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儿童发展观和学习观的研究进展加深了我们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学习的认识袁社会快
速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袁来自这两方面的重要信息和诉求对儿童早期的学习和
发展的目标内涵和范式的转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遥以儿童各领域的发展或学科知识技能的掌
握为最终目的的目标框架开始转向以综合学习能力和素质为导向的目标框架袁突出了有利于
学习的心智倾向培养的重要性遥儿童在学习中的地位和身份袁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参与袁以及
构建与环境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最重要的目标遥这一价值取向
也反映在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的评估范式的转换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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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神经科学 发展心理和学习理论科学研究的深入 我们对儿童早

期的学习与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全球化经济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带

来了社会文化的迅速变迁 也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教育目的的价值

选择已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 咱1暂儿童发展理论和社会需求是制定儿童早期
学习和发展或学前教育目标的重要依据 来自这两方面的重要信息和诉求有的

已经逐步反映在我们对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的期望上 有的尚待我们做出应对

和反应 这里所指的儿童早期学习与发展目标有的是以政府独立的规范性文件

的形式发布 有的是体现在政府的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中 其目的是给本国的

岁或 岁儿童的机构教育或家庭教育提供指导 近年来 各国纷纷制定或修

订了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标准 指南或学前课程目标 中国也制定了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咱2暂从对各国的目标框架和内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不

仅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目标的内容在变化 它的范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里的

目标范式是指教育目标的分类体系 即教育目标的整体框架 目标范式的转换

不仅发出了教育价值取向变化的重要信息 同时也必定带来对儿童的学习和发

展评估方法的反思和变革

一尧儿童学习和发展目标范式转换的背景

渊一冤对儿童学习与发展内涵理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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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发展观近年来发生了重要变化 什么是儿童发展 传统的心理学概念

认为 人的发展是指人的身体或心理的结构或功能伴随着时间所产生的变

化 咱3暂二十世纪的三种宏大理论 皮亚杰 心理分析和学习理论 对儿童发展的

解释是 儿童的发展是线性的 具有普遍的发展阶段 这种发展的普遍性几乎适

用于所有时代与地域的儿童 但在近年来这种线性发展观正在逐步被另一种动

态的系统发展观所取代 系统发展观认为 发展是几个互有联系的组织 生物

文化和历史组织系统 的系统性变化的特征 发展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发

展只有在人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动态性互动中才能实现 咱4暂系统发展观的代表
人物为维果斯基 布朗芬布伦纳 鲁戈夫 维果斯基认为 儿童的发展可以被理

解成儿童变成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中的一个成员的过程 咱5暂布朗芬布伦纳把人
的发展界定为 是成长中的人获得对生态环境越来越宽泛 细化和可靠的概念

的过程 他们参与活动的动机越来越强 并有能力以相同或更复杂的形式与内

容来从事保留或重新建构该环境的活动 咱6暂鲁戈夫认为 所谓的发展就是儿童

参与社会实践方式的变化 这种观点彻底摈弃了将发展看作是知识与技能的获

得以及在发展中把社会与个体分裂开来的观点 咱7暂她认为 儿童能与他人共同完

成某个任务就意味着发展 这样 发展的概念就从一个向着特定的发展终点运

动的概念转变成在一定的方向上发生质的变化的社会文化定义

儿童学习观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对儿童学习的研究也从对学习过程中个人

思维表征特点的关注转向对学习的社会性与参与性特点的关注 在 世纪

年代以前 学习被看作是发生在大脑中的纯思维过程 它的结果是形成思维表

征 咱8暂近来受到关注的情景学习理论不是把知识作为心理内部的表征 而是把知

识视为个人与社会或物理情景之间联系的产物 个人在学习中不是去发现源于

现实的意义 而是自己建构有关世界的意义 咱9暂情景学习理论强调了学习的社会
性与参与性的特点 这意味着有效的学习不再是一个纯粹个体的活动 它依赖

于个体及其周围的成人 同伴以及可用的资源与工具所组成的共同体 咱10暂在这一
理论视野中 个人作为学习者的身份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化 从一个个体学习者

变成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参与者 学习活动总是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中 一

个学习者可以等同于是 一个人 参与于 一种 实践中 咱11暂将学习的
过程视为参与活动方式的变化 个体的学习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与社会性合作

伙伴 成人和同伴 社会实践和工具 技术和语言 的关系和中介影响 有中介

元素的行动有时也被看做是一种分布式或延伸式认知 分

布式认知即 人们倾向于共同思考或与别人合作思考 还需要通过文化提供的

工具和实施的协助 咱12暂分布式认知是人与周围的物质 社会和符号资源密切接

触的结果 是一种参与式认知过程 周围环境承担部分思维 拥有学习的一部

分 咱13暂 学习是一种分布在学习主体 社会实践 伙伴和工具之间的观点引入了

学习是环境和思维之间的双边关系的产物 学习过程是相互作用的观点 儿童

参与活动 这种参与改变了活动 同时活动反过来又改变了儿童 咱14暂从关系构
建的角度看待知识和学习 即强调个人的心理和身体与她他感受 思考和互动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