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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教育应当为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经验以及如何组织这些经验，将直接影响儿童的成长与发展。随着托幼一体化成为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趋势，寻求建设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有效路径是我国亟须解决的问题。新西兰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托育在

内的托幼一体化课程标准，从培养目标、内容、实施到评价等一系列经验，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典型借鉴。目前，我国托幼一体化

课程建设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比较有限。本文通过解析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逻辑起点和内容要素，以期为破解

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建构提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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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care and childhood education become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hina，it is an urgent issue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system. New Zealand has es⁃
tablished relatively complete curriculum standards integrating childcare curriculum，presenting a series of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ob⁃
jectives，content，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and providing a typical reference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ed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in China is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is limited. This pa⁃
per analys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ntent elements of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New Zealand，with a view to pro⁃
viding a direction for thinking about constructing the integrated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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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一体化作为指导学前教育整体规划和

发展的重要理念，能够有效提升学前教育服务质

量，保障0-6岁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世界多个国

家学前教育改革的方向。基于“七普”数据开展

的对我国0-6岁托育和学前教育适龄人口数的整

合性预测研究显示：2023-2035年适龄儿童规模

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2岁及以下托育存在巨大

缺口［1］。面对适龄儿童在园规模锐减的局面，扩

大托育服务的规模，实施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发

展，将成为我国幼儿园发展的必然选择。托幼一

体化兼顾了0-3岁和3-6岁儿童保育和教育的连

贯性、衔接性，实施措施之一是课程建设层面的

一体化，且国际经验已表明，整合设计并推行0-6

岁学前教育课程标准，是推进托幼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的刚性保证［2］。

学前教育应当为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经验以

及如何组织这些经验，将直接影响儿童的成长与

发展。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坚实

的基础：幼儿保育与教育》，提出“学习从出生开

始”的理念，认为儿童生命早期的人生经验为后

续的学习奠定重要基础［3］。一直以来，我国学前

教育课程基本定位于3-6岁儿童，0-3岁婴幼儿

托育课程建设非常薄弱。由于缺乏统一的课程

标准与实施方案，我国现有的托育课程名目繁

多，噱头为主，如早期智力开发、全脑开发、感觉

统合等等，课程设置随意性较大，课程的质量和

科学性均无从保障［4］。因此，构建我国托幼一体

化课程体系不仅是在学前教育发展趋势下的适

时调整，同时也将促进我国托育课程的专业化发

展。本文旨在梳理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

的逻辑起点和内容要素，为建设我国托幼一体化

课程体系提供思考的方向。

一、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及发展

历程

出台国家学前教育课程框架是落实保育和

教育一体化的重要举措［5］。新西兰托幼一体化改

革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此之前保育和教

育二者是分开的。1986年新西兰把保育的行政

责任纳入教育部门管理，实现了保育和教育的整

合。为了改善教育质量，1991年新西兰教育部委

托海伦·梅（Helen May）等几位学者起草全国学前

教育课程纲要，1993 年出台了课程纲要草案，

1996年正式发布涵盖出生到学龄前儿童的国家

课程纲要《Te Whāriki》。新西兰学前教育课程

纲要以毛利语为名，意为“编织的草席”。这一比

喻形象地揭示了儿童教育是一个动态的、综合

的、深受社会文化影响的过程。国内学者指出，

Te Whāriki一词驳斥了课程的预设性，基于社会

文化的视角编制各地区的课程模式，创设蒲草席

般温暖、舒适的教育环境，使儿童能站在草席之

上俯瞰世界［6］。这一纲要的颁布与实施为新西兰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服务机构、以及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教育设定了一个共同标准，

改善了因缺乏统一标准的课程而导致的学前教

育质量参差不齐，进而引发教育不公的问题，提

升了学前教育质量并能促进教育公平［7］。该课程

纲要不仅在新西兰，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

界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在《Te Whāriki》颁布实施近二十年后，2015

年新西兰早期学习咨询小组（Advisory Group on

Early Learning）向教育部提出修订课程纲要的建

议。该小组指出，现有课程的实施已经偏离社会

现实，因此需要更新课程以反映社会的重大变

化；需要与新西兰小学课程的核心素养保持一致

以支持儿童向学校过渡；需要予以儿童发展更多

的关注；以及学习策略应基于教学评价［8］。为此，

2016年教育部组建了包括一线教师和学者在内

的编委团队，对课程纲要进行修订并于同年11月

发布草案。在得到各方的意见和反馈之后，《Te

Whāriki》最终版于2017年出版［9］。修订版的新

西兰学前教育课程纲要反映了新西兰二十年间

社会环境、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同时保

留了原有的教育原则和学习领域等主要内容，彰

显了课程改革的时代性和连续性。

二、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逻辑

起点

对逻辑起点的解析，目的是把握托幼一体化

课程建构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由谁做

（who），怎么做（how），以及依据什么（what）”。

（一）政府主导，国家课程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西兰儿童处在一个多

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为了保障每个儿童不因种

族、地域等背景所限，能够享受同样的学习机会

并接受质量均等的教育，新西兰政府制定了统一

的课程纲要《Te Whāriki》。它的形成及发展都

是由新西兰教育部统筹规划与安排，作为国家层

面的课程纲要，为新西兰学前教育课程质量的提

升提供了共识性的框架和有效保障［10］。围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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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兼顾了0-3岁和3-6岁儿童保育和教育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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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且国际经验已表明，整合设计并推行0-6

岁学前教育课程标准，是推进托幼一体化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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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逻辑起点的解析，目的是把握托幼一体化

课程建构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即“由谁做

（who），怎么做（how），以及依据什么（what）”。

（一）政府主导，国家课程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西兰儿童处在一个多

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为了保障每个儿童不因种

族、地域等背景所限，能够享受同样的学习机会

并接受质量均等的教育，新西兰政府制定了统一

的课程纲要《Te Whāriki》。它的形成及发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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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培养为自信有能力的交流者和探索者这一

主线，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将目标、内容、

实施和评价等课程要素形成有机整体环环相扣，

体现了高屋建瓴的课程设计。新西兰政府主导

下建立的课程标准适用于全国不同类型的学前

教育机构。除此之外，新西兰教育部设立《Te

Whāriki》官方网站，这个网站为学前教育工作者

和家长详细了解国家课程标准提供了渠道，也为

教师自主学习提升专业发展汇集了丰富的资源，

有助于推进国家课程标准的落实。网站提供的

内容一共包含八个板块，具体如下。

1.早期课程（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对新

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及其产生历程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2.课程设计（design your curriculum），为教师提

供了设计园本课程、课程计划和评价的相关资源。

3.教学策略和资源（teaching strategies and re-

sources），基于课程纲要中的五大学习领域组织了

对应的教学参考资料。

4.学习性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为教

师提供了如何评估儿童学习的资源。

5. 网络研讨会和工作坊（webinars and work-

shops），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习提供资源和途径。

6.领导力（leadership），为教师提升学习领导

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7.支持家庭（supporting your whānau），通过

开展家园合作支持家庭教育，促进儿童的学习与

发展。

8.其他重要文件（key documents）。

（二）整体性与差异性原则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凸显了整体性

与差异性原则。整体性体现在教育对培养什么

样的人的整体设想，反映在课程涵盖了从出生到

学龄前儿童，同时重视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差异

性表现在兼顾了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的特点和需

求。《Te Whāriki》开篇提出教育目标：培养能力

与自信兼备的学习者和交流者，拥有健康的心

智、体魄与精神，通过归属感与知识的获得对社

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考虑到儿童发展的速度

和节奏不同，以及他们在新地方学习新事物的能

力存在广泛的差异，新西兰将儿童划分为三个年

龄阶段，分别是婴儿（出生至18个月），学步儿（1

至3岁）以及幼儿（2.5岁至学龄前），对于不同阶

段儿童的特征比如兴趣和能力进行了总结并向

教师提供教学指导意见，具体内容参见表1［9］。除

此之外，课程目标和内容等的设计都体现了坚持

发展连续性与一致性基础之上的阶段和个体差

异性，呈现出分段式的一体化课程设计思路。
表1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兴趣和能力及教学指导

出生至18
个月

1至3岁

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能力

交流需求并逐渐能够预期事件

快速获得交流技能

建立信任，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获得
身体、情感、文化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婴儿通过与人、地方和事物的相互尊
重和互动来学习

婴儿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急速波动。

学步儿好动，充满好奇，并寻求理解周
围世界。他们在发展和完善工作理论
的过程中试验界限、因果关系。

能够使用言语和非言语进行交流，并
且正在发展倾听和输出语言的技能。

在强烈且不可预知的感觉中学习自我
管理

通过观察、探索和社会互动参与和学
习。他们在文化实践、日常生活和活
动中的领导力与日俱增

教学指导

敏锐捕捉婴儿信号与动作以满足需求
并提供学习机会

提供语言丰富的环境进行互动

给予熟悉的成年人陪伴的安全感

在平和的环境中为婴儿提供感官刺激

需要持续的细心照料

留意学步儿的兴趣，提供新旧学习体验

通过对话、故事和歌曲支持语言学习

教师应保持冷静并通过提供选择以支
持学步儿的自我管理

无

其他说明

婴儿保育和教育需要
专门的知识和实践。

教师必须与家庭密切
合作，支持婴儿进入教育
机构，并定期就婴儿不断
变化的兴趣、需求和能力
与家庭进行交流。

教师在学步儿过渡到
新环境时关注他们的优势
和兴趣。

学习期望设定得过低
或过高都可能会让学步儿
感到厌烦或沮丧。

教师在提供清晰一致
的边界的同时承认并尊重
学步儿与日俱增的能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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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至学
龄前

认识周围世界的各种模式和规律，并
会质疑、探索和测试他们感到困惑或
意想不到的事情。

喜欢创造性，通过艺术、音乐和舞蹈来
表达自己。

不断发展的识字和数学能力有了新的
用途，如推理、言语探索、智力游戏、了
解自然和社会世界。

正在发展的社交技能使幼儿能够建立
和保持友谊，并参与到如亲人般的相
互关系中来。

正在建立、巩固和完善运动和其他动
作技能，并寻求更大的身体挑战。

（略）

为幼儿提供体验新挑战的机会，追求
自主选择的学习目标和参与长期项

目，支持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提供丰富的以游戏为主的
体验。

（三）循证理念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第三个逻辑

起点是循证理念，这是一种基于证据指导和改进

实践的理念。循证教育研究有助于制定基于真

实的教育问题的教育政策，促进教育改革；在教

育实践上有助于促进实践者实施基于证据的教

育过程与方法的革新［11］。新西兰充分发挥教育

科研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将扎根于一线教师和教

学的实证研究结果纳入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并

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理论探讨。为了推进学前

教育课程纲要在实践中的落实，新西兰开展了大

量的教育研究，对儿童的兴趣和能力进行评估，

提出课程与教学的指导意见。比如教育部印发

了《学习性评估：早期儿童示例》（Assessment for

learning：Early childhood exemplars），《婴儿与学步

儿评估》（Assessment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以及

《支持早期学习中的社会和情感能力》（Support-

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early learn-

ing）等指导文件。因此，植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

课程研究反哺课程与教学，提高了课程体系各要

素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总之，新西兰基于上述三个逻辑起点，形成

了教保结合的国家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有助于

促进儿童的持续性发展。

三、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内容

要素

不同于逻辑起点是课程建构的宏观指导框

架，内容要素从微观层面出发，主要关注构成课

程的各个要素。《Te Whāriki》中提出的五大学习

领域和四大教育原则是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

的核心内容，五大学习领域分别是健康、归属感、

贡献、交流和探索；四大原则包括赋权、整体发

展、家庭和社区、关系。这些是新西兰学前教育

机构确立课程内容要素的重要依据。

（一）培养目标：学习倾向（learning disposi-

tions）和工作理论（working theories）

新西兰将儿童的学习倾向和工作理论列为

优先培养目标。国内亦有将learning dispositions

翻译为学习品质。通过追踪溯源，索长清指出学

习品质是一个领域概念，包括学习倾向和学习风

格两个方面，不能简单将二者等同。他以新西兰

学前教育课程纲要《Te Whāriki》为例，强调

learning dispositions 与学习倾向的相呼应［12- 13］。

《Te Whāriki》明确倾向由知识、技能和态度组

成，而能够促进终身学习的倾向被定义为学习倾

向，主要包括勇气和好奇心（感兴趣），信任和嬉

戏（参与其中），毅力（面对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时

的坚持），自信（表达观点或感受）和责任（担

当）。学习倾向有助于儿童学习者身份的构建和

认同并能够迁移到不同的环境，是支持儿童终身

学习的重要品质。

工作理论强调每个儿童具备独特的认知世

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解释了儿童如何联结新旧

经验，将新经验整合到已有的经验框架。这一概

念自1996年被写入《Te Whāriki》之后，引起了当

地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她们从社会文化视角解

读，认为工作理论有助于幼儿（和成年人）参与家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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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区和文化生活，理解他人和世界［14］。此外，

赫奇斯（Hedges）借用维果茨基的日常与科学概

念、最近发展区和中介概念，解释了工作理论在

发展儿童理解力中的机制，并推断这一概念对于

儿童进入小学之后获得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所

发挥的中介作用［15］。2017版的《Te Whāriki》吸

纳了上述解读，将工作理论定义为，儿童在利用

现有知识试图理解新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断

发展的想法和理解。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目标重视儿童学习

倾向和工作理论的培养而非具体知识技能的获

得，从促进儿童终身学习的角度出发，体现了儿

童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在修订

后的教育目标中尤其突出，正如有学者指出，新

西兰学前教育目标的改动再次强调了其课程传

达的理念，即“幼儿教育课程的最重要目标是激

发终身学习者而不是教授学术和技能”［16］。

（二）课程内容：基于五大领域

为了培养身心健康、能力与自信兼备的学习

者和交流者，使儿童获得知识和归属感，新西兰

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按照五大领域对课程内容

进行划分和组织，包括健康、归属感、贡献、交流

和探索。这其中蕴含着三层含义，分别是对儿童

主体性的认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多元

文化的包容。比如，新西兰重视贡献领域，强调

儿童是独立的个体，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且都能

做出贡献，这既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包

括婴幼儿在内的所有儿童的主观能动性的尊

重。《Te Whāriki》对五大领域分别包含的发展目

标和每个目标对应的学习成果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和总结（如表2所示）。2017版课程纲要中的学

习成果共20项，和1996版中的118项相比，精简

许多，有助于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时能够更加聚

焦，关注重点［8］。
表2 《Te Whāriki》五大领域主要内容［17］

领域

1.健康

2.归属

3.贡献

4.交流

5.探索

发展目标

1.1 儿童身体健康

1.2 儿童情感健康

1.3 儿童远离伤害，处于安全的环境

2.1 儿童建立和延伸与家庭和环境的关系

2.2 儿童知道他们归属于某地

2.3 儿童习惯于流程、传统和常规

2.4 儿童知道可接受行为的界限

3.1 儿童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

3.2 儿童的个性化发展得到正视

3.3 儿童的合作学习受到鼓励

4.1 儿童发展非言语的交流技能

4.2 儿童发展言语交流的技能

4.3 儿童体验不同文化下的故事和符号

4.4 儿童发展多样化的表达方

5.1 儿童的游戏被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学习方式，
且自主游戏得到认同

5.2 儿童通过控制身体建立自信

5.3 儿童学习到探索、思考和推理的技能

5.4 儿童通过感知自知然、社会和物质世界发展工
作理论

学习成果

保证自身健康，并能够照顾自己

能够进行自我管理、表达感受和需要

保证自己和他人远离伤害

同周围的人、地点和事物建立联系

参与到某区域的看护中

了解事情的规律并适应改变

尊重教师、规则和他人的权利

平等对待他人并邀请他们一起游戏

了解自己的学习能力

使用多种策略和技巧同他人一起游戏和学习

使用手势和动作表达自己

理解口头语言并在多种情境下使用

喜欢听故事，并能够转述和创编故事
识别书面符号和概念
识别数字符号和概念

通过多种材料和模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游戏、想象、创造和实验

自信地做出动作并能够在肢体动作方面大胆尝试

使用多种策略推理和解决问题

通过形成和完善工作理论来了解周围的世界

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达成教学成果，《Te

Whāriki》分别提供了三个年龄阶段的教学实践示

例予以说明［9］。以健康领域为例，对于婴儿来说，

一个安全、平和、熟悉的环境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

关重要，因此，应当为婴儿提供不慌张和平静的喂

养、睡眠和换尿布体验；环境应当是可预见和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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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帮助婴儿建立信任和依恋关系。对学步儿而

言，学会走路使他们能够探索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因此应当在支持和鼓励的环境中为学步儿提供独

立的机会；布置的环境应具备挑战性，但并不危险，

支持儿童的冒险游戏，包括提供与高度、速度、力量

测试有关的游戏以及支持儿童使用真正的工具。

对于学龄前儿童，他们已经具备基本的自我保护和

保护他人的安全意识，因此应当在吃饭、喝水、如

厕、洗漱和穿衣时，给予儿童充足的时间练习自助

和自理技能。由此可看，在学习领域保持一致的前

提下，新西兰根据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的课程

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此外，新西兰教育部提供了两个课程内容来

源供教师和家长参考。一是游戏活动手册（play

ideas）［18］。这本手册涵盖了绘画、建构、木工、数

学、出游等室内外活动共23项。所有活动均基于

课程纲要中的五大领域。该手册对于活动的意

义、成人如何支持活动的开展以及材料的准备都

进行了详细阐述，便于教师和家长的借鉴使用。

二是特定节日/周（Awareness days/weeks）。新西

兰教育部提供了一份清单，罗列出从1月份到12

月份的各种节日或活动周，囊括了复活节、圣诞

节、毛利新年等本地节日，以及中国春节、印度排

灯节等其他文化传统节日，还包括了母亲节、父

亲节等。此外，新西兰也设置了中文周、毛利语

言周、萨摩亚语言周等活动周。将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节日和语言作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彰显了

新西兰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特征，既能够让儿童

获得不同文化体验，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文

化认同和身份认知。对于将哪些节日纳入到课

程中，则由学前教育机构自行决定。

（三）课程实施：有意向的游戏活动

新西兰学前教育注重在游戏中学习，因此游

戏活动是托幼一体化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

1996版课程纲要中提及了游戏活动，但并不突

出，伴随着越来越多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同时每周

在园时间显著增加，2017版课程纲要对游戏的强

调更为明显［19］。其中提到，学前课程应为儿童提

供丰富的主要基于游戏的体验，以及儿童的游戏

被视为有意义的学习，且自发游戏的重要性得到

了认可［9］。游戏让儿童有机会探索、观察、试验、

解决问题并从错误中学习；游戏通过让儿童了解

我是谁来帮助他们建立人际关系，鼓励他们发展

与同龄人和成年人的社会关系。

从一个连续体的角度来看，游戏在一端被描

述为一种应该自由选择的活动，从内在激励儿

童，成年人的参与程度最低。在另一端，游戏是

一种关键的学习媒介，可能由儿童主导，教师时

而参与；也可能由教师主导，以有趣和灵活的方

式培养儿童的兴趣［20］。相应地，教师的职责也有

所不同，比如前者教师主要提供游戏所需资源而

很少参与到儿童的游戏之中，后者教师不仅参与

也会指导游戏活动的开展。新西兰教师在游戏

活动中的角色随着对儿童学习理解的改变而不

同，经历了从连续体的一端调整到另一端的过

程。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出台之前新西兰提倡

儿童自由游戏，教师较少参与；在课程建构中借

鉴的社会文化视角强调了儿童的学习是与他人

在特定文化情境中互动的过程［21-22］，因此不再建

议教师对儿童游戏活动的不参与；2017 版《Te

Whāriki》对教师的定位体现了这一点，其中教师

被描述为“有意向的”，即教师是学前教育机构中

的关键资源，主要责任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意向性

教学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发挥教师的专业

性是新西兰早期教育课程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与发展的重要因素［23］。《Te Whāriki》中对教师的

教学指导建议也体现了这一指向性。

新西兰围绕游戏活动中的意向性教学（in-

tentional teaching）展开学术讨论，将其解释为成

年人在儿童引导的游戏中有意与儿童互动，而儿

童在成人引导的体验中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

用，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本质上需要灵活性，以应

对游戏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可教时刻。因

此，意向性教学要求教师时刻思考正在做的事

情，以及它将如何促进儿童的发展，产生真正持

久的学习［24］。具体来讲，教师应当为儿童提供丰

富且用途多样的游戏资源，以鼓励儿童发展其创

造性思维、想象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师应有意识地拓展儿童的游戏知识和技能，比

如对儿童的发现给予反馈，提出激发儿童探索的

问题，或者以儿童想不到的方式探索材料等。在

教师的支持下，游戏有望增强儿童作为学习者、

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能力，这也正是新西兰关于课

程的政策文件所提倡的儿童应具备的能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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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评价：学习性评估

学习性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新西

兰学前教育评价遵循的理念，以评估促进儿童的

学习，实现有价值的学习可视化。《Te Whāriki》

将有价值的学习界定为上文提到的20项学习成

果。促进学习的评估是一个收集和分析信息的

过程，可以了解儿童所知、所能做及所理解的范

围和程度。实施恰当的评估有助于教师做出教

学决策。新西兰鼓励教师使用包括观察在内的

不同方法评估儿童，并指出评估基于教师对收集

的照片等信息的分析，而信息本身并不是对儿童

学习的评估。课程纲要具体规定如下［9］。

评估包括非正式和正式两种：在一日生活

中，当教师倾听、观察、参与并回应儿童时，就会

进行非正式的评估。它直接导致教学和学习环

境的变化，帮助儿童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当教

师写下对儿童参与课程的观察时，会进行更正

式、有记录的评估。教师还可以拍摄照片、录制

音频或视频，并收集儿童作品。随着时间的推

移，通过分析收集的各种评估信息，教师能够追

踪儿童能力的变化，考虑可能的学习途径，并制

定相应的支持计划。

学习故事是伴随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制

定而创设的将学习可视化的一种叙事评估工具，

在学习性评估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以叙事的方

式聚焦儿童学习情境，突破了学习和评估情境的

分离，为儿童提供过程性和形成性的支持［26］。学

习故事从开始到成文分为四个步骤：注意（no-

tice）、识别（recognise）、回应（respond）和记录（re-

cord）。此外，学习故事提出者卡尔教授及其同事

提出再认（revisit）环节，即教师、家长和儿童通过

阅读学习故事回顾学习经历。学习故事以故事

作为载体“呈现儿童发展变化的结果，描述儿童

与同伴互动、教师调节、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还

描述儿童使用符号工具的过程”［6］，是儿童建构学

习者身份的情景再现，是教师设计个性化课程的

依据，也是家长了解儿童在园情况的载体。

为了促进学习故事的有效实施，新西兰政府

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向所有学

前教育机构提供了参考资源。尽管如此，新西兰

教育评审办公室（Education Review Office）调查显

示，教师在使用学习故事框架方面存在困难，包

括侧重于对趣事的记录而未侧重儿童的学习，未

将家长和儿童的声音纳入等［27］。研究者从教师

的角度切入，发现教师认为学习故事的优势比较

有限，比如受到家长的喜欢；而对学习故事的诘

责在于主观性、片面性、耗费时间和流于形式等

几方面［28］。由此可见，学习故事在新西兰本土的

推广和有效实施面临重重挑战，但不可否认的

是，作为一种叙事评估，学习故事有其文化根基，

是记录儿童学习倾向和工作理论的工具，能够展

示出儿童学习进展的脉络。面向未来，学习故事

既需坚守叙事性评估的独特性，也应突破“唯我

独尊”的困局，探索检核表、双向细目表等多元的

评估方式［26］。

四、启示

构建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就是对其目的

性、选择性、全面性和有效性的深度考量。当各

种名目繁多的“噱头”课程大行其道时，我们有必

要以专业的视角审视托幼一体化课程，让最具可

塑性和脆弱性的婴幼儿接受高质量的开端托育，

做到真正的“幼有善育”。通过对新西兰托幼一

体化课程纲要的逻辑起点和内容要素进行解析，

对构建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启示如下。

（一）明确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的管理

主体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起草及修订

由其教育部规划安排，责任主体明确。纵观世界

其他国家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国家

层面管理机构的统一部署。我国目前0-3岁托育

和3-6岁学前教育的管理体系分离，比如《托育机

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

颁发，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教育部

颁布的指导学前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托幼

一体化需要首先加强政府主导，打破双轨制管理

壁垒，明确并建立一体化的学前管理体系。

（二）确立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理念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理念体现在

两点：一是系统化思维；二是基于证据的研究。

系统化思维下的课程构建把所有要素都纳入整

体和系统中加以思考，并把握其有机联系，比如

该课程针对新西兰0-5岁儿童且重视与小学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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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同时综合考虑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各要素

的整体性与差异性。我国尚未建立0-3岁托育课

程体系，已有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并未将课程、

教学与评估有效整合，应当借鉴课程构建的系统

化思维，实现对于托幼一体化课程的整体设计与

把握。循证理念下新西兰的课程政策和课程资

源实现了与实践的对接。近年来，强调证据和事

实的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方法创新在

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多被提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的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

动，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因而，

循证理念也为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研究与体系

的构建指出了发展方向。

（三）确定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内容

要素

新西兰托幼一体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能

力和自信的学习者和交流者，强调儿童学习倾向

和工作理论的培养而不是具体知识的学习。相

应地，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设置紧紧围绕五大领域

（健康、归属、贡献、交流、探索），同时在以游戏活

动为主的实践中依据不同阶段儿童的年龄、兴趣

和需求组织课程内容与教学。课程评价要使儿

童有价值的学习被看见，因而评价被教师用来发

现儿童的兴趣、能力、进步程度，以及创造新的学

习机会等。我国已针对幼儿园教育颁布一系列

政策，对3-6岁儿童的教育目标、课程、教学和评

价予以规定。比如，《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描

述儿童的学习与发展。对于活动的开展方式，

《幼儿园工作规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幼儿园应当

将游戏作为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

式。在教育评价方面，去年出台的《幼儿园保育

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对幼儿园保教评估进行了详

细的阐释，强调采用过程评估、自我评估和班级

观察三种方式，扭转了重结果轻过程、重他评轻

自评、重硬件轻内涵等倾向。《评估指南》的颁布

赋予了幼儿园和教师自主评估的权利，通过聚焦

对儿童学习与发展影响更直接、更关键的过程质

量要素，以评价指引和推动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

不断提高，保障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29］。

就课程体系中的内容要素这点来说，我国学

前教育课程和新西兰托幼一体化课程具有共同

之处，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重视游戏活动以及

将观察作为评估的手段等。我国幼儿园课程五

大学习领域是从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经验的宝库

中为儿童精心选择和组织的、需要学且学得会的

学习内容［30］。虽然在表述上和新西兰课程的五

个学习领域有所不同，但在内容和发展目标上具

有契合性。然而相比游戏活动本身，我们更强调

“课程游戏化”，即集体教学要游戏化、生活环节

要游戏化，一日生活都要充满游戏精神。也就是

说，幼儿园所有活动不必须都是游戏活动，而是

在保证儿童自由游戏的前提下，让游戏精神落实

到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去［31］，最终达到教育目

的。在具体评价方法上，采用班级观察，批判性

借鉴新西兰的学习故事，基于《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解放儿童，确立合理期望，深化幼儿

园与家庭和社区的合作［32］。

新西兰围绕儿童本位构建了从出生到学龄

前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实现了学前教育的连贯性

与一致性。我国在构建托幼一体化课程体系时，

教育者应当树立科学的儿童观，认识到0-3岁婴

幼儿既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对象，也是具有主体

性的独立个体。同时，新西兰课程是其多元文化

社会的体现，我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亦是基于社

会文化背景构建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因此，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内容要素的确定应以

现有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各要素为基础，以保证

课程的文化适宜性和延续性。

五、结论

对于0-3岁托育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识。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了“重视0-3

岁婴幼儿教育”，从国家政策层面对该阶段教育的

重要性予以认可。新西兰作为率先开展教育和保

育一体化并将托育课程纳入国家学前教育课程的

国家之一，本文对其托幼一体化课程纲要的逻辑起

点和内容要素进行解析并提出对于我国建构托幼

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启示。对新西兰的经验进行比

较研究和借鉴，有助于从历史的维度了解我国当前

托育的方位和任务以及从空间的维度找准我国教

育在世界教育的位置和形势［33］。与此同时，教育科

研也要“重视本土化和创造性转化，从国情、教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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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出发，批判性地学习借鉴”［34］，扎根中国大地，

真正实现教育科研对建构我国托幼一体化课程体

系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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