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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日子里，我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粗读了刘晶波的这本书。
读着刘晶波在书名副题中所提出的：“我在幼儿园里看到了什么”，想着她——究竟在幼儿园里看到
了什么呢？
可能我真的读懂了一点（也可能是一种自以为是）。
我想，也许她所看到的是：那些3～6岁的儿童们对人（特别是对老师）对事（其根本也是对人）所持
的各种内在尺度，也即是他们对其他人（特别是对成人）所寄予的各种期望、企盼、要求等——儿童
在与人相遇时所呈现的心灵世界。
　　有人说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类才发现了一个儿童世界。
我想这个发现应当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为伟大的发现。
这种发现对一个“唯”成人的世界来说无疑是一种颠覆。
从这时起，画中的儿童不再是一个个“小大人”，开始具有了儿童的生理解剖特征，有了儿童的神态
与表情；从这时起，儿童有了按他们身材造成的小桌子、小板凳；有了专为他们制造的玩具、衣服，
有了他们爱读的书籍、卡通等等，似乎成人们按照儿童的尺度所设造的一切已经是够多、够多的了。
乃至当今的成人们都在感叹：“你们（指儿童们）比我们当年幸福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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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关于人际互动的书，它的叙述内容只涉及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行为往来，但是这本书的成稿过
程却是由许多正文中所不曾涉及到互动行为事件支撑起来的。
包括：我与每一位在本项研究进行过程中指导过我、帮助过我的老师们之间的互动，我与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编辑们之间的互动，我和我亲人们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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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幼儿教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幼儿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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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
人类的个体不论出生为哪个种族、生活在哪个国家，他都必须接受教育。
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就其形式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制度化教育机构之外随意的、非正规的、零散的
教育，二是制度化教育机构中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正规的、系统的教育。
制度化教育的扩展与普及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足迹，随之而来的在现代教育内部发
生的一项变革，与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个体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普遍地向人生早期与
后期两端延伸。
幼儿园是上述两股历史潮流汇聚的产物，时至今日，幼儿园已是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之中的最早的制度
化教育机构。
尽管幼儿园的产生比其他教育机构来得迟缓，但它给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
的。
幼儿园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有可能在人生早期就强有力地介入个体的身心发展历程，按照社会发展的
需要影响其新成员。
与此同时，幼儿教育也逐步得到了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大批的成年人被吸引而投身于幼儿教育的
实践与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已有的幼儿教育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综合起来可以把它们笼统地分作两大类别：其一是对宏
观、抽象的幼儿教育的价值、功能、目标以及教育原理、原则的研究，这一类可称为宏观理论和价值
定向研究；其二是经验理论和规范研究，主要是针对微观、具体的教育运作过程、教育方法与结果的
探讨和设计。
由于幼儿教育学科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因此第二类别的研究课题一直为大多数幼儿
教育研究者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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