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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学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密切而复杂的。
在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历史的沧桑变化在学前教育的发展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学前教
育被社会历史的潮流被动地裹挟着前进，无论是学前教育在整个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合法化、课程内容
的变更、幼儿教师称谓的变化，还是办园方针、培养目标等都充满了社会历史的烙印。
追溯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学前教育自主发展的主动性是相当欠缺的，它不由自主地在历史的起起落
落中沉浮、跳跃。
　　回望学前教育的百年历程，回望学前教育学学科建制的过程，我们发现，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的
关系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学前卫生学、学前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完善了学前教育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为实现
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相对于家庭而言，学前教育——机构化的学前教育是儿童人生进入社会的第一步，是实现社会
化的重要起点。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来看，对“幼儿社会化”的过程和机制、学前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是不充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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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教育社会学》是我国首部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来描述学前教育问题的著作。
《学前教育社会学》揭示了学前教育与宏观、中观、微观社会的复杂关联，阐明了学前教育对社会的
深刻依附性。
作为一种尝试，《学前教育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前教育基础理、论上的不足，借鉴一种新
的分析眼光、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尝试让学前教育的形象更丰满、更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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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作为幼儿园存在价值体现者的儿童　　儿童不仅是社会文化意义的承载者，儿童还是幼儿园能
够存在的理由。
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或一群学前儿童在公园里溜达是不可思议的。
儿童似乎"必须去幼儿园接受教育"，世界各国通过强制或非强制的"入园率"统计把儿童和幼儿园紧密联
系在一起，幼儿园对儿童来说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事情，而是一种外加的强制。
幼儿园通过创造一种"所有的学都是教的结果"①的神话把儿童牢牢地束缚于幼儿园中，接受幼儿园式
的教育、幼儿园式的训练和幼儿园式的生活方式。
在一系列的幼儿园化方式的影响下，儿童成了一个幼儿园化的儿童，一个能够为幼儿园的存在进行代
言的儿童。
　　学校的诞生从原初意义上就是为了使儿童能够接受教育，而幼儿园似乎不是这样，它是为了成就
父母的就业。
然而，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幼儿园作为游戏场所的特点不仅没有加强，反而越来越弱，几乎变成与
中小学一样的学习机构。
伊万·伊利奇曾提出"非学校化社会"的主张，力图将儿童从学校教育的神话中解放出来。
幼儿园，作为一个特殊的教养机构，不仅没有看到自己区别于中小学的特殊性，反而越来越学校化。
可以想像，当进入幼儿园也变成一种强制，幼儿园制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固，到那时，要找到一个没
有接受过一天幼儿园教育的儿童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儿童离不开幼儿园，而是社会建构了儿童对幼儿园的依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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