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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科学儿童观以“儿童是人、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儿童是权利的主体、儿童期具有自身的价值”为核

心，强调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发展潜能及权利保障。然而，在实际教育实践中，传统文化观念的桎梏、

教师专业素养的不足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因素，科学儿童观的实践仍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探讨了

在学前教育中落实现代科学儿童观的现实困境及可行性策略，提出了构建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动态课程

体系、创新多元教学方法、重塑平等和谐的师幼互动关系以及营造适宜儿童成长的多维教育环境等策略，

旨在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其全面发展，从而推动科学儿童观从

理念走向实践，为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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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scientific concept of the child is centered on the idea that “the child is a human being, a 
developing human being, a subject of rights, and that childhood has its own value”, and emphasizes 
respect for the child’s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and protection of his or her rights. How-
ever, in actual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the child still faces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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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the lack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
tical difficulties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of implementing the modern scientific concept of the chil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a dynamic curriculum sys-
tem oriented to children’s interests, innovat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reshaping equal and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crea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d-
ucational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children’s growth. The aim is to respect children’s subjective 
status, give full play to children’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and promot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
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children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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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本质、地位及发展规律的哲学认知，直接影响教育目标的设定与实践路径的选

择[1]。儿童观是儿童教育理论体系建立的重要出发点，是建构儿童教育课程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教育、

教学方法论和教育实践不可缺少的根本指导思想[2]。儿童观作为学前教育领域的核心理论问题，对更新

教育理念和改进教育实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儿童教育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随着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我国学前教育逐步转向“以儿童为本”的理念，但理论与实践之

间仍存在显著鸿沟，仍有大部分幼儿园存在“小学化”倾向，反映出传统儿童观的根深蒂固。在此背景

下，如何突破现实困境，将科学儿童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策略，成为学前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因此，

剖析现代科学儿童观的内涵，了解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中落实儿童观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学前教

育中落实现代科学儿童观的可行性策略，对将儿童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科学儿童观的内涵、实践困境及可行性路径，以期为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现代科学儿童观的理论内涵 

2.1. 儿童是人：具有与成人一样的人格和尊严 

儿童是人，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具有与成人一样的人格和尊严。卢梭在《爱弥儿》中强调，首先要把

儿童当作儿童，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人，既不是“白板”，也不是“小大人”，从根本上肯定了儿童自身

的地位和价值[3]。儿童与成人一样，是自我构建的主体，其生命同样具有与成人相等的价值。因此，在

教育的过程中，要摒弃将儿童视为成人附属品或“小大人”的错误观念，承认儿童的主体地位，尊重儿

童的权利与价值，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与尊严，如同对待成人一般平等交流，呵护其自尊心与自信心[4]。
这一观点被《儿童权利公约》进一步法律化，公约第 12 条明确要求尊重儿童的意见。我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第四条亦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从立法层面确认了儿童的主体地位。然而，实践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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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将儿童视为“家庭私有物”或“未完成品”的现象。 

2.2. 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巨大的发展潜能，自我塑造的潜能 

儿童是“未成熟”的，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能以及自我塑造和被塑造的潜力。杜威认为“未成熟”的

状态是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向上生长的力量[5]。儿童是发展中的人，虽然处于未成熟阶段，但他

们在身体、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各个领域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且具备自我塑造、主动学习的内在

动力，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儿童构建对世界的认知，并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皮亚杰的认知发

展理论指出，儿童通过“同化”与“顺应”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其发展具有阶段性、连续性与个体差异

性。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强调，教育应基于儿童现有水平，通过社会互动激发潜能。然

而，当前学前教育中普遍存在“超前教育”现象。部分幼儿园在中班阶段即开始教授汉字书写，违背了

儿童手部肌肉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成人要为儿童提供适宜生长的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敏

锐捕捉到儿童发展的关键期，提供恰当的刺激与引导，激发其潜能。 

2.3. 儿童是权力的主体：儿童与成人彼此平等，具有相同价值 

儿童拥有作为主体的各项权利。《儿童权利公约》肯定儿童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

权、受保护权等[6]。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宪法》等诸多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并保护儿童的合法

权利。学前教育政策也逐步把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位”提高到了教育基本原则的高度，保障儿童的

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注重儿童的健康权，重视儿童的游戏权，这既是对儿童地位的确定，也是对儿童权

利的承认与保障[7]。我国《幼儿园工作规程》要求“尊重幼儿的合理需要”，但在实践中，儿童参与多

限于形式化活动。如某幼儿园“小小议事会”案例中，儿童仅能对餐点种类等次要问题发表意见，而在

课程设置等关键领域缺乏话语权。儿童与成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其价值不可被低估。因此，在教育教学

中，应充分尊重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倾听儿童的声音、尊重儿童的选择权、保障儿童的参与权和

选择权等等，真正做到尊重和保障儿童的各项权利。 

2.4. 儿童期具有自身的价值：“儿童创造了成人”、“儿童是成人之父” 

儿童期并非成人期的简单预备阶段，而是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蒙台梭利提出“儿童是成人之父”，

[8]“儿童创造了成人”。[9]即儿童最终要长大成人，而成人是经过儿童期和儿童努力工作创造出来的。强

调儿童期并非成人生活的预备阶段，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生命历程[10]。儿童具有吸收力的心智，在成长过

程中，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和学习，吸收各种信息和经验，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和能力，

持续积累走向成熟的经验与感受。因此，在教育教学中，要珍视儿童期的独特价值，尊重儿童的个性和需

求，提供与儿童身心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生活实践，促进其自然天性的充分表达和健康发展。 

3. 科学儿童观的哲学基础、历史演变与当代反思 

科学儿童观的形成与发展，既扎根于哲学思潮的深厚土壤，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并在当代社

会展现出新的特质与挑战。 

3.1. 哲学基础 

3.1.1. 自然主义哲学 
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儿童是自然的产物”，强调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潜能，反对将儿童

视为成人附属品，主张教育应顺应儿童自然发展规律。这一观点为科学儿童观奠定了尊重儿童天性与主

体地位的理论基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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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实用主义哲学 
杜威认为儿童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教育应基于儿童的经验与生活，通过实践活动促进其发展。他

提出“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教育过程中的民主性与互动性，为科学儿童观注入了注重儿童主

体性和经验价值的元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儿童的主体性和经验价值，认为教育应以儿童为

中心，基于其经验和生活展开，这为科学儿童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12]。 

3.2. 历史演变 

3.2.1. 古代至中世纪 
儿童被视为成人的附属或“小大人”，其价值多与家族延续、劳动力相关，教育方式多强调服从与

灌输。 

3.2.2. 14 世纪到 18 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儿童观的重大转折点，该阶段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促使人们对儿童的独特性有

了初步认识。卢梭在《爱弥儿》中系统阐述了自然教育思想，强调尊重儿童的天性与自由，为现代科学

儿童观奠定了基础[13]。 

3.2.3.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 
随着科学与心理学的发展，儿童观进一步科学化。霍尔、杜威等教育家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出

儿童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学习方式，教育应顺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

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动性，对科学儿童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4] 

3.3. 当代反思 

在当代社会，科学儿童观面临新的挑战与反思。 

3.3.1. 文化多元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对儿童的认知与教育方式存在差异，科学儿童观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

的同时，寻找普遍适用的儿童发展规律与教育原则[15]。 

3.3.2. 技术发展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方式。如何在数字化环境中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促进其

全面发展，成为科学儿童观需要应对的新课题。[16] 

3.3.3. 教育公平性 
社会经济差距导致儿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科学儿童观要求教育政策与实践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儿童，

保障每个儿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经济差距导致儿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科学儿童观要求教育政

策与实践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儿童，保障每个儿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7]。 

4. 当代学前教育落实科学儿童观的困境 

4.1. 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 

中国传统文化以成人为本位，儿童在其中常被忽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匮乏，使得

社会关系以成人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统治之下，儿童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重

男轻女观念盛行。同时，儿童被看作父母期望的承载者，旧式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像个“小大人”，总是以

成人的标准“规训”儿童，用四书五经“催熟”儿童；当今社会中，儿童仍被认为是父母的“私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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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社会和父母希望的寄托者和承载者，强调成人的话语主导权，忽视儿童的权利，无视教育中儿

童成长的本质属性。在学前教育中，“小学化”现象普遍存在，成人将自身的价值取向灌输到儿童的成

长中，为片面追求“赢在起跑线上”等，提前教授拼音、写字、算数等小学课程，教学内容偏重智力教

育，忽视德、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缺乏游戏和自主探索等等，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容易导致

儿童发展潜能消失、儿童“自我”意识丧失等问题[17]。 

4.2. 教师专业素养短板凸显 

受传统教育模式熏陶，部分教师习惯以成人视角主导教学，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权威性与系统性，忽

视儿童自主探索需求。课堂上往往是教师讲、幼儿听，抑制了儿童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忽视儿童在学习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践行现代儿童观需要教师为儿童提供适宜生长的环境并恰当激发、引导其发展的潜能。

这要求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支持者”，并且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涵盖儿童发展心

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同时要敏锐观察、精准评估、灵活引导幼儿的实践技能。然而，

现实中不少教师在专业素养上存在欠缺，对幼儿发展阶段特征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无法精准把握每个

阶段幼儿的认知、情感与动作发展规律，难以依据儿童发展特点因材施教，对儿童潜能挖掘不足。 

4.3.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对学前教育实践中落实现代科学儿童观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硬件设施方面，

偏远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玩具数量稀少且种类单一，多为简单的塑料玩具，缺乏能锻炼

幼儿思维、创造力的积木、拼图等益智玩具。图书数量有限，更新不及时，内容陈旧，无法满足幼儿对新

知识的探索欲望。适合幼儿探索的活动材料，如科学小实验器材、手工制作材料等，更是匮乏。这直接

导致教师难以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科学儿童观强调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但资源短缺使得教师无法组织科学实验活动、创意手工课程等，幼儿失去了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其动手能力、创新思维难以得到有效培养。活动场地受限也是重要问题。部分幼儿园空间狭小，缺乏户

外活动场地，幼儿不能充分进行体育锻炼，不利于其身体素质的发展。而科学儿童观注重幼儿的全面发

展，身体的健康成长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这些状况，极大地限制了幼儿的学习与发

展空间，与现代科学儿童观所倡导的全面、个性化发展背道而驰。 

5. 落实现代科学儿童观的可行性策略 

5.1. 构建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 

5.1.1. 精准兴趣捕捉机制 
在学前教育中，构建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意义重大。以兴趣为导向的课程能极大激发

幼儿的学习热情与参与度，帮助他们在喜爱的活动中主动探索、积累经验。幼儿的兴趣多元且多变，教

师应敏锐捕捉，可以运用多种方法定期调研儿童兴趣，除日常观察、家长沟通外，还可设置“兴趣分享

日”，让幼儿自主展示兴趣爱好。将收集信息分类整理，构建动态兴趣数据库，为课程规划提供实时依

据。根据兴趣调研结果，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如发现幼儿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可以增加自然观察、科

学实验等活动。 

5.1.2. 弹性课程生成模式 
基于儿童即时兴趣灵活生成课程内容，打破固定课程框架束缚，依据幼儿实时表现与反馈形成新内

容，能更好地满足个体差异，有效促进儿童的主动学习，培养儿童的探索精神，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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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具备灵活调整教学计划的能力，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实时生成新的课程内容。例如，如果幼儿

对园内的新花卉产生兴趣，可以组织“花卉的奥秘”微型课程，引导幼儿观察花朵结构、生长周期、养护

要点；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多个学科领域，如科学、艺术、语言等，提供全面的学习体验。例如，通过观察

花卉，引导幼儿进行绘画、写作、科学实验等活动，让课程随儿童兴趣“流动”。 
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能精准契合科学儿童观要求，它将儿童视为学习主体，因兴趣本

就源自儿童内心，依此构建课程，能充分尊重儿童个性与需求。同时，动态调整课程，顺应儿童发展规

律，鼓励探索，助力儿童全面发展，切实推动科学儿童观落地。 

5.2. 创新多元教学方法赋能儿童学习 

5.2.1. 情境体验式教学 
情境体验式教学通过创设生动、真实的情境，让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与成长，有助于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契合科学儿童观中“尊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这一要点，让儿童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人。在情境体验中，幼儿能够自由探索、表达想法，其独特的思维与创造力得以展现。教师借助情境

引导幼儿思考、解决问题，能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对培养幼儿的综合素养有着积极意义。通过角色扮演、

模拟场景等方式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例如，模拟城市街道场景，让幼儿扮演交警、行人、驾驶员。同时

教师在情境中引导幼儿思考和解决问题，如在模拟城市街道场景中，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安全过马路、如

何遵守交通信号灯。在实践中掌握规则要点，提升安全意识，激发主动学习热情。 

5.2.2. 合作探究式学习 
合作探究式学习模式强调儿童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主动参与问题解决，契合“儿童是积极

主动的学习者”的理念。在合作探究中，儿童能有效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实现知识的主动构建[19]；通过

与同伴交流互动，学会倾听、分享与协作，尊重彼此的想法与观点，彰显了“儿童是独特个体”的科学儿

童观内涵。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培养儿童的合作能力和社交技能，还能激发他们的探究兴趣和创造力。例

如“搭建梦想城堡”建构活动，教师将幼儿分成小组，每组负责一个具体的任务，如设计、选材、搭建

等，每组负责不同的部分，最后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城堡；组织小组交流分享会，让幼儿分享他们的想法

和进展，如每组在搭建过程中分享他们的设计思路和遇到的困难；教师在活动中适时引导，帮助幼儿解

决问题，如在搭建过程中，幼儿遇到结构不稳定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他们思考如何改进设计。 
创新多元教学方法，通过提供丰富体验，契合儿童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与主动

性；通过合作探究式学习，培养幼儿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彰显“儿童是积极学习者”，关注个体

差异，因材施教，利于儿童全面发展，切实促进科学儿童观从理念走向学前教育实践。 

5.3. 重塑平等和谐的师幼互动关系 

5.3.1. 深度倾听与共情回应 
深度倾听是教师认真聆听孩子话语，不打断、不评判，理解其真实想法与意图。研究显示，教师通

过深度倾听能有效识别儿童的情绪信号，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情绪[20]。共情回应则要求教师设身处地感

受儿童的情绪，以同理心作出反应。比如孩子因心爱的玩具损坏而难过，教师若能共情回应，给予安慰

与帮助，用温柔话语、肢体接触安抚情绪，引导幼儿表达感受，让幼儿感受到被理解与接纳。教师可以

每天设定特定的时间段，专门用于倾听幼儿的想法和感受。例如，午休前或离园前的 10~15 分钟，让幼

儿分享他们的想法；教师通过观察和倾听，识别幼儿的情绪信号，并及时作出反应；通过提问和引导，

帮助幼儿表达他们的感受。当教师持续做到深度倾听与共情回应，能促进儿童积极的自我认知发展，为

其提供良好的成长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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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启发式提问与引导 
启发式提问与引导摒弃传统灌输式教育，将儿童视为主动学习者，尊重其主体地位；摒弃简单问答，

采用开放性、启发性问题激发幼儿思考，如观察树叶飘落，问幼儿“树叶为什么会落下？它们要去哪里？”

引导幼儿从多角度探究自然现象，点燃好奇心与探索欲。通过启发式提问与引导，能显著提升儿童的思

维活跃度与问题解决能力，助力其认知发展。同时，教师在引导过程中给予儿童足够的空间表达观点，

如在教学中多使用开放性问题，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你有什么好

的解决办法？”尊重其独特想法，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创新思维，为儿童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重塑平等和谐的师幼互动关系，是落实科学儿童观的重要途径。教师把儿童当作独立个体，尊重他

们的想法、感受与选择，通过深度倾听与共情回应，实现师幼间的平等对话，引导幼儿自由表达，促进

幼儿情感与社会性发展；通过启发式提问与引导，充分发挥幼儿的创造力与主动性，进一步助力科学儿

童观的落地。 

5.4. 营造适宜儿童成长的多维教育环境 

5.4.1. 启发性物质环境创设 
精心规划教室空间，各区域依据儿童发展目标投放丰富材料。通过精心布置充满探索性的空间，充

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并依据儿童发展目标投放不同难度层次的材料，使幼儿在这样的环

境中自主操作、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能有效提升幼儿的认知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主体地位得以

凸显，科学儿童观也在日常教育中得以切实落实。如阅读区配备不同难度的绘本、舒适坐垫；科学区提

供多样的实验器材、动植物标本，满足儿童自主探索需求，激发创造力。定期更新区域材料，保持幼儿

的新鲜感和探索兴趣。 

5.4.2. 包容支持性心理环境营造 
营造包容支持性心理环境，耐心倾听幼儿的想法，鼓励他们大胆表达，即便幼儿的想法不切实际，

也给予肯定与引导，使幼儿切实感受到被尊重；以宽容心态对待幼儿错误，将其视为学习契机，能极大

地增强幼儿的安全感，让他们在探索世界时更加自信，勇于尝试新事物。这与科学儿童观中“儿童是积

极主动的探索者”的观点相契合。如幼儿绘画时颜料打翻，教师可引导其一起清理，并鼓励尝试新画法，

让幼儿无惧犯错，勇敢尝试，塑造积极心理品质。 
营造适宜儿童成长的多维教育环境，能从多方面促进科学儿童观落实。在物质环境上，提供丰富且

适龄的设施与材料，让儿童可自由探索，尊重其好奇与探索欲；在心理环境上，构建包容氛围，接纳儿

童想法，彰显其独特价值，契合科学儿童观，助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6. 结论 

现代科学儿童观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发展潜能与权利为核心，强调儿童期的独立价值与个体尊严，

为学前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本文通过剖析科学儿童观的理论内涵、哲学基础及历史演变，

揭示了其从“小大人”到权利主体的范式转型本质，并结合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传统文化桎梏、教师素

养不足与资源分配不均等现实困境，提出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多元教学方法创新、平等

师幼互动关系重塑及多维教育环境营造等可行性策略。这些策略不仅从实践层面回应了儿童主体性缺失、

创造力抑制等问题，也为打破“小学化”倾向、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提供了操作性路径。 
然而，科学儿童观的全面落实仍需多方协同。一方面，需加强教师专业培训，提升其对儿童发展阶

段特征的精准把握与灵活引导能力；另一方面，需通过政策倾斜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尤其关注农村及欠

发达地区的教育公平。此外，面对技术革新与全球化挑战，需警惕数字工具对儿童自然成长的干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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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虚拟学习与真实体验，同时探索跨文化背景下儿童权利与本土传统的融合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追

踪策略实施效果，深化对儿童主体性表达机制及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研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

性的学前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唯有持续推动理念更新、制度完善与实践创新，方能真正实现科学儿

童观从理念倡导到全面落地的跨越，为儿童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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