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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自子从一线的幼儿园教师到园长、幼教行政

官员、大学教授、研究所所长，在幼儿教育“教

学”“行政”“科研”三大部门的不同角色的业内转

换， 高杉自子一贯主张;“幼儿教育的真谛，不是在书

桌旁建起的理论与权威的学说之中，而是在孩子之中，

在实践之中”，”幼儿园应该是每个幼儿开展自身生活、

伸展个性的舞台，是与同伴及教师共同生活、相互交

流的场所。《幼儿教育的原点》一书对幼儿教育的本

质与游戏活动的引导，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合作，

园本教研与教师专业化成长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论

述。这不仅是日本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是跨越国

界的共同话题。



一 •探察幼儿教育的本质

二 •在游戏中提供支持

三 •与孩子共同开创幼儿园生活

四 •保育计划的制定

五 •与家庭——社区共育的保育

六 •教育实践的深化与教师的成长

七 •我为什么做了幼儿教师

主要内容



探察幼儿教育的特质。作者重点论述

了日本教育的现状，与小学教育不同的幼

儿教育的特质——保育。她强调幼儿是保

育的主体，保育活动的开展，应该从理解

幼儿出发，应该关注在活动过程中每一名

幼儿的表现与成长状况。

第一章



对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进行了

阐述，强调在游戏中教师要给予幼儿支

持。游戏对于幼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幼儿园教育是通过游戏活动来进行的，

幼儿的游戏才是幼儿教育——保育的本

质所在。教师要仔细地观察作为主体的

幼儿是如何主动地作用于环境，创生出

游戏活动的，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努

力去解读幼儿此时此刻游戏的意义，不

要只见游戏，而不见游戏的幼儿。

第
二
章



阐述了幼儿园的生活要以幼儿为主体。

幼儿园教育应该让幼儿“体验其自身所需

要的真生活”“通过生活，学习生活，面

向生活” （仓桥惣三），使幼儿在生活

中自我充实。幼儿园应该是幼儿能够自主

地开展属于自己的生活活动的场所，是幼

儿能够在生活中发挥自我充实能力的机构。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游戏的材料、游

戏的原生态、游戏中掌握的能力）

第三章



重点阐述了保育计划的制定。制定计划要从三个方

面来考虑：一是关注每一名幼儿的成长。二是计划

与课程的关系。三是计划应给游戏以一席之地。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幼儿园与家庭及社区合作共育的

思想。在与家庭的合作中，作者强调了教师向家长

传达保育之心的重要性。教师要把保育活动的过程、

幼儿的表现与发展变化历程详细地传达给家长，与

家长共享保育过程，共享幼儿成长经历。与社区的

合作，作者强调了园长的作用。

第四章

第五章



主要是作者一生的回顾与总结，从作者的经历中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独特的保育理论是怎样形成

与发展的。

第六章 主要阐述了教育实践的深化与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师的专业性要从“关注孩子的活动过程，就必须

要与孩子共有活动的过程，让自己的心与孩子的心

同频共振”这一点做起。

第七章



感 悟



书中提到：“幼儿园应该是每个幼儿开始自身生活，伸展个性的舞台，是幼儿与同

伴及教师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的场所。幼儿园应该负有人性化和生活化。”“教育”给

人的感觉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是施教者向被施教者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过程；而

“生活”是一种人生常态，与“教育”相比显得自然而轻松了许多。试想，如果把幼儿

教育看作是与幼儿的共同生活，一下子就会变得那么愉快而简单。在生活中教师与幼儿

是共同生活的伙伴，是相互交流的对象。不知不觉中，彼此之间的距离似乎变得近在咫

尺，那么平等，那么温馨。于是教师内心原有的功利性教育意识顿时减少了，与孩子

相处的心态会变得愉快而平和。随之，我们会更多地思考如何营造生活化的

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书中所讲述的“幼儿期的学习即

生活，幼儿在实际活动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甚至在争执中、冲突中

也在学习，在此过程中幼儿更好地了解了对方，也认识了自己。他们

用全身心来投入学习，通过不断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而逐渐地成长

与进步。”生活是多维的，幼儿能够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全身心地

投入进去，在不知不觉的主动参与中获得各方面的提高。

一、幼儿园是幼儿与同伴、教师共同生活的场所



无论怎样的观点，师与幼之间教与被教的基本要求是毋庸置疑的。

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引导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个性品质获得良好的发展。

“只有在师幼互相信赖的关系中，幼儿才能够改变自我，形成自我认识，

自我发展的能力。”主动学习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幼儿对教师的信赖是

主动学习的前提。于是，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怎样博取幼儿的信赖。在

此过程中，教师自身对幼儿的信赖显得尤为重要，相信幼儿的能力、

相信幼儿的主动学习、相信幼儿在自主活动中悄无声息的成长。“教师应该激发

幼儿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幼儿体验到自主经营生活的快乐。” 书中提到了适合幼

儿期的三类生活：“由师幼间信赖关系支撑的生活；幼儿基于自己的兴趣与关心，并能够

获得直接体验的生活；与同伴的互动而开展的生活。”这就是教师在师幼互动中所应承担

的责任，在博取幼儿信赖的基础上，以多样化的方式激发幼儿主动活动的热情。

二、师幼互动应该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进行



环境创设是幼儿园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条件与具体的操作策略。

所谓通过环境进行教育，其实就是教师以环境为手段，让幼儿去实现

自己的教育意图。环境包含人文环境与物质环境，包括活动室内外的

静止环境与动态环境，不容忽视的是教师自身也是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创设与幼儿发展相适应的环境设置，与幼儿经验和

活动相吻合的环境设置，并致力于培养幼儿创造环境的能力。

从这段文中我得到了诸多启示：环境是属于幼儿的，必须站在幼儿的角度考虑问题；

创设能够与幼儿互动的环境，给幼儿提供刺激的环境；诱发幼儿主动探索，促进幼儿开

展活动的环境；培养幼儿保护环境的意识与创造环境的能力。文中的例子让我发现，环

境必须具有与幼儿之间的互动性，如今的墙饰设计，不仅仅局限于装饰或展示幼儿作品，

更多的是引导幼儿乐意去主动关注，并通过墙面的呈现，传递给幼儿各种信息。在创设

活动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区角的设置，注意区角中的游戏材料是否具有与

幼儿之间的互动性。

三、创设良好的活动环境促进幼儿的发展



总之，从该书中，感受到了幼儿

教师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感受到在幼

教事业的路途中有了更多的探索空间。

我们明白，一切的探索研究都归于教

师的一颗爱孩子、接纳孩子的心，有

了这一前提，一切都会变得非常愉悦。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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