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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3 岁是个人人生的起点，对个体生命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 0-3 岁婴幼儿家庭大多存在

教养方式不合理、教养观念有待更新等诸多问题。为此，文章提出了生活化理念的家庭教养课程，并从大脑

发展、心理学阐述了 0-3 岁婴幼儿教养课程的理论基础，而后从婴幼儿生命的自然成长、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及自我认知论述了生活化教养课程内涵，梳理了生活化教养课程内容体系，提出了课程实施的基本原则，以

期为 0-3 岁婴幼儿家庭家教课程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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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原则，凸显了家庭

在婴幼儿照护中的主体地位。目前，我国大部分婴幼儿散居在家，家庭仍是婴幼儿教养的主要场所。在

养育过程中，家长面临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绝大多数家长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了困难时难以获得及

时有效的专业指导。现有家庭教养指导服务存在供需不符的现象［1］。家长的教养困惑集中在方方面面，

他们更加需要综合性指导［2］。不同教养人对婴幼儿哭闹行为、情绪、社会性需求都能给予积极的回应，

不能及时回应的情况则与无法了解婴幼儿的需求有关［3，4］。上述问题既需要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的支持，

也需要专业的课程指导，已有的家长指导教材和家长成功养育的经验总结，或是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科学

普及与亲子活动的指导。学术界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托育课程、亲子课程的研究上。这些研究一是缺乏对 0-3

岁家庭教养课程结构的研究；二是对家庭教养内容不够全面、丰富，缺乏对家庭教养生活的深入研究［5］。

家庭是婴幼儿生存与生长的主要场所，以家庭生活的视角探讨 0-3 岁家庭教养课程的基本结构，从家庭

生活的场景出发，用家庭生活的资源指导实践，既符合婴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又有利于提升家长

的育儿理念和育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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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理论基础

1.1  脑科学的研究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发展。基因决定了个人发展的基本序列，环境刺

激形成独具个性的大脑。婴幼儿早期是神经突触快速形成和突触连接修剪的重要期，遵循“用进废退”

的原则［6］。大脑的发展依赖于环境经验的刺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7］。如果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能依据其“敏

感期”进行教育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8］。脑科学的启示是要为婴幼儿打造一个丰富的环境，促进其

大脑神经的发展。

1.2  人类发展生态学

在婴幼儿生存生态中，婴幼儿与其抚养人之间的关系、活动及角色构成婴幼儿能直接体验的微观系

统。各微观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婴幼儿与主要教养人构成的微观系统和教养人与其他人构成的微观系

统的连接形成中观系统。外系统是指由于父母的职业状况、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相对应的社会角色、

活动及关系。它直接影响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间接影响婴幼儿的成长体验。社会的生育文化、习俗和

价值观念构成影响婴幼儿成长的宏观系统。家庭中主要教养人通过婴幼儿周围的各个生态系统对婴幼儿

的发展起到最为关键的影响［9］。对婴幼儿的教养的研究要根植于婴幼儿成长的生态系统，通过对家庭

的干预减少不良育儿观念、文化和习俗对婴幼儿的伤害。

1.3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认为认知是在个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个体先天的认知

图式通过同化、顺应与平衡不断丰富和发展。他将个体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

阶段、具体运动阶段与形式运算阶段。0-3 岁婴幼儿处于感知运动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婴幼儿主要依

靠感知动作认知事物。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应关注让婴幼儿通过对环境的感知、操作、体验获得认知

的发展。

2  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的目标

生活化的课程以婴幼儿的生活为基点，尊重婴幼儿生活和生长的基本规律，引导和促进婴幼儿生动

活泼地学习和成长［10］。它指向婴幼儿生命的自然成长，是对当下偏重智育的社会功利化教育目的的回归。

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内容来源于婴幼儿的生活、关注婴幼儿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关注婴幼儿教养的过

程性和生成性，致力于帮助婴幼儿在与他人、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对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认知，为幸

福而有意义的童年生活做准备。

2.1  在生活中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然成长

0-3 岁婴幼儿的主要发展任务不是学习先进的知识文化，不是获取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寻求谋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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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是要成为认知正常、具有积极的情绪情感、乐于交往和表达及具有简单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健康孩

子。婴幼儿的身心发展有其自然的规律和节奏，其里程碑式的发展是在生活中一次次互动、一次次探索、

一次次体验中获得的。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珍视婴幼儿生活的独特价值，生活中的喂养活动、交流互动、

自发探索、积极回应既是早期教育的内容，也是早期教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在亲子交流、认知探索、情

绪体验中促进其获得身体自然的生长、心理自在而满足的体验，走向身心健康的自然状态。婴幼儿生命

的成长是自然的，从其自然的发展规律中设定发展的目标，从以自然态度面对的生活世界中寻找内容，

从现实经验中还原确定实施的策略［11］是对当前被功利主义裹挟下各类层出不穷的“花式”育儿方式、

无处安放的育儿焦虑和所谓“起跑线”最有力的回应。

2.2  在生活中体验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婴幼儿的主要教养人通过婴幼儿周围的各个生态系统对婴幼儿的发展产生影响，系统内和系统间各

个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婴幼儿复杂的生活世界。这一生活世界由婴幼儿的家庭生活、家庭间的交

往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构成，每一种生活中婴幼儿接受的物理刺激、关系体验成为婴幼儿成长不

可或缺的营养。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不仅关注婴幼儿与父母的关系，更加关注其余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员、

环境之间的互动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是婴幼儿社会化的起始之所，也是迈向广阔社会的前

提条件。为此，生活化的家庭教养课程希望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发其对婴幼儿关系体验的思考，在

自然的人际交往、社会互动中获得最初的社会技能与和谐友爱的情绪体验，从而促进婴幼儿社会情绪的

发展。

2.3  在生活中获得对自我的认知

在人一生的发展中自我概念发生首先在婴幼儿期出现，随后开始出现对自然的自我、社会的自我的

认知。婴幼儿对自我的认知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生活中通过与他人、与环境的互动中获得的。生活

是家庭教养的主要空间也是早期教育的资源库。自然中随处可见的花草树木、家庭中随时入耳的信息、

社会中形式各样的物品和风格迥异的人群为婴幼儿的认知提供了经验。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重视生活对

自我认知的促进作用，认为个人对自我外在形态的认识及内在的认识是在生活中每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件

中获得的。这些事件可以是一组动作的感受、一次外出游玩的体验、一次积极而有效的互动。那种脱离

生活，仅强调通过阅读、讲授的方式让婴幼儿具有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调节能力的做法违背了婴

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其生命的成长。

3  生活化的家庭教养课程内容的选择

按照泰勒的课程开发模式，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经过教育哲学、学习心理学和学生的校外生活三方

面的考虑和筛选［12］。课程内容没有既定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规范，它是根据课程的理念、学习者的

特点和课程目标来寻找和发现的。课程目标是课程内容的指引，课程内容反映和体现课程目标［13］。生

活化家庭教养课程内容的选择既需要考虑哪些内容能够激发促进婴幼儿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成长，又

要考虑这些内容与婴幼儿生活贴近程度。在选择课程内容时应关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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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内容的生活性

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是以婴幼儿的生活为基础，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婴幼儿的日常生活，并能够

在日常生活中实施。婴幼儿的教养内容渗透在婴幼儿一日生活之中，要充分发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事物

来丰富课程内容。例如可利用家中的低矮家具帮助婴幼儿练习扶站、扶走，并设计不同的小障碍物帮助

婴幼儿主动练习扶站、扶走的身体平衡能力；利用家庭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盆、桶等让婴幼儿练习感知和

操作，帮助幼儿理解物体的属性及空间、大小等基本概念。课程内容的生活性意味着必须将日常生活事

物的抽象概念、纯粹知识转化为婴幼儿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可操作、可参与、可体验、可感受的

具体的材料和活动；必须将利用日常生活、改造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事件游戏化、趣味化，真正将生

活转化为富含教育意义和发展契机的生活场景，满足婴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

3.2  内容的适宜性

适宜性是指课程的内容首先要适宜婴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0-3 岁的孩子处于身体发育的初期，

身体的生物系统尚未成熟，身体各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其心理处在发展的初期，认知、语言、情绪情感、

社会性发展都需要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渐开启；婴幼儿的动作发展也处在起始阶段，需要经过抬头、翻身、

坐、爬、站、走、跑、跳等历程才能成为一个直立的人。课程内容还要适宜婴幼儿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婴幼儿的社会性有待发激发，需要通过互动才能感受、体验、理解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习得基本的社会规范。课程内容既要关注宏观的社会文化，又要关注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更要关注家

庭的文化背景。课程内容要建立在对婴幼儿日常生活观察和分析基础上，建立在对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

基础上。适宜的课程内容才是真正能促进婴幼儿发展的内容。

3.3  内容的开放性

家庭是婴幼儿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生活是婴幼儿获得有关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但家庭并不是婴

幼儿生活的唯一场景，家庭生活也不是获得有益发展经验的唯一途径。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内容的选择

必须具有开放性。第一是环境空间的开放性，第二是内容形式的开放性。婴幼儿生活的环境空间从物理

上来说分为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课程既要发掘家庭物理环境中的内容，又要发现户外环境中的材料、

事件的价值，让婴幼儿感知不同空间环境带来的多感官刺激，以获得有益的发展经验。既要满足孩子对

固定场所的安全需求，又要满足对固定场所以外空间探索的欲望、提供探索的条件。

4  生活化的家庭教养课程实施的原则

4.1  主体性原则

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强调孩子的主体性，要求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要尊重和理解其不同的行为表

现。每个孩子的气质、性格、发展特点、家庭环境、表达方式各有特点，同一个游戏活动会表现出不同

的行为。在具体的活动中家长要以儿童为本，尊重儿童的选择、游戏行为和表达方式，不能以学会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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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掌握某种技能作为观测婴幼儿活动效果的指标。

4.2  全面性与差异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实施教养活动时应关注生活内容的整合性、整体性，要通过多样化的内容和多种形

式的活动及多感官的刺激、丰富的环境促进婴幼儿身体动作、语言、情绪情感社会性、认知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全面性是针对婴幼儿发展的横向联系，那差异性原则则指向婴幼儿发展的纵向联系，促进普遍发

展的同时更需要关注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家长在教养的过程中不能以所谓的“标准”衡量孩子的发展，

而是以婴幼儿自身的成长为基点，通过支持性环境的创设满足孩子个性化成长的需要。

4.3  安全性原则

安全是婴幼儿教养的前提。生活化家庭教养课程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为资源设计各类活动，促

进婴幼儿各方面的发展。安全是开展游戏活动的前提，家长可以利用爬行垫、防撞条等为婴幼儿准备一

个安全的探索环境，同时收拾好各种尖锐的物品，对活动需要用到的材料进行清洗和消毒，保持干净卫生。

4.4  生活化与生成性原则

生活化原则是指家长应当随时随地利用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材料对婴幼儿展开早期教育。重视家庭

中触手可及的物品对婴幼儿感知觉的刺激，学会观察日常生活中婴幼儿自发的探索行为，对照婴幼儿发

展的特点提供支持性的策略。同时要能捕捉到教育契机并随生活情境的变化生成新的教育空间，提供适

宜的探索环境，在动态的生活中给予幼儿探索的机会和条件。

4.5  游戏性原则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0-3 岁婴幼儿处于感知运动时期，其游戏也是以感知运动游戏为主。

生活中婴幼儿的体验、探索、触摸、敲打等不起眼的行为对婴幼儿来说都是游戏。在实施生活化教养课

程时，抚养者要具有游戏意识，让婴幼儿自由、自主地探索，选用有趣、轻松的方法引导婴幼儿开展各

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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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ife-oriented Family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0-3

Tang Minjie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of personal life at the age of 0-3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individual life. However, at present, most families of 0-3 years old infants in China have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parenting methods and the need to update the parenting concept.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family education course with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0-3 year old infant education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 The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life-oriented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al growth of infants’ lif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world and self-
cognition. Sorted out the content system of the life-oriented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parenting course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0-3.
Key words: 0-3 years old; Life-oriented; Family parenting; 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