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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莲·凯兹关于幼儿“学习倾向”的论述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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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近年来，国际学前教育对幼儿学习品质的意义已取得共识，继而纷纷将其纳入3-6岁儿童入学准备的重要领域以及儿童

早期学习与发展的标准框架之中。通过追溯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前教育学者丽莲·凯兹就提出“学习倾

向”的相关观点，之后在美国国家层面得以延承和发展，并为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丽莲·凯兹关于“学习倾向”的论述建立在关于

儿童“发展”本质与“学习”的理解之上，认为学习倾向是有意识的“心智习惯”，积极学习倾向应成为幼儿园课程目标之一，幼儿学习

倾向的发展需要适当引导。丽莲·凯兹关于“学习倾向”的论述对当前幼儿学习品质的理解及培养依旧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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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an Katz’s Statement on Children’s“Learning Disposi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SUO Chang-qing 1 , GAO Yi-b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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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consens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and they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important field of 3-6 year-old children’s
school preparation and the standard framework of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retrospectiv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as early as the mid-1980s, the American preschool education scholar
Lillian Katz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exposition of “learning disposition”, which was then extended and
develop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ed it as a reference and alternative for other
countries. Lillian Katz’s statement on “learning disposition”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hildren’s“development” and“learning”, and she believes that learning disposition is a conscious“habits of
mind”. She also thinks that active learning disposi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earning disposition needs proper guidance. Lillian Katz’s
statement on “learning disposition” is still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Key Words: learning disposition; learning quality; children’s development; school preparation

“学习品质”（Approaches to/toward learning）是当

前国际学前教育中有关儿童入学准备与课程改革的

重要议题。然而，幼儿学习品质是所有的入学准备领

域之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又是目前最难理解和相关

研究最少的，因为幼儿学习品质涵盖一系列的学习习

惯、态度和与学习风格等［1］22 。也正因为如此，幼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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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品质常常被宽泛地理解为幼儿学习的行为、态度、

技能、倾向、活动方式、方法等与学习紧密相关的基本

素质，但这样的界定与描述显然无法明晰幼儿学习品

质的本质与主要特征，进而不能有效地为幼儿园教师

提供精确的内容和实践指导［2］。通过对“学习品质”

概念提出与发展的历史梳理发现，“学习品质”源自丽

莲·凯兹（L. G. Katz）早期关于“学习倾向”的论述，后

成为美国“入学准备”的重要领域之一，对其“学习倾

向”主要观点的梳理和分析也有助于明晰幼儿学习品

质的概念来源及原初意义。

一、幼儿“学习倾向”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在学前教育领域，学习品质的倡导者应首推美国

学者丽莲·凯兹，她关于幼儿“学习倾向”的论述可谓

“学习品质”的理论雏形。丽莲·凯兹博士是幼儿教育

的国际领导者，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幼儿教育协会的创

始人之一，曾担任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间

幼儿教育组织——全美幼教协会（NAEYC）的副主席

（1986-1990年）与主席（1992-1994年），并以儿童发

展和教师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世界。早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丽莲·凯兹多次在文章中使用“倾

向”（disposition，中文也译为“心智倾向”“性向”“气

质”）一词，意思接近于“学习品质”。她尝试为“倾向”

下定义，并探讨它与幼儿教育的动机和目标相关的议

题。在《幼儿教育中的倾向》（Disposi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一文中，丽莲·凯兹指出，与学习

知识与技能相比，“倾向”是相当持久的心智习性，或

在不同场合情境下对事物或经验所表现出的典型回

应方式。例如，好奇的、幽默的、有创意的、和蔼的、好

争论的［3］。

丽莲·凯兹关于“学习倾向”的理论观点后来在美

国国家政策层面得以延承和发展，“学习倾向”这一术

语则被“学习品质”取代。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目标

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简称NEGP）

第一教育目标技术规划小组（Goal 1 Technical Plan-

ning Group，负责人为卡根博士），在其提交的报告《第

一教育目标技术规划小组关于入学准备的报告》（The

Goal 1 Technical Planning Subgroup Report on School

Readiness）中将“学习品质”与身体与动作发展、社会

性和情感发展、语言与读写能力、认知与常识并列为

早期儿童“入学准备”中儿童发展方面的准备内容。

1992年，“入学准备”研究小组成员丽莲·凯兹等人提

交了他们关于“学习品质”领域的报告《学习品质：作

为一个入学准备维度的倾向》（Approaches to learning：

Dispositions as a dimension of school readiness）［4］。至

此，“学习品质”作为美国幼儿入学准备中一个独立的

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领域得以确立，并为世界多国儿

童早期学习与发展框架参考借鉴。

二、丽莲·凯兹关于幼儿“学习倾向”观点

的基础

（一）关于幼儿“发展”的本质

在《幼儿应该学什么》（What Should Young Chil-

dren Be Learning?）［5］和《再探幼儿应该学什么》（An-

other Look at What Young Children Should Be Learn-

ing）［6］等文章中，丽莲·凯兹多次谈到“学习倾向”应该

成为幼儿学习的目标之一，而这主要建立在对幼儿

“发展”本质的理解之上。丽莲·凯兹指出，大多数幼

儿愿意做成人要求做的大多数事情，但是幼儿的意愿

并不是一项活动价值的可靠指标。在她看来，幼儿

“发展”的概念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规范性维度，涉

及特定年龄下大多数幼儿的能力与局限；其二是动态

性维度，涉及幼儿成长过程中各方面功能的发展顺序

与变化。幼儿“发展”的规范性维度指出了幼儿在特

定年龄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动态性维度提出了

关于幼儿在其发展的特定时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带来长期后果。简言之，对幼

儿来讲，“发展”问题不仅是“幼儿能做什么”，还在于，

“从长远来看，幼儿应该做什么才能最有效地促进他

们的发展和学习”。在幼儿园中，很多幼儿忙着读卡

填表、死记硬背数字，在规范意义上，幼儿可以做这些

事情，但从动态意义上，这并不能成为要求他们这样

做的充分理由。

（二）关于幼儿“学习”及其分类

当代的诸多研究已经证实，相较于接受性和被动

性的学习活动，幼儿在互动中的学习效率最高。因

此，丽莲·凯兹强调，幼儿在与成人、同伴、材料和他们

周围环境进行互动时，最有可能强化他们天生的学习

倾向，并促使幼儿更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经验和

环境。然而，对各种幼教课程模式长期影响的研究表

明，将学业知识引入幼儿课程在短期内对标准化考试

结果产生了不错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可能适得其

反。例如，早期阅读技能的教学风险在于，大量的阅

读训练和练习可能会破坏幼儿成为积极阅读者的“倾

向”，如果幼儿在获得技能的过程中失去使用技能的

意愿，那么，学习技能显然也失去了意义。于是，这就

要求课程与教学的设计应优化知识、技能、理想的倾

向（desirable dispositions）和情感的同时获得，而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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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地促进幼儿习得知识与技能。“倾向”不是技能或知

识，它不能像知识技能那样通过直接教学来获得，并

通过练习、重复和实践应用来提高，而且有写作这种

能力和有成为作家的“倾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正

基于此，丽莲·凯兹认为，学习倾向应该与知识、技能、

情感并列，共同成为幼教课程的目标，突破单一以学

业为重心的课程与教学。

三、丽莲·凯兹关于幼儿“学习倾向”的主

要观点

（一）学习倾向是有意识的“心智习惯”

丽莲·凯兹在《倾向作为教师教育的目标》（Dispo-

sitions as goals for teacher education）［7］，《倾向：概念界

定及其对幼儿教育实践的启示》（Dispositions：Defini-

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Early Childhood Practices）［8］

等文章中将“倾向”（Dispositions）与人格特质（Traits）、

思维过程（Thought processes）、技能（Skills）、态度（At-

titudes）、习惯（Habits）、工作抑制（Work inhibition）、动

机（Motives）等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强调“倾向”有别于

技能、态度、人格特质、不经意的习惯。

“技能”与“倾向”相比，“技能”带有一种控制感，

一个人要么拥有一种技能，要么没有；而“倾向”是在

课堂讨论或课堂教学等情境中，一种行为表现出来的

相对频率。“态度”与“倾向”相比，“态度”是“一种相对

持久的信念组织，围绕一个对象或情境倾向于以某种

优先的方式做出反应”。当一个人以某种方式使用态

度时，重点在于采取行动的预期；而“倾向”是对所观

察到的行为的概括。“习惯”与“倾向”相比，“习惯”会

削弱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有意注意，“在习惯性的行

为中，单纯的感觉就足够了”；但由于意向性是一种心

理过程，因此“倾向”应被视为“心智习惯”（habits of

mind），而非无意识习惯（mindless habits）。“倾向”与

“人格特质”相比，“倾向”基本上是描述一个人行为趋

势的概括，而不是他的情绪状态。此外，是否拥有一

种“倾向”与其强度水平无关，而人格特质则必需一定

的强度表现出来。

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丽莲·凯兹将“倾向”定义

为：一种不经强迫而时常出现的行为模式（pattern of

behavior），并在某种有意识和自愿控制之下形成一种

“心智习惯”。“倾向”的出现是有意图的，目标是比较

广泛的。因此，学习倾向所包含的内容要素也比较广

泛，如好奇、创造、友善、好争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

“倾向”是持续学习（go on learning）的倾向［9］46-64 。

（二）积极学习倾向应成为幼教课程目标

丽莲·凯兹强调“倾向”应该与知识、技能和情感

一样，包含在任何课程的主要目标以及一般教育目标

中，尤其应包含在早期儿童教育目标中［5］。她指出，

知识与技能通常是学校视为必然的学习目标，也是幼

教机构自认的职责所在，而情感会受到学校经验的正

向或负向的影响，很多幼教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也赞同

其作为课程目标之一。然而，“学习倾向”却很少被关

注，更难说将其视为课程目标。

之所以要“培养预想的‘倾向’”，丽莲·凯兹列出

了多个理由，首要的理由即“拥有”知识技能并不等于

“会使用”知识技能。比如，具有阅读的知识与技能并

不能说明具有阅读的倾向。当然，具有阅读的倾向也

不能说明一直都喜欢或享受阅读，而是强调“倾向”是

一种有意图和有目的的习惯，能够促使幼儿即使在阅

读时并不愉快的情况下，仍然有高强度和高频率的阅

读行为。此外，成人传授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过程也可

能伤害使用这种知识与技能的倾向，而这也正是“超

前教育”中过早开始读写技能训练的风险。但是，只

有学习倾向而无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也不是幼儿教育

的目的。因此，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学习倾向的培养

应该是幼教课程中相辅相成的目标。从丽莲·凯兹的

论述中可以发现，她不仅将学习倾向与知识和技能进

行了区分，从关注幼儿学习的内容和结果转向幼儿学

习的过程性表现，而且，她还将学习倾向分为想要增

强的学习倾向和想要削弱的学习倾向，而幼儿园课程

的目标之一是要促进想要增强的学习倾向的获得和

发展。

丽莲·凯兹强调，学习倾向应成为重要的教育目

标之一，与知识、技能、情感并列，共同组成幼儿教育

课程至少应包括的学习目标，并成为评价幼教机构的

标准之一。将学习倾向，尤其是想要增强的学习倾向

视为幼教课程目标之一，幼教工作者就要考虑幼儿的

哪些倾向需要增强、评价以及如何评价，这对幼教工

作者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的教育决策都具

有实际应用价值。

（三）幼儿学习倾向的发展需要适当引导

丽莲·凯兹认为，一些教育上很重要的学习倾向，

如探究，可能在幼儿出生时就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会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幼儿的学习倾向不太可能

从直接的教育教学中习得。如果幼儿能够在具有引

导性、参与性、支架性的环境中学习，他们的经验会支

持某些学习倾向的产生、保持并增强；反之，这些学习

倾向就会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幼儿期是学习倾向

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重视培养。丽莲·凯兹指出，童

索长清，高一波：丽莲·凯兹关于幼儿“学习倾向”的论述及启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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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早期没有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可以晚些再学，但学习

倾向倘若受到伤害或消失，就很难得以恢复。这样，

幼教课程与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就需要考虑如何

增强预期的学习倾向和削弱不想要的学习倾向。

丽莲·凯兹特别强调，过早、过于强烈和抽象地让

幼儿接受正规教育，过分地强调具有垂直而非水平相

关性的知识和技能时，他们可能会学到所提供的知识

和技能，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幼儿使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的意愿受到损害，他们的学习倾向及对自己智力能力

的信心受到破坏［10］。这可以解释一个普遍的观察结

果，即幼儿学习、好奇、探究等自然的倾向在接受几年

的学校教育后出现消退，甚至消失。而且，这种损害

不会及早显现，可能表现为几年过度训练和去情境化

的技能练习带来的长期累积效应，而这种消极影响的

累积效应也是幼儿园课程规划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幼儿需要获得或增强的学习倾向——好奇、创造、合

作、友善——主要通过与周围人与物的互动，而不是

通过直接教导或训练而习得，这就要求幼教工作者应

该为幼儿提供与真实材料和环境进行互动的机会，避

免幼儿的学习与第一手经验离得太远而导致对成人

产生依赖，因为在学习环境中对成人的过度和不必要

的依赖可能会破坏其学习倾向的发展。

对幼儿来说，观察、探究与游戏一样是其自然的

学习方式。因此，丽莲·凯兹认为，成人应该为幼儿使

用多种学习方式提供足够的时机。而且，越小的孩

子，应该有越多的教学方法，学习环境也应该越非正

式，这有助于鼓励和支持幼儿自发地参与他们感兴趣

的活动。当幼儿有足够的机会长时间从事某个主题

的观察、探究时，他们的好奇、参与、专注和投入智力

活动的学习倾向就会得到加强。丽莲·凯兹还谈到，

虽然并不是所有涉及掌握基本阅读和计算能力的任

务都是有趣的，但系统的技能引导和有趣的主题任务

之间的平衡最有可能支持幼儿的学习倾向，这也使得

课程教学在成人的支持引导和幼儿的自我发现之间

找到最佳平衡成为一项严峻的挑战。

四、对幼儿学习品质理解和培养的启示

（一）学习品质是相对稳定高频的态度与行为

目前，国内外诸多实证研究已证明学习品质能够

影响和预测幼儿当前和未来学业成绩，并能够有效促

进其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然而，对幼儿学习品质的

本质及结构还未达成一致共识，但均强调学习品质不

描述幼儿在具体的内容领域中“应该学什么”和“已经

学了什么”，不解释幼儿直接学习与获得的专门知识

与技能，而是关注在不同内容领域和具体活动中“如

何学习”和“如何获得”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一些实证

研究也将学习品质理解为“学习行为”（learning be-

havior）、“与学习相关的社会技能”（learning-related

social skills）等行为层面。然而，通过对丽莲·凯兹对

学习倾向的理解可以发现，学习品质不仅仅是一些行

为或技能，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不经强迫的行为模式，

以及在自愿控制下的心智习惯，这些行为和态度可以

在活动过程中展现出来。

无论学习倾向或学习品质，其包含的系列态度与

行为在发生频率上都相对较高，可被视为较为稳定的

“模式”与“习惯”，区别于偶发性的个别态度与行为。

比如，对周围事物的好奇是幼儿个体主动做出的选

择，并非完全由外界事物刺激引发。同时，幼儿对事

物的好奇是时常性的典型反应，由此才可综合判断其

具有好奇的学习品质。因此，对学习品质及其结构要

素的理解不仅要区别于知识、技能与情感，还要区别

于个别和偶发的行为表现，注重幼儿学习品质所包含

的系列态度与行为在发生的频率上的稳定性与表现

的典型性。

（二）学习品质强调过程性表现和情境性评价

丽莲·凯兹在提出“学习倾向”概念之初就指出，

学习倾向应与知识、技能、情感并列共同成为幼教课

程目标，并成为评价幼教机构的标准之一。这样，幼

教课程目标便从关注学习的内容和结果转向学习的

过程性与整体性表现，课程评价和幼教机构评价也更

多地关注学习过程中的整体性“倾向”，而非幼儿学习

的静态性与终极性的发展结果。丽莲·凯兹还强调，

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掌握有助于学习品质的养成，但

“拥有”知识技能并不能等于有良好的学习品质，会使

用、乐于使用和善于使用知识技能的学习品质相比拥

有多少具体知识技能更为重要。我国《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中也特别指出，“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具

体学习领域或学习内容的抽象的学习品质，它是在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各领域的具体学习活动

中表现出来”［11］10-53 。

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整体性的强调，使得学习品质

的评价趋向于在幼儿活动的真实情境中进行系统观

察和记录，进而出现多种评价幼儿学习品质的方法

和工具。如基于课堂观察的CLASS课堂互动评估系

统，基于情境观察的“搭建桥梁工作品质量表”

（Bridging’s working approach scales），基于幼儿的经

验、活动和作品记录和评价的作品取样系统（Work

Sampling System）等。此外，源自新西兰的“学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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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tory）从幼儿学习品质的整体进行叙事性

评价，强调叙事比表现性指标更能反映幼儿的学习情

况，这都有助于成人在更真实广泛的情境中理解和评

价幼儿的学习。

（三）学习品质的培养需要发展适应性的支持

根据丽莲·凯兹的观点，有些学习倾向会受到先

天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幼儿出生之初就会表现出

个体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倾向是一成不变

的，亲子关系、父母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方式、社会

文化模式与价值观等都会对幼儿的学习品质产生影

响。此后的幼儿学习品质研究学者——马里奥·希森

（Marilou Hyson）博士指出，成人与幼儿之间非支持的

关系（如互动机会少、以集体互动为主，而非针对性的

个别化互动），幼儿参与的活动缺乏挑战性，降低幼儿

学习热情与投入度的教学方法，刻板混乱的幼儿园作

息制度，以及过度的外部奖励等都会影响幼儿学习品

质的养成与发展［12］60-64 。因此，在幼儿园中，幼儿园教

师为幼儿提供发展适宜性的教育引导和环境支持对

学习品质的养成和发展是必要且重要的。

积极学习品质是幼儿良性发展循环圈的起点，促

进幼儿积极学习品质的发展具有累积效应。为此，幼

儿园教师应与每个幼儿展开积极温暖的小组化和个

别化互动，为幼儿提供更多机会和大块时间让其投入

和沉浸在游戏与探索活动之中。幼儿园教师应思考

哪些内容适宜教，该如何教的问题，如何通过支持性

的教育环境和活动设计与引导激发幼儿学习的内在

动机［13］。幼儿园教师也应采用高质量的教学方法帮

助幼儿明确学习目标，并为幼儿的学习提供积极有效

的反馈，让每个幼儿积极主动愉悦地参与活动，成为

“热情投入的主动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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