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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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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００）

摘　要：学前教育是教育中独立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学前教育独立学科兴起，对学前教育理论的研究

成为热门话题。通过十年来对我国学前教育理论文章的梳理，先是对文献资料进行数据上简单统计分析，再是对文献资

料从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内容、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思考与展望得出现阶段在学前教育理

论上可以开拓和继续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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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资料统计分析
１．１　按文献发表年份统计

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以“学前教育”“学前教育理论”为关键词，设定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１４年０９月０１日，在“文献”检索项中检索，共得到检索记录１５８条。２００５年４篇到２０１３年３５
篇、２０１４年为１９篇。可以看出来，十年来关于学前教育理论的文献总体上呈现的是从少到多的特点。
其中以期刊发表文章为主，其中硕士论文有１１篇，博士论文仅１篇，可见学前教育理论这一题材虽已引
起有关研究人员的注意，但缺乏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１．２　按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文献来看，作者绝大部分来自于学校，包含高等师范院校、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综合性大学。其

中排名前三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发表９篇，华东师范大学发表７篇，湖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都是发表４篇。
１．３　按论文的发表刊物统计

文献所刊发的刊物中，排名前五的刊物如：《早期教育（教科研版）》杂志发表了１４篇、《幼儿教育》
杂志发表了８篇、《学前教育研究》杂志发表了６篇，《教育导刊》与《早期教育（教师版）》都发表了４
篇。对照南京大学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８年版），共有５种期刊属于核心期刊。说明
目前该研究受到了高质量杂志的关注。但是从近十年１５８篇文献的发表量来看，还存在文献量较少、核
心期刊种类不多等情况，因此该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

２　文献资料内容分析
２．１　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史研究

学前教育史是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学前

教育史不仅包含对学前教育历史事件的记录，更包含对学前教育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叙述，这使学前教育

史必然是不断被研究者重新书写的思想史与当代史，开展学前教育史研究必然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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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过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解释现在和预见未来，更好地发现

与认识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把握学前教育发展的时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蒋

雅俊在《对学前教育史研究的三种认识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以学前教育史是当代史、学前教育史需要

不断被书写、学前教育史研究是富有创造性工作这三种对学前教育史认识的观点来认识其学术价值与

现实意义［１］。而朱宗顺在《百年中国学前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百年中国学前教育史

研究可分为三期，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中国学前教育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学科意识开始凸现、

通史性研究相对成熟、断代研究初步拓展、人物开始逐渐丰富等；但仍有诸多领域尚待开拓，例如可以开

展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元研究、深化断代史研究、亟待拓展专题研究等方面［２］。

２．２　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

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

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

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

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我国学前教育跨越式

发展的必由之路［３］。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

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４］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

戏的理论与实践》［５］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

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４］；除了对主体对

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

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

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

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６］。

２．３　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

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

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

吴定初指出，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

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

独立价值的回归［７］。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

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

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

复杂性［８］。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

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

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

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９］。

２．４　我国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

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

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

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我国学

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

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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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

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１０］。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我国学前教

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

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

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３　思考与展望
上述文献梳理为我们研究学前教育理论既提供了发展脉络，也勾勒了清晰的发展趋势。

第一，体现一种趋势。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关于学前教育理论这部分内容虽已引起学者专家的注

意，但相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来看，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上，学前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属于较少的那

部分。但随着学前教育独立学科意识的增强，通过十年来文献的分析，关注学前教育的人群从最开始的

一线工作人员慢慢发展到高级知识分子、学者，并且这种趋势还是逐年增强，已经可以用较高的理论水

平来研究学前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根据具体内容分析，学前教育理论在主体作用客体的方式方法这类

具体范畴与价值取向等范畴研究较多，而在历史文献、特别是评价标准方面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

第二，把握两个重点。从有关学前教育的文献内容分析来看，在研究其理论的学者中，普遍的提到

两个重点问题，一个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相关文献中无论是在对学前教育历史的研究还是具体活

动中主体对客体作用的方式方法，都是一个相结合的过程，或者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或者在实践中

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性；二是在研究学前教育理论时，必须从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儿童早期发

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一文就结合了我国儿童早期发展中

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学前教育独立价值失落与回归》中也指出了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独立价值的遗失

问题，以上篇篇文献都是建立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理论性研究。

第三，发挥三项功能。学前教育是国家的教育，全民的教育，即使是学前教育理论的研究也绝不单

是学者或者工作者的事情。因此在未来发展好学前教育的方向上，应该要充分发挥三项功能：首先充分

发挥国家的作用，确保政策与制度的完善，这是其发展的基础与根本；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舆论

作用，保证政策的实施，确立制度的完备；然后要积极发挥个人的作用，学者可以从事理论研究，一线工

作者可以从工作经验中发现存在的问题等。这三项功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配合的好了，才能确

保解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理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向着积极健康的方面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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