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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朱家雄 张 婕

当今# 学前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将他们

的关注点放在!纪录"上#为的是!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

!让教师的教学有意义"$

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

如何理解儿童的学习#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教

育%教学目标的确定#教育%教学内容的选用#教育%教学

手段的采用以及教育%教学评价方式的运用!还会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儿童与教师% 儿童与儿童以及教师与家长之

间的关系# 影响环境的布置以及对环境布置所赋予的意

义#等等$ 简言之#对儿童学习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会决

定或改变整个教育%教学的面貌$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寻

找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儿童学习的有效途径显得

十分重要$ 在人们寻找这种有效途径的过程中#!纪录"逐

渐凸现出来$ !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不仅成了学前

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而且成了世界上不少著名

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

例如#(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的作者之一%美国著名的

幼儿教育专家乔治*福门教授提出#对儿童!寻常时刻"的

!纪录"是理解儿童学习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 所谓!寻

常时刻"即指!占据儿童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的时刻#当

一天结束时#&寻常时刻’就构成了儿童的生活经历"!$ 一

个孩子试图从塑料包装纸中挤出冰棍#或试图解开纽扣#

或为使玩具车冲上斜坡而不断尝试#都是!寻常时刻"的

例子$ !寻常时刻"虽然很寻常#甚至很不起眼#却是儿童

探索事物%解决疑惑或问题的学习时刻#因此#福门教授

认为#对!寻常时刻"的!纪录"#可以使儿童的学习经历

!变得可见""#便于教师对儿童的学习进行重温%分析和

解释$

在瑞吉欧# 教师一直注意收集和保存儿童在学习过

程中的具体实例$ 例如#在!小水坑的智慧"这个!纪录"

中#教师详细地记录了儿童是如何在水坑中%在镜子中%

在纸上和用手电筒等工具探究影像和影子的$ 教师之所

以会进行这样细致入微的生动纪录#是因为他们认为!纪

录"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儿童的学习过程#他们

所经过的路径#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最终的学习成果!变

得清晰可见"##成为理解儿童学习的宝贵的研究资料$ 美

国著名幼儿教育专家琳莲*凯茨也认为#瑞吉欧的!纪录"

提供了有关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信息# 可以让教师了解幼

儿的意图#因而是教师研究儿童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借鉴瑞吉欧经验的基础上# 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

题为(学习的窗户+++纪录幼儿的工作)的书#琳莲*凯茨

在序中写道#!纪录"的巨大贡献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

!纪录"!把幼儿在教室里的经历变成可见的和可理解的

东西"#它!提供教师和父母关于儿童在他们工作过程中

的思维的启示"$

再如# 多元智能理论的倡导者加德纳和瑞吉欧教育

实践的研究者们近年来对!纪录"进行了合作研究#并将

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专著#这本专著正是以!让儿童的学

习看得见"为书名的$ 在这个研究中#他们强调#!&纪录’

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而对

于他们来说#!在瑞吉欧教育实践中&纪录’的主要特征之

一就是关注儿童是怎样学习的# 学到了什么"#!纪录"的

焦点!放置在让学习看得见"$$ 因此#在书中我们可以看

到很多关于儿童学习的具体案例$ 由此可见#!让儿童的

学习看得见"已经成为!纪录"的要义$

!透过&纪录’看儿童的学习"在我国的

研究与尝试

近几年来# 我国已经有一些幼儿园从国外的经验和

自己的研究中获得灵感#开始尝试以!纪录"作为研究儿

童学习的平台#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以上海市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幼儿园为例#三年前#

该幼儿园教师着力对!如何观察记录儿童的寻常时刻"这

一课题进行实践研究# 他们用摄像机将一个个寻常但又

能反映儿童学习过程的片断拍摄下来# 并尝试解读儿童

的学习$ 这些教师在尝试通过!纪录"理解儿童学习的过

程中#不断发出这样的感慨,儿童的学习原来是这样的#

以前知道的关于儿童学习的理念原来是这个意思#等等$

譬如#有这样一个儿童学习的场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睡

醒后发现鞋子在床底下#就想把鞋子取出来$ 他想了很多

办法#如用手去拿#用绳子去套#把一条腿伸到床底下去

钩#两条腿一起伸到床底下去夹#等等#最终成功地把鞋

取了出来$ 教师在对此进行解读时# 十分感慨地说#!纪

录"不仅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儿童发生在!床下取鞋"中

的学习过程# 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修正原来所持的儿童

学习观$ 他们发现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在探索时如此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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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主!学习潜能超过他们的估计!同时他们也更深刻地

理解到!对于幼儿来说!很多有意义的学习直接发生在自

然的生活中" 尽管这些都是教师原本就有的理念!但是通

过对#纪录$中具体案例的切身体验和揣摩!他们的认识

不再停留在空洞的概念上!头脑里有了活生生的儿童%

又如!上海市实验幼儿园的教师对!!"岁儿童的学习

行为作了观察记录" 在对&纪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教师

同样得到了不少关于儿童学习和发展的新的知识% 其中

有一点让他们感受颇深! 那就是在很多纪录片断中很多

幼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较强的社会性行为% 教师开始注

意到!!"岁的孩子并不像他们以往所认识的那样极其&以

自我为中心$!而是已经明显表现出希望与他人构建关系

的愿望’准备状态和能力!很多难以想像的社会化语言和

行为已经出现在这些孩子之间" 由此! 教师深切地感悟

到!&纪录$的一大功效在于清晰地呈现儿童的学习过程!

使教师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儿童的学习"

此外! 还有不少幼儿园也作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尝

试" 这些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无一例外地表示!因为&纪

录$能使儿童的学习看得见!所以&纪录$能使他们更贴近

儿童真实的学习! 研究性地看待儿童的学习! 在更为广

泛’ 更为深刻’ 更为生动和更为恰当的意义上理解儿童

的学习"

&纪录$的优势

人们经常说&要读懂孩子这本书$!事实上孩子是本

读不懂的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研究儿童" 我们仍

然可以以我们的视角和理解去解读儿童!去认识儿童" 当

研究者尝试寻找解读和认识儿童学习的途径时! 他们发

现&纪录$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纪录$的优势就在于它能

帮助教师在理解儿童的学习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 纪录$ 能使儿童& 生动$ 的学习得以

呈现

在过去!儿童一直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本质化的对

象! 人们往往会从成人本位的角度或从科学化的角度理

解儿童的学习% 例如!把儿童的学习看成是无知的儿童复

制成人社会的知识和文化的过程! 或者把儿童的学习看

作是按照科学的儿童发展规律进行的一个自然的’ 普遍

的过程% 在这样的视野下!儿童的学习无疑会被看成是一

个继承一些固定的’普遍的’统一的知识和能力的过程!

或者被看成是一个遵循普遍法则而自我发展的过程% 这

样!儿童的学习就成了一个抽象的’脱离背景的’精确化

和常态化的现象!一个被概念化的抽象过程% 根据这种认

识!教师若要理解儿童的学习!似乎只要学习抽象的理论

就足够了%

与将抽象理论作为教师理解儿童学习的平台不同的

是!&纪录$呈现的是一个个情境化的具体学习过程!关注

的是活生生的儿童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学习行为% 于是!

教师在解读&纪录$时!就会将目光直接指向具体的’独特

的儿童在某一个具体背景下发生的学习过程% 这样!教师

就开始关注和解读具体的儿童! 开始深入地理解儿童的

某一个学习过程! 更多地看到普适性理论中所没有的关

于儿童学习的其他&风景$!自然地丰富’修正和升华对儿

童学习的理解% 具体地说!教师不仅能看到普适性理论所

阐述的儿童学习的一般规律! 而且能看到被普适性理论

所忽略的但又很有价值的有关儿童学习的具体信息和细

节! 更能看到普适性理论所不可能涉及的有关儿童学习

的活生生的事件% 由此!&纪录$为教师带来了有关儿童学

习的信息和思考! 使教师原本持有的抽象的儿童学习观

受到挑战和产生变革!即不再把儿童看作是一个统一的’

抽象的’概括化的个体!而是一个独特的’具体的’生动的

个体) 不再把儿童的学习看作是一个符合某种特定规律

的程序或模式!而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特定事件%

(((& 纪录$ 能使教师成为& 看$ 的主体

过去! 教师一直等待着有一个权威性的理论来告诉

他们儿童的学习是怎样的% 教师理解儿童学习的过程事

实上就是复述和记忆这种权威性理论的过程! 但这种被

动的复述和记忆并不能让教师真正理解儿童的学习% 而

&纪录$则彻底转换了教师理解儿童的思路!把教师从重

复他人话语的&复述困境$中拉回到&自己面向儿童的学

习$% 教师一旦自己去&看$儿童的学习!就会积极主动地

思考!从而对儿童的学习理解得更深刻且更贴近实际%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说清

楚儿童的学习究竟是什么样的! 因此!&让儿童的学习看

得见$的过程不应该是某个权威人士单独确定的过程!而

应该是一个共同建构的过程% 正是&纪录$让教师成为主

动的建构者!成为认识和理解儿童学习的主体% 换言之!

教师解读自己观察和记录儿童学习的过程! 就是主动建

构儿童学习观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加入了自己

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也吸纳了他人的观点和想法% 更有意

义的是! 反思和对话的过程会在教师头脑中逐渐形成属

于自己的有关儿童学习的崭新认识% 这种认识的不断更

新是鲜活的!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使教师获得一种审

视儿童学习的&眼光$!并进入一种能不断从儿童的学习

中发现和捕捉教育问题的研究境界! 而这种研究境界正

是一个&让教学有意义$的教师所应该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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