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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一个寓言，叫做“瞎子摸象”，说的是五个瞎子摸了大象的五个不同部位，分别将大象解
释成为“绳子”、“扇子”、“长矛”、“柱子”和“墙壁”。
他们中每个人的说法都反映了大象的部分特征，但是却都没有将大象的全部特征说清楚。
　　其实，每个学者就好比是一个“瞎子”，他对所研究的事物的认识和假说，至多不过是站立在某
个立场，从某个视角出发，运用某些有局限性的工具和方法，对研究对象所作的解释和认定。
如同“瞎子”一样，每个学者的研究结论取决于其研究问题的视角以及研究手段、方法的阈值。
　　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学前教育学是一门不起眼的小学科。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门小学科，对它的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它的假设和认定也是“
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
在学术界，如若只有一种声音，那会是一种悲剧，那就好比只是认定一个“瞎子”所说的话就是“真
理”一样的荒唐。
在学术界，多种声音的对话才会有碰撞，才会有反思，才会有改造，才会有创新。
　　在我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历程中，原本我主要听到的是一种声音，也曾相信这种声音就是“真理
”，并不遗余力地传播着这种声音。
后来，有机会逐渐接触了从其他立场“触摸大象”的“瞎子”，听到了别样的声音，我才慢慢理解原
来学前教育学并不那么简单，原来学前教育学还有那么多的学说，原来每种学说还真都有些道理。
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导致了我编写这套丛书的冲动，我的全部动机只在于能为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
实践工作者提供更多的视角，在听取许多个“瞎子”的“见解”以后，能更为全面地去思考“大象到
底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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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美幼儿教育协会在这一版本的声明中特别指出了在新形势下的三个方面的挑战：要减少学习差
距，提高所有儿童的学业成绩；要在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建立起较为理想的连接；以及要认识到
教师的知识和决策对于有效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是根据作者在这二十多年中所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的基础上写就的，是在《皮亚杰理论在早期
教育中的运用》的基础上写就的。
     建构主义的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
本书所涉及的建构主义，主要是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很少甚至不涉及其他人的建构主义理论或流
派；本书聚焦于学前教育实践，而不是理论，换言之，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在
学前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以及由此而引发和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泛泛论述一般的理论问题；本书会涉及
较多与当今国内外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关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所发表的观点纯属笔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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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与学前教育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与学前教育　　近几十年
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学前教育影响最大的认知心理学理论莫过于皮亚杰理论。
　　有人认为，当代研究早期儿童教育的人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皮亚杰的工作和他的影响的。
这种看法其实并不过分。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课程改革运动，促使教育工作者为课程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皮亚杰的理
论适合了这种需求。
此后，包括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皮亚杰理论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支配着儿童认知发展理
论的研究，不少教育界人士尝试将他的理论运用于学前教育的实践之中，从70年代初开始，以皮亚杰
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学前教育课程和方案不断涌现。
迄今为止，虽然人们对皮亚杰理论在学前教育中运用的热情已经远不如当年，对将皮亚杰理论运用于
学前教育的批评声浪也此起彼伏，但是皮亚杰理论，特别是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理念层面上的影响力依然还相当的大。
　　要研究皮亚杰理论，特别是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有必要先对皮亚杰理论中与
此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作些阐述，以便使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一、智慧的本质　　皮亚杰被许多人誉为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然而，皮亚杰却认为，“儿童心
理学不过是他从事思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插曲和他事业的副产品”，他感兴趣的以及毕生从事的是对
认识论的研究。
皮亚杰将一般的哲学认识论改造成个体认识发生、发展的发生认识论，他从研究生物学走向哲学，又
从寻找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走向心理学，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逻辑结构，即把逻辑归结为某种运算，把
运算归结为动作的内化，而将动作的起因归结为生物的进化。
他创立的发生认识论的核心正是逻辑与动作之间的关系。
　　皮亚杰认为，智慧的本质从生物学来说是一种适应，生命是一种“由简单状态向复杂形态的不断
创造的过程，也就是有机体与环境间实现各种不同形态的、向前推进的平衡过程”，如果说智慧是生
物适应的一个特例，那么“一个主体的智慧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组织、结构；它们的机能就是在结构（
构造）着宇宙，正像有机体结构（构造）着它们的直接环境一样”。
皮亚杰将适应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平衡，是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平衡。
　　皮亚杰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图式（schema，在其后期著作中用scheme一词），皮亚杰是
从两种意义上运用这个术语的：在特殊意义上，图式是概念在感知运动阶段的对等物，它使婴儿可能
经济地对待同类的不同对象或者同一对象的不同状态；在一般意义上，图式则是任何心理发展阶段的
结构。
皮亚杰认为，图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或者说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因此图式的形成和变化
使认知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适应既可看作是一种状态，也可看作是一种过程。
皮亚杰认为，若把适应看作是一种状态，即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那么事物是不分明的；若将适
应看作为动态的过程，那么在静态条件下看不到的许多东西，如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使用、有机
体产生的变化等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在皮亚杰看来，“智慧的适应与其他形态适应一样，是由同化机制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顺应机制间的
不断向前推进的平衡”。
　　同化（assimilation）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生物学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运用同化一词，各种
用法“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即与先行结构整合，这种整合可以使先行结构保持不变，或者，虽然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并不破坏先行状态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不摧毁先行结构，只是使它们自身适
应新的境况”。
皮亚杰认为，“一切认识，甚至知觉认识，都不是现实的简单摹本，因为认识总是包含着融于先行结
构的同化过程”。
任何智慧适应都包含着同化的成分，那就是说，感受外部刺激的主体，通过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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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将它们纳入原有的图式之内。
在有机体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智慧适应的这种表现存在着差别，原始有机体的生命活动是通过在物质
上把环境的成分作为养料同化于自身体内的形式完成的；感知一运动的智慧是通过把客观环境所引起
的自身活动加以组织而完成的；高级的形式逻辑智慧则是有机体把经验内容同化于自己的思想形式而
得以完成的。
　　同化只是智慧适应表现的一个方面，适应的另一个方面表现是主体顺应于客体。
顺应（accommodation）是指有机体调节自身内部结构，即建立新的图式，或者调整原有的图式，以
适应特定刺激情境的过程。
　　同化与顺应是相伴而行的。
同化机制在保证图式的连续性和把新的要素整合到已有的图式中去是不可缺失的，但是如果只有同化
而没有顺应，那么有机体只会陷于完全的适应状态；相反，如果只有顺应而没有同化，那么适应过程
就会由于个体内部不具连贯性而不得存在。
一切认识都离不开图式的同化和顺应，认识既是图式顺应于外物，又是外物同化于图式这两个对立统
一过程的产物。
　　皮亚杰把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均衡称作为平衡（equilibrium）。
平衡是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均衡状态；不平衡则是同化和顺应之间的不均衡状态，它激活了从不平衡向
平衡转化的平衡化过程，即一个以同化和顺应为机制的自我调节的过程。
每当有机体遇到外界新的刺激，总是先用原有的图式去同化，若获得成功，便在这一时刻达到了暂时
的平衡；如果用原有的图式无法同化外界刺激，有机体即会调节原有的图式或重建新的图式，直至达
到新的平衡。
平衡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就是整个认知发展的过程。
　　二、认知发展的阶段　　皮亚杰把认知发展概括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数量
上简单累积的过程，而是图式不断重建的过程。
皮亚杰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按不变顺序相继出现的、有着质的差异的认知发展阶段，它们
是皮亚杰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按照认知的发展水平确定的。
　　皮亚杰确定的认知发展阶段有三个特点：第一，阶段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变，不能跨越，也不能颠
倒，每个个体都按同样的顺序经历认知发展的各个阶段。
阶段虽与年龄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年龄本身所决定的；第二，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图式，它决定着
个体的行为；第三，每个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延伸和发展。
　　皮亚杰把认知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感知一运动阶段　　感知一运动阶段大致包括
自婴儿出生到两周岁左右这一时期。
“这个时期的智慧主要在求得实际效果，而不在阐明实际的情况；可是这种智慧却能构成一种复杂动
作一图式（action schemes）体系，并按照空间一时问的结构和因果的结构来组织现实的东西，最后成
功地解决了许多动作方面的问题（如伸手取得远处的或隐藏的物件）。
但是，在缺乏语言或象征功能的情况下，这些结构的形式只是依靠知觉和运动的支持，并通过感知一
运动的协调活动，还不存在表象或思维的中介作用。
”　　皮亚杰依据儿童的动作和动作的目标是否区分、能否运用新的方法对事物作出反应以及对自己
的行动是否有自行计划等作为指标，把感知一运动阶段又划分为六个小阶段。
　　2．前运算阶段　　儿童从2岁至7岁左右，处于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划分为两个小阶段：前
概念阶段和直觉思维阶段。
　　（1）前概念阶段　　前概念阶段又称象征思维阶段，大致包括2—4岁这一年龄段。
在这一阶段内，儿童开始运用象征符号。
象征机能的产生使儿童能够凭借“义之所借”（significant）对“义之所指”（signified）的客观事物加
以象征化，而“义之所指”与“义之所借”的分化被皮亚杰认作为是思维的发生。
象征符号包含着“义之所指”和“义之所借”两个方面，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
，而只存在于儿童的主观意识中。
例如，处于这个阶段的儿童会用橡皮泥做鸡蛋糕，这时，橡皮泥就是象征符号，即为“义之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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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鸡蛋糕则是被象征的事物，即为“义之所指”，虽然橡皮泥与鸡蛋糕之间没有客观的联系，但在儿
童的主观意识中却把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语言也是一种象征符号，也包含“义之所指”和“义之所借”两个方面，只是它所指、所借的是社会
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含义，而儿童在游戏中所指、所想的则是凭儿童任意想象而产生的。
儿童早期的思维就是依赖象征符号的创造和语言符号的发现这两个条件进行的。
　　前概念指的是儿童将其初学得的语言符号加于一些观念之上而形成的概念，它的显著特征是摇摆
于概念的一般性和组成部分的个别性之间，由于缺乏一般的概念，因而常把个别的经验硬套到当前另
一类事物中来作解释，使其推理显得不合乎逻辑。
皮亚杰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阶段儿童的思维特点：他带了一个4岁的儿童去远足，他们先
在山顶上玩，而后又到山脚下玩，该儿童坚信他玩过两座山。
　　（2）直觉思维阶段　　直觉思维阶段大致包括4-7岁这一年龄段，在此时期，儿童已经开始从前
概念思维向运算思维阶段发展，但是其判断还受直觉的自动调节的限制，从而使其思想形式还停留在
半象征性的思维状态中。
这种思维的明显特征是缺乏守恒性，思维具有不可逆性，有泛灵论、实在论和现象论倾向。
　　皮亚杰用一些实验证明了直觉思维阶段的儿童的思维缺乏守恒，而作为补偿外部变化的能力，守
恒需要一种内部的调节系统。
在空间上、时间上和事物运动上，儿童的思维缺乏守恒性，这与儿童去中心化不足和思维的不可逆性
有关联。
　　与前概念思维不同，直觉思维已开始反映事物整体的复杂结构，而不只是反映个别与个别的联系
，换言之，“直觉思维已经从‘半个别、半一般’进入‘一般化、普遍化’，靠物体的各部分构成整
体形象”。
但是，直觉思维仍然是具体的，它在有限的范围内虽已有了逻辑性，但还不是概念，仍不够抽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