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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今幼儿教育的现状

（一）幼儿素质教育不能满足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二）庞大的适龄儿童的教育需求远远高于幼儿教育机构的数

量。
（三）幼儿教育核心的课程改革任务艰巨。

二、应试教育的普遍现象

活动场所太小、班额太大、教育条件有限、教育机构过分强调

安全等一系列原因的限制， 使得中国的幼儿教育活动不能很充分

的在实际活动中施展。
在教学中，教师大多照葫芦画瓢、空言无补，使得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不强。 不仅在小学、中学，甚至在很多幼教机构都普遍出现

了应试教育的现象。 幼儿园的应试教育则体现在老师忽略幼儿的

自主和创新，将课程知识强加于幼儿的脑中。 应试教育在教育内容

上忽视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教育，忽视了幼儿的心理素质

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这有悖于“人本”思想的

理念。
三、自然教育理论的提出

加大幼儿教育核心的课程改革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其重点是

将应试教育改为自然教育。
卢梭认为，教育应该顺应自然的思想，主张教育要培养“自然

人”，自然教育的主要思想是：幼儿的教育是和谐、自然的；幼儿应

自由自主地学习；幼儿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均衡的。 而自然、和谐的

教育则是指教育者为幼儿创设的一个极为轻松的教育环境， 让幼

儿几近于感觉不到教育活动的存在， 使他们在一种接近于无压力

的状态下接受教育，在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中，
她提出“提供有准备的环境”的观点，是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

而创设的能够帮助幼儿发展的体现 “生命的活动” 的一个真实环

境，幼儿可以在这个环境中自由的学习与活动，自然地表现自我，
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力量。
四、自然教育理论的内涵以及启示

自然教育，环境教育，教育者以及被教育者形成一个统一的，
和谐的，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自然的，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

孩子的潜力，使孩子可以成为一个人格健全、思维活跃、身体健康

的有用之才。 教育者应该以指导、强化孩子的特长和兴趣为责任，
为孩子创造出一个让自己的身心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 而不是一

味的强制孩子和压迫孩子按照自己的套路走。 杜威就在教师与学

生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自然教育理论———“儿童中心论”， 它的重

要观点是：教师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儿童立场上，把一切为了儿童

作为教师实施教育的出发点， 坚决克服传统学校来自教师的刺激

和抑制过多的现象；教师不应该采取对幼儿予以放任自由，不管不

顾的态度； 教育过程是幼儿和教师共同合作、 真正参与和互相作

用、互相影响的过程。 “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认为人生下来善良纯

洁，因此教育必须遵循儿童“内在”生长法则，让他们获得自然、自

由的发展；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自然教育应当按幼

儿的不同发展阶段去辅导幼儿学习， 不遵循幼儿发展的规律揠苗

助长会大大影响儿童的发展，促成幼儿的早熟，会从根本上妨碍儿

童的持续性发展，强调教育要遵循儿童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同时，还

提出要重视儿童的个性教育和创造性教育。 他强调教育要从孩子

的兴趣的个人动机和孩子个人能力，经验和作业活动作为着力点。
在福禄贝尔的眼里，人都是积极能动的生灵，人有自己的思想和理

念， 所以教育就应当引导幼儿能够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富有个性

的发展。
五、自然教育对幼儿现实发展的意义

（一）自然教育可以培养幼儿的独立性
教育者应给幼儿提供足够的自由活动和探索发现的空间，为

儿童创造丰富的环境，创设有趣新颖的游戏，大胆地放手让儿童自

己学习，使得儿童自己通过反复尝试创造，增强独立解决问题的自

信心，激发自身的独立性。
此外，为了充分利用孩子好奇的特性要求，要努力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的能力。 教育者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给幼儿创造自由活动的

机会，让儿童自己做决定，培养幼儿果断决策的能力和魄力，让孩

子多做一些适合自己年龄以及能力的事， 使幼儿在大量的现实结

果的反馈中体会到自己决策的重要性， 来锻炼幼儿拿主意和做决

定的能力。
（二）自然教育可以培养幼儿的社会性

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儿童社会发展中自由活动和游戏的角色。
幼儿是以自主、自由的轻松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与社会的。 他们的感

受方式及思维方式都与成人大不一样， 所以在平时的社会性教育

过程中，我们不能用成人的眼光和思维来判断儿童的行为，应尊重

孩子，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儿童， 让他们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社

会，体验社会，亲近社会。
（三）自然教育可以培养幼儿的意志力

在自然教育活动中， 我们应认识到这种自由活动并不局限于

身体的自由，如为儿童提供那种听之任之的活动是没有效果的，也

无助于意志的发展。
这种自由的活动应该是为了一个目的，需要伴随着智慧，儿童

通过这种自由活动，得以获得坚持履行任务的冲动，进而培养自觉

从事某项工作的意志和品质。
自然教育涉及面广阔而复杂，形式多种多样，能够贯穿人的各

个发展阶段， 尤其在成长早期尚处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又没有定向

阶段，自然教育方式的采用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开阔视野，还能发

掘、培养幼儿的敏感点，在对很多领域的探索、接触，渐渐摸索中，
找到符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方向。 因此，自然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正确的大方向， 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探索出一条新的明确

方向的高质量的自然教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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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然教育对幼儿发展的启示
蒋春美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中心幼儿园，江苏省 215200）

摘 要：怎样寻找突破口，把自然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造出一套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自然教育方法。本文分析当今幼儿教

育的现状，对自然教育理论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对自然教育理论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期望当代幼儿能够遵循身心发展规律，从提
升自我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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