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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发展生态学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在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于 1979 年提出

的一个儿童发展理论模型,至今对于儿童的发展问题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该理论强调从个体与多因

素、多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其发展的影响。本研究以人类发展

生态学为视角,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在不同系统下幼儿园发展存在矛盾与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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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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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development ecology i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proposed by 

American psychologist Brown Finn Brenner in 1979 based on the study of social ecosystem. It still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theory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multi factor and multi-level system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 on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ecolog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s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through 

interview and investig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education; huma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kindergarten development 

 

幼儿时期是人生基础阶段,也是身体素质、智力、人格等发

展的重要阶段,对人的整体后续成长发展起着奠基的作用。幼儿

园作为人生启蒙教育的载体和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帮助孩子认

识世界,理解世界的重要平台。而我国的幼儿教育建设尚未完善,

很多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国家和社会各界认可学前教育,

但又将学前教育排除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外,除了少数公立幼儿

园以外,大部分幼儿园基本交给市场力量去运作。与此同时幼儿

阶段基础教育无论是从国家分配和社会支持两方面能够获得的

资金和资源相比其他教育阶段少之又少,这使得学前教育无论

是发展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滞后于其他教育阶段,进而出现了

很多典型的教育管理和发展问题,严重影响社会整体幼儿教育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人类发展生态学的提出 

人类发展生态学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

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发展中的个体处于一系列的环境系统之中,

这些环境彼此相互作用,并与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发展。个体

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由此个体与环境构成了

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系统。”该理论将环境阐述为一个拥

有不同层次和性质,由中心向外散射的网络,该网络有五个系

统组成,分别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

以及一个时代系统,前者与后者属于包含关系,进而形成了同

心圆一样的结构。其中微观系统处在环境层次的 里层,指的

是与个体有直接作用的环境,例如家庭、幼儿园、日托中心等。

中间系统是同心圆的第二层,由两个或着两个以上的微系统

相互关系和作用组成。外层系统则由幼儿不直接经历但影响

其发展的社会环境所组成,如父母的就业情况、教师的处事方

式,再或者是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学和其他幼儿教育机构。

还有就是宏观系统,指各种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微观系统、

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内

容上和形式上的一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并成为其基础的信念

或意识形态,例如幼儿园有关人员所共同认可的世界观、思维

方式、价值观、行为规范、教育政策等。 后是时代系统,它

主要是指儿童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所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对

于在当前中国稳定有序的社会中发展的幼儿园影响过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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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遥远,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是幼儿园在前四个系统中的发展

问题做一定程度阐述和剖析。 

2 人类发展生态学视野下影响幼儿园发展的问题 

2.1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下幼儿园发展的问题 

在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中幼儿园主要和家庭、社区的有联

系以及受幼儿园自身的影响。经笔者研究调查发现,家庭和幼儿

园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例如家园合作过程中家长被动的参加

教师领导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也以支持者角色为主,而并

非学习者,缺少对活动过程的探索与深入,主观认为家园合作只

是走过场,教师是幼儿成长发展的主要负责人而非自己,形式化

严重。另外幼儿园家长参与活动也多为一些节日表演、公开课

等展示活动,互动性价差,家长体验性不高,活动疏于表面。交流

上,家长和教师也多以间接交流为主,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交流,

面对面交流较少,虽然有时幼儿园会定期举行家长会,但是多以

集体交流为主,对个体幼儿的针对性较低,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和延迟性。 

另外,幼儿园与社区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和联系,很少获得

社区的合作与支持,社区人员对国家幼儿教育方针了解不够深

入,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科学的育儿知识,幼儿园也没有主动

与社区制定合理的幼儿活动方案和计划,很少开展社区家教宣

传活动。 

在幼儿园内部,笔者发现幼儿园各层之间组织分工并不

合理,在机构设置、卫生管理、特色课程、工作衔接方面没有

统筹规划,组织责任不明确,一些工作重叠和疏漏的部分落实

效果不理想,不利于发挥教职工的职能,制约了工作的正常开

展。部分幼儿园工作部分作用较弱,无法行使工会应有的监督

作用,行政上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部门制约较大,管理上专制色

彩较浓,民主成分较低。在园本文化和评价机制的创建上,缺

乏激励性,这使得幼儿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职业热情都不

高,倦怠感突出。 

2.2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下幼儿园发展的问题 

在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下,当代幼儿园主要与大学和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产生联系,也受社会相关政策和社会大众的价值

观、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 

因为大学和幼儿园的联动目前属于一种新兴的合作形式,

相应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合作活动的主要费用来自于大学

研究者的研究经费,少部分地方政府会对幼儿拨款来支持大

学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研究,但双方的经费都很有限,仅仅能

够满足基本的教学与科研,很多领域和内容无法进行深度研

究合作,限制了教研人员水平的发挥和可能性研究成果的呈

现。另外,大学幼儿园之间的合作仅仅受双方的限制和主导,

并没有第三方组织对合作的内容以及过程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和把控,合作时间是否充裕,合作目标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

等问题无法得到保障,况且大学与幼儿园之间属于跨组织合

作,具有开放性和复杂性特点,在合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困难与问题,例如大学研究者更看重理论对实践的指

导,而幼儿园方面认为理论严重脱离实践,无法对幼儿园的现

有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类似的矛盾和冲突使得研究合作变

得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随着现代学前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幼儿园数量增

长的速度也伴随着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增长,但

目前关于幼儿教育的法律法规多是行政系统颁布的单项教育

法规、通知、意见和规程等,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教育

法令：这些幼教法令大多是关于幼教内部关系的,对幼教外部

的约束力较弱,不能较好地协调幼儿教育发展与社会各方面

的关系及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不能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

题,如对幼儿园的注销、转向,对幼儿园稳定的经费来源都未

给予清晰的规定。除此之外,我国在教育法规执行上也缺乏相

应的监督、效果考核、必要的赏罚措施等责任追究规定,许多

责任并不能与规则条例照应,致使相当多的义务并无法律责

任的约束来保证。 

3 基于人类发展生态学视野提出的幼儿园发展建议 

3.1提高家长参与家园合作主动性,探寻深层次合作方式和

内容 

幼儿园应改变家长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增强其在幼儿教育

中的主题意识,使家长在家园合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

能动性,主动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及时提出建议

与反馈,帮助幼儿园完善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办园质量。现阶段的

家园合作大多由于方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浅显以及家长比较

缺乏参与时间等因素,使得家长在家园合作中并没有能够深入

地了解到幼儿园的办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所以教师应通过

了解家长喜爱的家园合作活动,或者根据家长意愿和实际情况

灵活的选择他们喜欢的合作方式,丰富家园合作的内容,探寻更

深层次的家园和做方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和丰富的合作内容可

以使家长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

参与方式,多方面地参与到幼儿园的实际工作中来,如此不仅可

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支持幼儿园工作,也为家长提高教育水平提

供了一个学习机会。 

3.2教师应充分利用家长和社区资源,制定合理的社区活动

教育计划 

随着社会教育的改革, 对我们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社

区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往往很考验教师个人的教学水平。社

会上类似这方面的参考书也不多。这样一来,教师必须发挥自

己的智慧,开动脑筋设计出吸引幼儿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幼儿园也可以利用幼儿家长不同种类的工作,如有的家长是

银行职员,有的家长是发型师,有的家长是商人等,与相关家

长合作商讨,提前安排本学期的幼儿社区教育内容,例如参观

社区周围的邮局、银行、超市、停车场等场所,帮助幼儿掌握

社会不同机构所拥有的职能和作用,使幼儿更好的熟悉并适

应周围社会环境。 

3.3有关部门应加快幼儿教育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幼儿园资

金和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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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幼儿园整体的健康、稳定发展,规范幼儿园管理,

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对我国国内目前幼儿园教育发展问题上进行实际调研,制定

出一个适合我国幼儿园教育实际情况的法规体系和幼儿园管

理条例,并关注相关法律的落实和监督工作。根据相关的政策,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资金方面适度倾向于幼儿园,以改善幼

儿园目前资金短缺的困境。目前,幼儿园普遍都存在资金不足

的问题。资源不足使得幼儿园的发展目标难以实现。作为幼

儿园的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来扶持幼

儿园的发展,例如尽可能的提高幼儿园的财政拨款,降低入园

收费标准,强化幼儿园硬件设施建设等。另外,在资金方面,可

以采用专项资金拨款的方式来改善国内幼儿园普遍存在的资

金不足问题。 

3.4汇集政府、大学、幼儿园及来自地方社区的力量,共同

成为校园合作的助推器 

基于目前幼儿园合理发展的现实需求,要尽快建立校园合

作的良性运行机制：一是尽快成立地方学前教育研究会,使之成

为聚政府、大学、社区、幼儿园等多方力量的学习、交流、合

作的建设平台；二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有针对性

的推出校园合作的具体举措,如设立专项基金项目、提供经费支

持、颁发激励导向政策等；三是大学要以完整身份加盟校园合

作,即大学的有生力量都有义务承担合作者角色,将自己视为

“局内人”,不能将校园合作窄化在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与幼

儿园两大主体之间。此外大学还要拜托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

避免在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上出现功利化、技术化的现

象,保证学生、教学或研究人员培养规格和专业要求的一致性,

实现“校—园”伙伴合作的资源共享和双向互动,达到合作共赢

的效果。 

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必须放在社

会的宏观系统下进行宏观的测量和考查,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园

的发展有着充分的能动性,这些规律来自于幼儿教育本身,受制

于幼儿园所处的社会环境,并反过来作用与幼儿园的发展。若想

实现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遵循幼儿教

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教育自身发展与社会各部门各群

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和谐的发展运行机制,使教育始终

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促进幼儿园获得健康、稳定、有

序、长久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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