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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教育纲要》是指引幼儿园设计、组织与实施教育活动的纲领性

文件。日本自1956年颁布《幼儿园教育纲要》以来，历时六十余年，先后对《幼儿园教

育纲要》进行了五次修订。以2017年日本对《幼儿园教育纲要》进行的第五次修订为

核心，从历史的视角对《幼儿园教育纲要》的修订做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不仅可以描绘

日本幼儿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还可以总结日本幼儿园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态势：从纵向看，更加强调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连续性；从横向看，日益强化幼

儿教育的一体化与同步性；从功能看，不断充实幼儿园临时保育与育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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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了新修订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历时一年

时间，将于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这是日本为了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五次

修订《幼儿园教育纲要》，为了更好地把握《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五次修订的精神实质，

有必要对《幼儿园教育纲要》前四次的修订做一下简要的回顾。

一、日本《幼儿园教育纲要》前四次修订的历史轨迹

1947年，日本《学校教育法》颁布，确立了幼儿园在学校教育机构中的地位。1948
年 3月，作为引领二战后新幼儿教育方向的国家纲领性文件《保育纲要》正式颁布实

施。［1］《保育纲要》是由国家编制的日本第一部学前教育大纲。《保育纲要》规定了12个
项目的活动：参观、律动、休息、自由游戏、音乐、谈话、绘画、制作、观察自然、游戏、健

康教育、节日活动，开启了日本学前教育的“保育12项目时代”。1948年9月，为了修

正《保育纲要》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幼儿愉快体验的系统性与计划性等问题，［2］文部省

-- 105



成立了“保育纲要修订委员会”，对《保育纲要》进行全面修订，并于1956年颁布了《幼

儿园教育纲要》。《幼儿园教育纲要》具有以下特征：1）关于幼儿园的保育内容，要求与

小学保持连续性与一贯性；2）将幼儿园教育目标具体化，以便于制订指导计划；3）明

确了幼儿园教育的指导要点与注意事项。《幼儿园教育纲要》与《保育纲要》的重要区

别是将《保育纲要》规定的“12项目”改为“六领域”，六领域包括：健康、社会、自然、语

言、音乐、绘画。“领域”概念的导入，其用意在于试图把握幼儿生活的独特样态，也就

是说，幼儿具体的生活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上六个领域。［3］把幼儿的生活经验划分为六

个领域，便于教师制订指导计划并组织实施相关的教育活动，六领域归根到底只是六

个“经验群”，与中小学的“科目”（分科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幼儿园教育纲要》的制

订与实施，意味着日本幼儿园教育开始重视幼儿的经验与体验，幼儿有意义的经验的

获得成为幼儿园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一次修订

1961年，伴随着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指导纲要》的修订，以及为了应对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文部省在“教材等调查研究会”下设立了幼儿园小委员会，开始着手对

《幼儿园教育纲要》进行第一次修订。1962年，该委员会对“教育课程审议会”的咨询

进行了回应，［4］在提交的咨询报告中指出：《幼儿园教育纲要》所规定的六个领域，在实

际实施过程中，许多幼儿园将“领域”与小学的“学科”相对应，出现了“学科主义”的倾

向，片面强调保教内容的系统性。修订后的《幼儿园教育纲要》于1964年颁布实施，此

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五点：1）明确幼儿园教育的意义与其独特性，确立幼儿园

教育的根本特征是“通过环境进行教育”；［5］2）精选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明示指

导上的注意事项；3）要求幼儿园教育应与家庭教育相结合；4）关于幼儿园教育日数，

原则上以220日以上为宜。同时，关于一日的教育时间，以4小时为基准，应考虑幼儿

身心发展水平以及季节的变化；5）公示了幼儿园课程的基准，以提升幼儿园教育水

平。《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一次修订，从保育内容来看，在延续了六领域的基础上，详

细地列出了共计137条具体的领域活动目标；从保育方法来看，主要强调以集体主义

为特色的集体教学，呈现出活动主义的倾向。［6］

（二）《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二次修订

1987年，文部省接受教育课程审议会提交的《关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教

育课程基准改善》的咨询报告，开始全面修订《幼儿园教育纲要》，这是时隔25年之后

的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幼儿期的特性

为基础，通过环境进行教育”。［7］也就是说，与以往强调的通过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进行

保育活动的观念不同，现在强调通过创设教育环境，使幼儿自发、自主地产生与环境

互动的主体性活动。如果说1964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强调活动，具有“活动主

义”倾向，未能摆脱教师的主导作用的话，那么，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则倡

导以幼儿为中心，通过幼儿自身的主体性活动，来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具体来说，

此次修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明确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特质；2）应对社会变

化，重新审视教育内容；3）改善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4）改进领域的编成。［8］

No.8，2018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Vol.45 General No.338

-- 106



《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二次修订，从保育内容来看，将原来的“六领域”改为“五

领域”：健康、人际关系（原为社会）、环境（原为自然）、语言、表现（原为音乐、绘画）；从

保育方法来看，将体现具体教育目标的“活动目标”与为达成“活动目标”的教师“指导

内容”相区分并加以明示。《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二次修订的要点在于强调幼儿园教育

是“通过环境来进行教育”，倡导以幼儿的主体性活动为核心，教师只是提供适宜的援

助。

（三）《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三次修订

1997年 11月，教育课程审议会公布了《关于应对时代变化今后幼儿园教育的方

向》的咨询报告，1998年 7月，教育课程审议会又提交了《关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盲校·聋校以及养护学校的教育课程基准改善》的咨询报告，基于这两个咨询报

告，文部省在1998年颁布了第三次修订后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并于2000年开始正

式实施。此次修订的重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9］1）进一步充实幼儿园教育的基本

理念，即通过以游戏为中心的生活，开展适应每个幼儿的综合性指导；2）进一步明确

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为了确保幼儿主体性活动的实现，教师的基本作用是基于对幼儿

的理解而创设有目的的教育环境，并对幼儿的游戏活动进行适宜的组织指导；3）为了

促进幼儿通过丰富的生活体验来充实自身，并培养生存能力的根基，改善活动目标与

活动内容；4）从强调与小学衔接的观点转向与小学保持生活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的观

点；5）为了应对少子化以及家庭与社会要求的多样化，必须加深幼儿园与家庭、社区

的连携，积极开展育儿援助，并推进幼儿园运营活动的弹性化，如实施临时保育等。

《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三次修订，在保育内容方面，延续了1989年颁布的《幼儿

园教育纲要》的基本方针，即倡导通过环境进行教育，坚持以游戏为中心的教育原则；

在保育方法方面，针对一些幼儿园对原纲要关于“通过环境进行教育”这一理念的误

解而产生的教师放任自流的倾向，提出了“有计划的环境构成”与“教师的援助作用”

的要求，强调幼儿活动的主体性只有通过教师的援助才能够得以实现。［10］

《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三次修订与第二次修订的不同点在于，文部省在接受中央

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的基础上，基于“培养生存能力”这一幼儿园与小学保持一致的

教育基本方针，将游戏置于幼儿期教育的中心，并明确了小学以上年段所指向的“培

养自立性”的教育基础根基于幼儿教育。此外，此次修订确定实施“临时保育”。［11］

（四）《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

2005年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应文部科学大臣的要求，开展了为了充实面向21世
纪的儿童的教育，对包括教师素质能力提升以及教育条件改善在内国家整体课程基

准的重新检视的审议。2006年和 2007年，《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均进行修

订，日本的学校教育（包括幼儿园教育）进行了六十年以来大的改革与调整，［12］在此背

景下，文部科学省开始了《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工作，修订后的《幼儿园教

育纲要》于 2008年颁布，并于 2009年开始全面实施。此次修订确立了幼儿教育处于

义务教育的基础地位，修订的基本方针主要包括两点：1）为了应对近年来儿童成长的

变化以及社会的变化，为了确保儿童学习与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幼儿在园生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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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生活的连续性，幼儿园教育应通过有计划的环境创设来促进幼儿的健全发展；2）
进一步明确了“育儿援助”与“临时保育”等教育活动的内容及其意义，并规定幼儿园

教育时间以外的教育活动（如临时保育）亦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在保育内容方面，五领域与原有纲要保持一

致，但是以2005年制定的《食育基本法》为依据，在健康领域增加了食育方面的项目；

在保育方法方面，强调幼儿期的教育是小学之后的一切教育的基础，必须在充分考虑

与家庭、小学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开展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此外，此次纲要修订，开

始全面推行“临时保育”。

二、日本《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五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的生活状况不断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儿童成人后将面

临许多未知的课题与挑战，幼儿教育为此应做出回应。在便捷的现代社会，儿童缺乏

必要的生活体验，幼儿教育的功能需要扩大。面向未来，需要思考何为幼儿期必备的

能力。近年来，被称之为情感能力·非智力因素的忍耐力、自我控制力、自尊心等日益

受到重视，研究表明，幼儿时期这些能力的差异导致成人后生活的巨大差异。从2015
年开始推行的《儿童·育儿援助新制度》也要求幼儿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鉴于以上

种种原因，文部科学省进行了《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五次修订工作。［13］

新修订的《幼儿园教育纲要》总体框架不变，仍由三大模块构成：第一章总则，第

二章目标与内容，第三章教育课程结束后的教育活动等的有关注意事项。只是第一

章总则部分有重大变化，原来的总则部分只包括三项内容：1）幼儿园的本质；2）教育

课程的编制；3）教育课程结束后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修订后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又

新增了四个部分的内容：1）幼儿园教育应培养的素质·能力与幼儿入学前应达到的理

想状态；2）幼儿园指导计划的制定与基于幼儿理解的评价；3）对于有特殊需要幼儿的

指导；4）幼儿园运营的注意事项。下面，对这四部分新增的内容加以简要的介绍。

（一）幼儿园教育应培养的素质、能力与幼儿入学前应达到的理想状态

“幼儿园教育应培养的素质、能力与幼儿入学前应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此次纲要

修订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亮点。这部分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支柱与十项目标”。

1.三大支柱

（1）知识与技能的基础：通过丰富的体验，感知、注意、理解、达成等；（2）思考力、

判断力、表现力等的基础：运用已有的知识技能，思考、尝试、钻研、表现等；（3）学习

力、社会性等：基于情感、意欲、态度的养成，经营美好生活的能力。这三大支柱在中

小学表述为：（1）知识与技能；（2）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3）学习力、社会性等。

其中，“学习力”是指以情意为核心的学习意欲与意志力等。［14］三大支柱贯穿于幼儿园

教育、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这体现了纵向发展的连续性，其依据之一是儿童发展的

内在连续性与统一性。三大支柱同时也具体实现于五大领域的教育活动之中。在丰

富的游戏活动与日常生活中，幼儿的三大素质、能力得以养成与发展。

No.8，2018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Vol.45 General No.338

-- 108



2.十项目标

十项目标紧密围绕三大支柱，是幼儿期发展的终结性目标，其核心是三大支柱。

十项目标具体内容为：（1）健康的心与身；（2）自立心；（3）合作性；（4）道德性、规范意

识的萌芽；（5）与社会生活的关联；（6）思考力的萌芽；（7）与自然的关联、尊重生命；

（8）对数量与图形、标识与文字等的兴趣与感知；（9）借助语言的交流；（10）丰富的感

性与表现。三大支柱是幼儿园课程设计与组织实施的重要依托，也是幼小衔接工作

的基点，而十项目标则是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需要共同明确的“幼儿入学前应达到

的理想状态”，幼小衔接的顺利推进，重要的抓手就是三大支柱与十项目标。

（二）幼儿园指导计划的制定与基于幼儿理解的评价

关于指导计划的制定，在原来的《幼儿园教育纲要》中并没有单列，而是它把放到

了“教育课程结束后开展的教育活动等”这部分内容之中加以阐释。新修订的《幼儿

园教育纲要》增加了“基于幼儿理解的评价”这一内容，强调两点注意事项：（1）在教育

活动过程中开展对于幼儿发展的过程性评价，要充分地挖掘每一位幼儿的优长与潜

能，并据此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切忌将某幼儿与其他幼儿进行横向比较，或基于某一

特定的目标对幼儿进行评价；（2）应在提高评价的信度与效度方面下功夫，并将评价

的相关内容与小学做好相应的衔接。

（三）对于有特殊需要幼儿的指导

1.对于残障幼儿等的指导

对于残障幼儿等的指导，此次修订在过去提出的幼儿园应给予特殊的教育指导

与援助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强调幼儿园应加强与家庭、社区、以及医疗、福

利、保健等相关机构的合作，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与援助计划，携手促进残障儿童

的健康发展。

2.从海外归国的幼儿以及习得生活必需的日语存在困难的幼儿的生活适应

此次修订，回应了国际化时代、地球村时代所带来的课题，对于“从海外归国的幼

儿”以及“习得生活必需的日语存在困难的幼儿”这两部分特殊群体的幼儿的生活适

应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要求幼儿园教师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提供特殊

的指导与帮助。

（四）幼儿园运营的注意事项

新修订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将“幼儿园运营的注意事项”单独列出，突出强调以

下两个方面新增的内容：一是各幼儿园应在园长的治园方略指引下，每位教师在承担

不同职责的同时能够相互合作，不断改善教育课程与教育活动。幼儿园实施的校园

评价应以幼儿园教育课程的编制、实施、改善等为核心而展开；二是幼儿园不仅要加

强园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要加强与保育所、幼保连携型认定儿童园、小学、初中、

高中以及特殊学校等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为了促进幼小衔接的顺畅推进，应积极

创设条件让幼儿与小学生之间有相互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应创设条件让有残障的幼

儿与有残障的小学生之间有相互交流、共同学习的机会，培养他们养成彼此尊重、协

同生活的良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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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五次修订，在保育内容方面，五领域的目标内容、指导要

点等基本上与原纲要一致，只是特别强调五领域目标要以“幼儿园教育应培养的素

质、能力与幼儿入学前应达到的理想状态”即三大支柱与十项目标为基准；在保育方

法方面，进一步强化通过以幼儿自主游戏为中心开展综合性的指导，要求教师以理解

者、共同作业者的角色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学习与发展。日本二战后几十年间幼儿园

保育的方法，经历了“从生活主义到学科主义再到教师主导的活动主义，最后到（教师

援助下的）幼儿的主体性活动”的历史变迁。［15］

三、日本幼儿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态势

从历史的视角纵观日本《幼儿园教育纲要》的五次修订，特别是以《幼儿园教育纲

要》的第五次修订为核心，可以看出日本幼儿园教育改革与发展呈现出的新态势。

（一）从纵向看，更加强调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连续性

1956年，文部省首次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就要求幼儿园与小学保持连续性

与一贯性；2000年开始实施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强调幼儿园与小学保持生活的一致

性与连续性的观点。2007年 6月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的教育目标

是为义务教育及其后继教育奠定基础。从教育的目的、目标来看，无论是《学校教育

法》还是《教育基本法》都体现了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16］从2009
年开始实施的《保育所保育指南》和《幼儿园教育纲要》均把与小学的衔接问题作为主

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小学学习指导纲要》也明确指出：小学应当与保育园、幼儿园

有机衔接（从此，日本幼小衔接明确地扩展为保幼小的衔接）。为了促进保幼小的衔

接，2009年3月，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共同制作了《保育所、幼儿园与小学衔接案

例集》，介绍推广了各地的先进经验。［17］

第五次修订《幼儿园教育纲要》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幼儿园在与家庭保持密

切连结关系的基础上，与小学以后的学校教育乃至终身学习具有紧密的衔接”。［18］

2016年 5月，中央教育审议会下设的教育课程委员会与幼儿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中期

研究报告指出：以贯穿中小幼的“素质、能力的三大支柱”为基础，幼儿园教育应培养

的三大素质、能力为：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等的基础；学习力、

社会性等。到5岁入学前幼儿园教育的成果应与小学共通、共享，具体说来包括十个

方面的内容：（1）健康的心与身；（2）自立心；（3）合作性；（4）道德性、规范意识的萌芽；

（5）与社会生活的关联；（6）思考力的萌芽；（7）与自然的关联、尊重生命；（8）对数量与

图形、标识与文字等的兴趣·感知；（9）借助语言的交流；（10）丰富的感性与表现。［19］

“三大支柱与十项目标”不仅是《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五次修订的一个重点和亮点，也

是日本长期以来重视幼小衔接的一个集中体现。

（二）从横向看，日益强化幼儿教育的一体化与同步性

幼儿教育的一体化主要是指相关幼教机构（幼儿园、保育所、认定儿童园等）之间

密切的关联性，幼儿教育的同步性主要是指幼儿园、家庭、社区等影响幼儿发展的各

No.8，2018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Vol.45 General No.338

-- 110



社会因素形成合力。《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五次修订，与《保育所保育指南》、《幼保连

携型认定儿童园教育、保育纲要》的修订同步进行，一方面强调不同保教机构之间的

相互关联性，另一方面，强调幼儿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2000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关于少子化与教育》的报告中指出：应把家庭、社区

作为幼儿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树立幼儿教育的整体观念，幼儿园要充分挖掘与整合

全社会的儿童教育资源。［20］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幼儿园教育纲要》，突出强调

幼儿园应该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使幼儿获得丰富的生活体验。这意味着打破了长

期以来将幼儿园教育局限于园内的教育活动的狭隘认识，将幼儿园教育拓展为由教

师、家长、社区人士等组成的教育共同体来完成的活动。［21］200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

向文部科学大臣提交的咨询报告中指出幼儿教育今后发展的两个方向之一是：幼儿

园等机构、家庭、社区三方力量共同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详见图1［22］）。

图1 幼儿园等机构、家庭、社区协同推进幼儿教育

《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和第五次修订，都秉持着举全社会的力量来充

实发展幼儿教育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五次修订，基于对特殊

儿童高度关注的立场，强调幼儿园应加强与家庭、社区以及医疗、福利、保健等相关机

构的合作，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与援助计划，携手促进残障儿童的健康发展。

（三）从功能看，不断充实幼儿园临时保育与育儿援助

无论是临时保育还是育儿援助，都是幼儿园教育功能的延展与扩大。为了应对

少子化以及家庭与社会要求的多样化，《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三次修订确立实施临

时保育。《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开始全面推行临时保育。临时保育虽然是

幼儿园正式教育活动时间之外开展的临时性保育，但是，文部科学省要求幼儿园要将

临时保育纳入到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系统中来，整体设计与组织实施。《幼儿园教育纲

要》的第五次修订，要求幼儿园在实施临时保育等教育活动时，应激活社区丰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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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以使幼儿获得丰富的生活体验。

早在1998年，文部省就指定一些地区开展了幼儿园育儿援助活动。［23］2003年，基

于《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和《儿童福利法》，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推进育儿援助

事业。［24］第四次修订的《幼儿园教育纲要》第三章第八条规定：“幼儿园与家庭的联携，

应该通过创设与家长交流信息的机会，来提升家长对幼儿期的认识。”［25］为了保障育

儿援助的质量，2007年8月，文部科学省与独立行政法人教师研修中心共同开展了以

幼儿园的教师、保育所的保育员、教育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为对象的“育儿援助指导

者培训”项目。［26］201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明示了幼儿园育儿援助的五大功能：1）促进

儿童的发展；2）丰富儿童的游戏经验；3）家长分享育儿的喜悦；4）家长交流育儿的困

惑与经验；5）构建社区人际交流网络。［27］2014年各都道府县审议的第四个议题就是如

何对有特殊需要的幼儿给予特殊的援助，以及如何加强幼儿园与家庭、医疗机构、社

会福利机构等的连携。［28］可见，幼儿园育儿援助的对象由普通儿童扩展到特殊儿童，

意味着育儿援助内容日益丰富充实，也体现了教育起点的公平性。

《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三次修订就提出必须加深幼儿园与家庭的连携，积极开

展育儿援助，《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四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育儿援助的内容及其意

义，《幼儿园教育纲要》的第五次修订，又进一步强调幼儿园应该与家庭紧密合作，同

时要连携心理与保健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在社区中富有育儿经验的人员，［29］共同做

好育儿援助工作。日本《幼儿园教育纲要》的五次修订，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又

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伴随着《幼儿园教育纲要》的一次次修订，日本的幼儿园教育

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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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mplemented in Japan in 2018

—Based on the Five Revisions of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Japan
WANG Xiaoying，LIU Siyuan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the

design，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1956，Japan has made five
revisions to the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uccessively in more than sixty
years. Centering on the fifth revision of the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y Ja⁃
pan in 2017，to mak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summary of the revisions of 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can not only depict the historical
route of Japanes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but also look into its new
trends. Vertically speaking，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horizontally speaking，the integr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of pre⁃
school education are strengthened increasingly；functionally speaking，the work of kinder⁃
garten temporary care and child care assistance is getting enriched and improved constantly.

Key Words：Japan；View Directions of Preschool Education；five revisions；new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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