 往远
处说，是继续了洛克的“白纸说”，把儿童当
作一个“空容器”，于是，幼儿教育的模式便
成了今天常见的“知识灌输”。

然而， 我们如果从幼儿成长的角度来
看，幼儿园阶段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 毋庸
置疑，应该是综合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大量
知识的“填充”。

我们常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幼儿园，
他们以“玩”的方式进行学习，孩子们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参与游戏。 而这种幼儿教育
模式让习惯于“幼儿学校”、“讲授式教学”、
“学到东西”的中国家长感到费解：在这样
的幼儿园，孩子能学到什么？

真的学不到吗？ 真的只是教师在看着
孩子们玩吗？ 如果走进蒙台梭利教育，走进
华德福教育， 我们会看到在这些代表着国
际化幼教方向的幼儿园中，教师绝不轻松。
在活动设计上，在观察和记录中，在个性化
教育实施中，教师必须花费大量功夫，付出
更多的努力。

构建以 “能力体系 ”为基础的幼儿教
育 。 这些能力的内涵是什么 ？ 分析下来 ，
主要包括幼儿的观察 、归纳 、动手能力 ，
包括规则意识 、劳动意识 、人际交流 、合
作意识等 。

时代在发展，与时代呼应、和国际接轨
的现代幼儿园教育， 应该扔掉以知识为本
位的“知本主义”，构建以能力发展为目标
的“能力体系”。 我想，这将是我国幼儿教育
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
育工作委员会理事长）

□ 王国平

幼儿园如何开展科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