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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成长

做!纪录"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乔 梁 朱家雄

做!记录"是一个受规制的过程

在传统!记录"模式下#人们一直认为!记录"可以在

记录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认为!记录"应当是客观的#

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 由此#人们相信#不同记录者

因其不同的背景%经历%观念%兴趣和利益而产生的带有

主观性的记录视角和方式应当予以排斥或去除# 否则这

些主观!偏见"将会破坏!记录"的客观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传统的!记录"范式总是力图规

制记录者记录的视角和方式#力图使其统一化%标准化%

客观化$ 这种!记录"范式最典型地反映在科学实验的记

录中#具体表现为&在记录之前#对记录者进行一定的培

训#告诉他们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些什么#应该使用什

么样的记录工具和方式# 最后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所记录的东西$ 这种!记录"通常不让记录者知道实验的

目的和假设# 以免记录者由于对实验结果的期望而产生

偏见$ 这种!记录"还要对记录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即检

验不同的记录者在观察同一对象后记录的结果是否基本

一致(#以此来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从而判定记录

信息的有效性$

受这种讲求科学化% 理性化和客观化的记录方式的

影响#幼儿园教师在实践中经常运用统一的记录表格#严

格按照表格所列项目对幼儿进行观察# 然后根据观察到

的幼儿的行为表现在相关项目打上记号# 或者记录具体

的数字’如幼儿能跳多少下绳#能拍几下皮球#等等($ 许

多年以来#幼儿园教师已经习惯于被统一化%固定化%追

求客观化的记录模式所规制# 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自己

的!偏见"掺杂进来$

当今#在幼儿教育改革需要我们去关注教师的!自我

评价"和专业成长时#不少幼儿园教师开始运用观察记录

的方式#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和研究$ 然而#不少

幼儿园教师将深深烙在头脑中的追求客观的!记录"思路

延续了下来#他们深受!客观性"原则的规制#避免主观价

值观的张扬#希望通过!记录"展现一个不受主观!偏见"

影响的客观事实$

做!纪录"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事实上#!纪录"与!记录"是不相同的$ !纪录"不是实

证主义的%规定性的%客观性的和量化的#而是现象学的%

描述)解释性的$ 即它不强调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完全真

实的%客观的陈述#而是强调记录者主体对具体情境的积

极的选择%描述和解释$ 由于做!纪录"的过程一定有主体

的参与#因而!纪录"必然带有记录者主观性的东西$ 就是

说#深深根植于个体的经验%感觉%意愿和价值观念的内

隐偏好#会不可避免地对记录行为产生影响$ 这就好比不

同的人同时观看瞬间而过的一组数字# 最终每个人看到

和记住的数字一定与其内隐偏好相关$ 因此#!纪录"并不

避免主观性#相反#它承认并要求主观性进入其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纪录"所表达的是主体在其经验%

感觉% 意愿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个人化的主

观选择#做!纪录"的过程正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纪录"不

再要求记录者屏蔽主观性# 而是鼓励记录者去选择和展

示他们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纪录"不再去规制记

录者的视角#而是鼓励记录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看%去

听%去记%去理解$

不难发现#从!记录"到!纪录"#是一个从压制主观到

强化主观的转变* 是一个从强调教师可以怎样记或不可

以怎样记% 强调教师有没有按照统一的样式去客观地观

察记录# 到强调教师自己选择记录什么和怎么记录的转

变* 是一个从视角和方式受到约束和规制到需要自己作

出选择的转变$ 因此#教师从!记录"转向!纪录"#并不是

一个形式变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思路彻底变革的问题$

这种思路变革#要求教师学会选择$ 然而#从一味地

受规制到学会自主选择#教师一方面得到了更大的自由#

另一方面则接受了更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换过

程#因为按照统一的要求去做是较为简单的#而要自己懂

得如何进行有效选择#决定从何下手却要困难得多$

人人都有眼睛#有眼睛就会观察*人人都有耳朵#有

耳朵就会聆听*人人都有双手#有双手就会记录$ 但!纪

录"不是强调有没有观察%聆听和记录#而是强调要恰当

地选择看什么#听什么#记录什么#这恰恰是最难的$ 于

是#有些教师在开始做!纪录"时发现不再有固定的模式

可以遵循#就觉得无从下手了*有些教师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做!纪录"#结果却记下了一堆没有什么 意义的!流水

账"$ 由此看来#帮助教师在做!纪录"时学会有效选择是

非常有必要的$

!"



!""! "!

专业化成长

使内隐的选择过程外显!有助于作出有效的选择

我们知道!不论教师以何种方式记录!他们做"纪录#

的行为总是受到内在价值取向的指引$ 换言之!教师在做

"纪录%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根据内隐的价值取向做出

选择!即使是拍照&摄像等看似客观的记录!不同的教师

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拍摄视角$ 但教师在选择时总是意识

不到自己正在进行选择! 总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某种内在

价值取向正在起着指引和筛选的作用$

如果帮助教师把他们自己在无意中作出的"选择%上

升到意识层面! 帮助他们把影响自己选择行为的内隐的

价值取向外显! 然后引导他们审视自己在价值取向的影

响下作出选择的过程! 再逐步引导他们明确依照什么价

值取向作出什么选择才是有效的!那么离教师学会选择!

学会记录那些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信息就为时不远了$

因此!帮助教师理解主观性如何进入"纪录%的过程!

帮助教师意识到并审视内隐的选择过程以及正在起作用

的内在价值取向! 帮助教师了解应该作些什么选择和怎

么选择!是教师学会作出有效选择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一般说来!在做"纪录%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作出如下

选择’

首先!记录者要把握信息选择的大方向$ 尽管"纪录%

关注的是儿童的行为或教学的情境! 但绝不只是记下儿

童或教师的行为流$ 记录者要从儿童和教师的诸多行为

中作出选择!这个选择关系到教师应着重捕捉什么信息!

关系到捕捉到的信息会对教师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例如! 上海市七色花幼儿园的教师选择了关注幼儿

在表现和表达时的社会建构行为( 上海市东方幼儿园的

教师则选择了对方案教学进行观察和记录! 从中说明教

育理念的转化( 昆明市第一幼儿园的教师对课堂中师幼

互动进行观察记录!旨在说明教师行为的有效性(青岛市

黄岛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则把观察记录的重点放在农村儿

童和教师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 这些幼儿园的教

师在观察和记录中有明确的立场上的选择! 他们所获得

的信息各有侧重点! 由此而生发的思考和获得的启示都

有各自的特点$

应该明确的是! 立场的选择只是为了形成一个一般

性的&宽泛的&富有弹性的框架!并不是为了给教师的记

录行为设定一个规制性的&确定性的细化标准$ 事实上!

)纪录%所关注的更细致的问题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

"纪录%过程中产生的$

其次!记录者需要选择恰当的记录手段$ 既然"纪录%

的内容是叙事性的!那么做"纪录%时就不应采用量化的

工具!而应采用叙事性的手段$ 文字记录&儿童活动的照

片&儿童的作品&录音带&录像带&标签等!都是记录的有

效形式$ 在选用叙事性手段的基础上!教师还要根据各种

记录手段的特点! 灵活选择最适宜的记录手段$ 具体地

说!这些记录手段应能反映事件所发生的具体情境!应能

使幼儿和教师活动的"痕迹%变得更为清晰和容易追溯$

第三!在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时!即使

已经选择了观察和记录的立场! 教师对从这一立场出发

观察和记录到的信息也还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教师需要

依据事先确定的大方向!依据自己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实

际的教育活动中敏感而灵活地选择可能产 生意义 的 情

境&行为细节&行为结果等!并及时记录下来$ 由于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完全根据自己的视角进行选择!因此!帮助

教师形成自己合适的视角!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教师在选择关注某个幼儿或某些幼

儿时! 取决于在这个或这些幼儿身上是否发生了某种可

能产生教育意义的情境! 而不是取决于这个或这些幼儿

是否具有某些特质$ "纪录%着眼于儿童整体!而不是一个

儿童( 它是对每一个幼儿的关注而非对某些有特殊性的

幼儿的追踪(即使"纪录%中只有一个幼儿!也只是将他当

作幼儿中的一个代表$

最后! 由于并不是所有记录下来的信息都是有意义

的!都是可以成为"纪录%的资料的!因此教师还要对记下

来的信息进行清理和选择$ 这就好比制作纪录片!制片人

拍摄下来的素材最终必须经过剪辑和梳理才能成为好的

纪录片$

要说明的是! 虽然本文将选择的大致过程进行了描

述! 但并没有将选择所依赖的价值观加以细致描述! 这

是因为各个幼儿园的情况及其教师和儿童的情况有所不

同! 这里无法将教师的价值观统一地外化和呈现$ 外化

和审视选择所依赖的价值观! 以帮助教师形成正确的选

择视角! 还需要在实际做"纪录%时根据各自的情况逐步

探索$

总而言之!做"纪录%与做"记录%不同!它的逻辑起点

是选择$ 我们并不需要去思考是否存在"选择%!因为选择

是必然存在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选择变得有意

义$ 幼儿园教师要想学会做"纪录%!首先需要花很大的精

力去学习如何进行有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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