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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是在美国著名学者托宾1987年发表的《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书基础
上所做的新研究。《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是国际上有关学前教育的一本名著，被学术界广泛推崇，
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学前教育之间的关系。《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研究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
、美国和日本三种文化下学前教育的异同，提出了学前教育对文化关注的诉求。这是一本会引起学术
界和教育实践界强烈反响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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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非常偶然地拿到了这本书，一下子被标题和素雅的书面装帧所吸引。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
书。跨文化研究和早期教育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而这本书很独特地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除了进行
三种文化中幼儿园的跨文化比较之外，在近二十年后重新回到三所幼儿园，将2002/03年与1984/85的纵
向对比，并且补充了每种文化中另一所代表新的发展趋势的幼儿园进行同一文化中的横向比较。这样
三种维度的对比，让这本书的内容变得很丰富。以幼儿教育作为切入点，这本人类学的研究论文，核
心主旨是要阐明文化在早期教育中的反映以及对早期教育的影响。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章节安排中的
“中、日、美”的顺序，是出于民族志研究旨在使陌生、新奇的事物变熟悉，熟悉的事物变陌生，所
以我特地调转了顺序，按照“美、日、中”的顺序来阅读的。可是阅读中却意外地发现，美国的幼儿
园令我感到很熟悉，真正令我感到陌生和新奇的是日本幼儿园。这令我反思，我接受的这些精神分析
、心理咨询、促进儿童成长的理念和工作方法背后的美国 （西方）文化背景，尊重儿童，自由，独立
，鼓励表达，这些东西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个人价值观的一部分，也许反过来让我在和本地的来访
者工作的时候，反而会让他们对我秉持的理念感到陌生和新奇。另一方面，我如此钟爱精神分析的理
念及其背后的这些原则，也是对我成长中的创伤和束缚的一种反叛和挣脱。而这个挣脱与反叛的过程
，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批评性和不断改进以求自我完善的价值观。美国部分：圣提摩西儿童中
心让我感觉很自在，特别是小班制，老师会和个别孩子有很多互动，活动有很多选择，老师会帮助孩
子完成自己的愿望，孩子有较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学是体验式的，比较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特征。
感觉有点不舒服的是老师对孩子之间冲突的处理有点过快过急，没有给到小朋友自己去理解和思考自
己行为及其后果的空间。后文讲到美国是个诉讼社会，老师对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对父母承担的责任很
有焦虑。阿尔罕布拉幼儿园让我感到有些混乱，有压迫感。正如作者所说，不同的人的一天是不同的
，每个班是半天两个半小时，可以还有日托中心，孩子会在那儿呆10个小时，而老师需要带上下午两
个班，孩子们需要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照顾者之间转来转去。幼儿园在两种体系，两种经济支持来源
，和两种冲突的理念的拉扯下，艰难地寻找平衡。带班老师和院长之间也呈现了类似的冲突。让我很
诧异的是，一直被中国幼教专家奉为先进理念的儿童为中心的，游戏式的教学，在美国正受到适应未
来学业要求，给学生更多认知教育的压力的冲击。美国部分的文化背景讨论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做选
择。对于老师不断地问 “我们有ABC可以选，你要选哪个”, 我感到略有些不舒服，我觉得这是一种
快餐文化，消费主义，虚假肤浅的带有操纵性的自由，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被提供的。选择往往基于
一种功利式的比较，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浮现出来的声音。这和日本幼儿园那种自由有很大的不同。
我甚至觉得，正是选择制造了分裂，左派还是右派，发展适宜性教学还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发展幼
教还是支持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选择是非此即彼的，排除了灵活性和模糊性。美国人是个快速反应
、行动化的民族，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为自己做选择。有时候一个选项是限量供应的，“角区只能
有4个孩子玩”，抢完就没了。选择也必然意味着放弃和丧失。美国的孩子在生命的早期就不得不面
对这些选择及其后果。这让我深深思考，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基础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日本部分
：我很震惊地发现我对日本文化多么缺乏了解。我在想，自己虽然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极端仇日者，但
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对日本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和拒绝，这是未经检验、缺乏理解基础上的拒绝。
也许这种拒绝了解，基于一种深深的恐惧。为了防御恐惧，我对日本文化显得漠不关心，对于一些道
听途说的了解，比如色情泛滥感到厌恶。我一直很主观地认为，同为东方文化，而且日本文化是从中
国传过去的，所以，我们的文化是很接近的。但我发现自己错了。比如集体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
是把大家都变得没有自己，混于人群中，和别人一样。而日本的集体主义，是在群体中和谐相处。日
本的幼教老师采取的无为而治，安静等待，给孩子更多相处和自己探索人际互动的空间给我很大的触
动。孩子需要学习成为集体的一员，学会理解别人的非语言信息，学会人际互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
绪和愿望，这和中国社会中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个性和愿望，有相当的不同。有着滑梯和竖梯的两层
楼的真荼香幼稚园，以及突出多线条流动和无序自发的那个精心设计的空间，让我非常神往。我感觉
到自然和安宁，给予孩子充分的包容和自由，这恰恰跟老师处理孩子冲突的理念是一致的。大孩子带
小孩子，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日本是个安静有序的民族，也许正和这些充分的空间和信任，而不
是过度保护有关。反过来，日本的幼教工作者非常震惊于美国和中国幼儿园对表达的强调，日本的孩
子更被看重的是同情和理解他人情绪和非言语信号的能力。中国部分：这部分文本的开篇就呈现了比
较优劣，批评和担心不够好的羞耻感这一主题：作者提到很多看到1985年录像的中国观众批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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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择更好的幼儿园，大观幼儿园不能代表中国。而对新的大观幼儿园的描述同样也直接激起了我
的羞耻感和批评，当我看到文中描述的五层的教学楼，各种先进的设备，我联想到日本真荼香幼稚园
可爱的充满童趣的两层楼建筑，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个楼更像一个学校，是给大孩子准
备的，我们并没有把孩子真的当做孩子，而是从成人的世界去投射孩子的需要。上海思南路幼儿园相
当尊重孩子，给孩子发挥的空间。我读这段的时候感受是很正面的。所以我很诧异其他国家的幼教工
作者提出对儿童互相批评的不安。他们说在美国，不会有这些评判性东西，在日本，孩子会自我批评
，但不会让孩子批评他人，他们都很担心这个年龄孩子脆弱的自尊。而中国老师说的很有意思，如果
老师批评，孩子会受不了，但孩子批评的话就不会，因为孩子的视角是典型的儿童思维方式。我在看
这段时也没有感觉不安和自尊受挫，因为老师不仅允许批评，还要去提出理由。我似乎完全认同了这
家上海示范园的教学模式。不过我在反思中国这种不断地比较挑剔，精益求精，在中国幼儿工作者的
访谈中，比较高下，进步之类的话语反复出现。在我学习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不断觉察到中国人思维
中根深蒂固的“。。。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重点在后面的“但是”，前面只是虚晃一
枪。我们很难无条件地欣赏和接纳他人，同样当有人暴露他的脆弱时，我们也很容易投射羞耻感，并
急于抹去对方不舒服的感觉。对于文化差异的理解，让我更理解自己这个部分。但反过来，我也在想
，避免批评是否意味着真的没有批评，美国和日本老师对于批评的不安，也许意味着一种分裂和投射
，特别是当美国老师提出这个年龄孩子自尊很脆弱的时候。我想起Carolyn在理论课上讲羞耻感，讲到
中国文化中会用羞耻感来塑造孩子的道德感，她突然感到不安和羞耻，说美国人过于傲慢，是另一个
极端。傲慢和自恋，是对于羞耻感的防御，我认同这点。另外一个让我感到诧异的部分，是其他国家
老师对于思南路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商业化内容的批评，这似乎也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而我在读这段的
时候是浑然不觉的。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已经像个小大人不断地去
适应各种商业场所了。我猜想，在日本和美国，似乎父母把孩子保护的更好，避免让孩子过早地接触
到这个部分，也许这些内容很少是父母生活的核心，而在中国，商业化的主题，适应社会，社会成功
，是父母关心的核心议题，所以，孩子过早地社会化了，而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中国篇后面长达数十
页的对早教改革的讨论让我看的昏昏欲睡。如果说美国的早教改革充满了分离、冲突和拉扯，中国这
段让我体验到的核心感受是迷茫和混乱。老师充满了无助感，感觉新的早教纲要难以理解或者无法实
施，老师们缺乏技能去达到他们被要求的任务，所以这变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这种情绪状态事
实上是我们这个文化中很典型的状态。从法律法规，到单位的规章制度，到学校和父母的要求，我们
习惯的做法是提出一个非常理想的高标准要求，却从来缺乏怎样实现的操作细节。这恰恰体现了作为
权威和父母自身的无助感，只是把压力加给下属和孩子，而无力去帮助他们达到目标。这通篇的讨论
之所以让我昏昏欲睡，恰恰是因为这些讨论本身也非常地抽象而不是在具体怎么做的层面，充斥着情
绪化的迷茫和无助感。这种感受除了让人消极怠工，能量被消耗之外，很难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这
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文化议题，就是每个社会都会在全球化现代化和保持传统之间来回摆荡寻
找平衡。就算基于同样的理论基础，每个社会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内隐的文化背景指导着幼儿园的管
理，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交流碰撞之后，每个人都改变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
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了一样的人，我们永远都是自己，文化也是一样。之前北京的团体动力大会，给
我的感触是，在交流中看到自己，可能比学习他人更为重要。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
是变成别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根深蒂固的比较和求好之心又来了。拉拉杂杂写了那么
多，我想这篇不怎么系统而又有很多个人化感受和评论的文章贴出去，可能会招来很多的争议。不过
，作为一个习惯于用自己的感受去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我想从情绪感受的角度简单总结下我的读后感
：美国篇中我体会到的核心情绪状态是一方面自由有活力，另一方面也分裂、冲突、拉扯；日本篇中
的核心情绪状态是安静，被动，保守传统；中国篇的核心情绪状态一方面是积极努力向上，另一方面
是迷茫、混乱、无助。我感觉这些情绪状态其实反映了每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在面对当今这个复杂而快
速变化的时代的挑战时固有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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