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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自由是幼儿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既是教育的

手段，又是教育的目的。给幼儿以自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幼儿的发展，而幼儿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由精神与

意志的确立。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作为幼儿

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发展幼儿自由精神和意志的意识和策略

。然而，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教

师在对待幼儿在活动中的自由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值得我们

反思的问题： 1．活动中的自由缺少教育目标的导向。 当今

，为幼儿“松绑”，给幼儿以活动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为教

师日常的教育观念。但实际的情况是，不少教师常常被“自

由”的表象所迷惑，总觉得“自由”就是教师少加干涉，让

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曾看到过这样的

活动场景：一位老师正组织幼儿观察棕榈树。忽然，一个小

朋友发现有两只蝴蝶在草地上飞来飞去，于是大叫“蝴蝶、

蝴蝶”，孩子们的目光一下被飞舞的蝴蝶所吸引，许多幼儿

争着去捉蝴蝶。老师为了尊重幼儿的意愿，保护他们的好奇

心，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任小朋友自由地追赶蝴蝶，结果蝴

蝶没捉到，而场面一片混乱。等蝴蝶飞走了，继续组织幼儿

观察棕榈树。可以想象，经过刚才的一阵嘻闹，活动的效果

是可想而知的。表面上这位老师给了幼儿选择和活动的自由

，但缺少了目标意识的约束，教育的价值又是什么?伊谢科恩

在《自我论》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在沙漠中解放一个



人，而那个人无所追求，他的自由有什么价值?自由必须有目

标，行动才能有意义。幼儿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 2．环境

中的自由缺失教育价值的赋予。 幼儿的活动和认识是在自身

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调整、扩展和深化的

。可见，创设自由宽松的探索性环境对幼儿发展是何等的重

要。应该说，在活动环境的创设中，不少幼儿园给幼儿创造

了自由选择、主动活动的机会与条件，但对环境应实现什么

目标，如何发挥应有的效用，还存在较大的盲目性。比如，

各种活动区域中活动材料的投放缺乏科学的指导，随意性大

，想放什么就放什么，或看到别人放什么就放什么；有些操

作材料单调且反复使用，幼儿早就失去了兴趣；有些教师不

管材料投放的层次性，把各种操作材料一股脑儿地全摆出来

，使幼儿在操作时无所适从，甚至无目的地摆弄、争抢，反

而影响了幼儿对材料的感知和操作。环境缺失了价值，这对

幼儿的自由又有何等价值? 3．实施中的自由缺乏教育指导的

策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了要给幼

儿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

提供幼儿自由表现、自由表达和创造的机会。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很多教师知道创设幼儿自由学习空间的重要，但究

竟该如何实施却心中无数，很难把握一个“度”。比如，有

的教师认为，强调纪律的约束就会限制幼儿的自由，因此在

日常活动中，尤其在幼儿自由游戏中，放任自流的现象时有

发生，幼儿的规则意识淡薄；而对于该如何来帮助幼儿建立

发展性常规，却知之甚少，缺乏应对的教育策略。 由此可见

，幼儿教育活动中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动和促进

幼儿的成长与发展，也可能妨碍和影响幼儿的成长与发展。



关键是我们的幼教工作者，该如何科学地把握，使之发挥积

极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进行研究与

探索。 1．正确把握自由的本质内涵。 给幼儿自由，是允许

幼儿在活动中自由参与，允许幼儿将自身内在的信息与外在

的信息广泛交流，享受思想和操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等

于放任，而是在一定规则基础上的自主，也只有在一定规则

的规范下，幼儿才能有序地、有效地进行自由的学习和活动

。我在一次讲座中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的课堂上，允

许孩子做自己的事情，坐姿也可以各异，但绝对不可以影响

别人，如果影响了别人，老师会立即制止他。在课堂上，当

老师和某个小朋友在讲话时，其他任何人不能插话，如果插

话了，老师会马上制止，严重的话，老师还会请他离开教室

。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孩子们明白：做任何事情是你的自由

，但不可以影响到别人，如果影响了，你便没有了自由。作

为老师，应该理解“自由”的全部意义。百考试题整理 2．

充分发挥环境的暗示作用。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这“规矩”该如何建立，则是一门学问。作为教师，帮

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常规，应避免不必要的管理行为，善于运

用环境的暗示作用，通过环境发挥“说话”的功能。比如，

教师在设计“智慧瓶”这个游戏时，可以把游戏的程序或要

求画成图表：数字和实物匹配、颜色接龙、高矮排列等，贴

在区角的墙壁上，让幼儿根据图表进行有序活动；活动结束

后，同样以标记的形式提醒幼儿整理瓶子，将瓶子送回“家

”。这种把活动的程序和具体的规则相互融合的方法，不仅

幼儿更乐于接受，而且幼儿的活动也因此会进行得更自由、

更投入、更有序。 3．不断提高教师的教育技能。 幼儿需要



宽松的环境、自主的活动、自，由的表达。但如果离开了老

师的引导，这种“自由”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无序的、盲目的

活动。因此，提高教师的教育技能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为

了处理好幼儿自由与养成良好规则意识的关系，教师在赋予

幼儿自由的同时，要以一定的规则来约束幼儿的行为，逐步

发展幼儿的规则意识和能力。其次，教师要尊重幼儿个性发

展，允许幼儿参与规则的建立，和幼儿共同建立发展性常规

。同时，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对出现的问

题，要及时给予幼儿支持性的指导，等等。只有这样，才能

将外在的要求和规则逐步“内化”为幼儿自觉的要求，逐渐

实现幼儿的自律、自控和自主，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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