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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并茂”：幼儿需要的阳光教育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张向葵  
 

  本文所说三性”是指“天性、心性和个性”。天性指自然对人发展的规定性，也是人身上的

自然属性。心性是指自我本真、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及其维持社会关系和谐的个人品质，即“真

性情”。个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阳光教育”，顾名思义，只有当每一个幼儿内在的幸

福感在早期建构达到完善之时，整个社会也就拥有了 阳光生命，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这
种社会环境再反哺个人内心，从而真正达到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就是“阳光教育”的本质。  
  要使这种阳光教育的本质在实践中得以彰显，首先要将幼儿是否能获得幸福放在首位。教育

是指向人未来的事业，幼儿教育是这个事业的“启蒙工程”。那么，幼儿教育到底应该给孩子些

什么东西，让他们会受用终生？我们认为要给孩子们获得幸福体验的心理力量。孩子的幸福来自

于孩子的需要，而不是成人的需要。比如孩子喜欢玩水、玩泥巴等，这些活动能让他产生成人无

法替代的快乐与幸福体验。但成人却认为孩子所学知识越多越好、所练技能越强越好。钢琴、画

画、书法、舞蹈、外语等诸多学习就这样被家长灌输给了孩子。因此，我们提出“儿童第一”的

教育原则，即要求教育不以任何人的愿望与要求来取代儿童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将儿童的需要、

情感、快乐放在第一位，儿童成为教育的真正首席。其一，儿童的成长需要受到了尊重。人的需

要被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等等。而幼儿的每一层次的需要都有其特殊性。比

如，幼儿的生理需要就是一些吃喝拉撒的小事情，得不到及时满足就不高兴、不幸福。再如，每

个孩子都有集体归属需要，当孩子在班级独自讲故事时，需要来自小伙伴、教师的支持。如果不

能及时给予他掌声与鼓励，可能就会使他垂头丧气、感到失落。满足了孩子的这些需求，也就实

现了“儿童第一”的教育原则。其二，儿童活动的方式受到了尊重。在整个幼儿时期，游戏是他

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孩子们的好奇心、好问心、爱创新、爱动脑筋的习惯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孩子在游戏中学会了遵守游戏规则、分担责任、克服困难、谦让合作。随着孩子们在游

戏活动中社会知识、心理知识的增多与丰富，其各种心理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积极适应他人、适

应集体、适应任务要求的心理品质也逐渐发展起来。  
  其次，在阳光教育中，天性、心性与个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天性是阳光教育的基石，是人

发展的内在潜力与前提。心性是天性的外延，是阳光教育的内核。即是在“人之初，性本善”的

天性基础上，通过内心的不断丰富、调节、修正来完善自我，从而形成生命中所有美德的自我认

识、自我反思、自我监控与评价。而个性，则是前两者获得与展示的载体，是阳光教育的象征。

因此，“三性并茂”的阳光教育，就是让幼儿在葆有天性的基础上，从心性的和谐发展中寻找符

合个性特征的生命平衡点。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培养的幼儿，天性才能自然纯正、心性才能敏锐明

利、个性才能和谐健康。也就是说，“三性并茂”的阳光教育是人性和谐统一的教育。  
  那么，如何进行“三性并茂”的阳光教育呢？  
  其一，葆有天性。天性是指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潜能。因此，正确权衡天性与教养在儿童发

展中的关系，是培养幼儿各种能力的关键。为此，要尊重与遵循并重。所谓尊重，就是要认同幼

儿的先天属性。教育者不要永远指挥幼儿的双手，否则他们的头脑将变得无用、愚钝、僵化。“遵

循”是指教育应当遵循孩子的“语言”，顺应孩子金子一般珍贵的好奇心，而不应轻易打压。遵

循并不是完全地放任，而是在顺应的前提下适当地引导，充分利用周围的有利条件，培养心智能

力结构的张力。因此，教育工作者要理解幼儿，在掌握幼儿不同阶段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观察幼

儿的情绪与行为。这样就会发现，原本在你眼里幼儿所犯的错误，其实是你对幼儿的误读；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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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眼里幼儿那么幼稚、可笑的行为，其实是这个阶段的幼儿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要使天性与

教养互动。尊重幼儿的天性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以正确的引导为前提。在葆有天性的同时，

注重对幼儿的教养。这就是所谓的“互动”模式：天性决定教养的方式，教养诱发天性的发展与

成熟。正确的教养应该没有刻意雕琢修饰的痕迹，而是在清新自然中得以实现。对天性的顺应其

实就是对生命的呵护，学习的目的是让幼儿发现自己的潜能，而不是“牺牲”天性。  
  其二，启蒙心性。我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心性”衍生出“德行”，而德行是一个人品格的

保障。使幼儿从小就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应该从“心性”抓起。在天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幼

儿的“精神家园”应该随之建立。幼儿的精神世界是需要启蒙的火炬点亮的，启蒙儿童心性的智

慧火炬有两把：道德与知识。  
  其三，注重个性。培养个性要把握“度”。可以说，个性是孩子天性和心性的结合与升华。

因为天性的纯朴所以让生命变得多彩，因为心性的端正所以让生命保持纯洁，而这二者结合，恰

恰就是一个孩子的个性。个性的正确培养，关键是一个“度”字。并不是所有的个性都有利于幼

儿成长，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正确引导，促进幼儿的个性在有利、合理的范围内健康发展。培

养个性强调磨练。家长的溺爱及教师的限制不仅阻碍了幼儿的个性发展，影响了他们的想象力、

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而且还容易养成“依赖”和“恃宠而娇”的性格。因此，

要想让幼儿的个性健康，就要让幼儿学会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独立行动。幼儿只有

经历过生活，才能在生活的过程中磨练出自己的性格。家长与教师要做的，就是在适当的范围内

给幼儿自由，让他们运用先天的敏感和后天所学的知识去认识身边的世界。培养个性要以尊重为

本。针对每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实行尊重差异、尊重需要、尊重习惯、尊重表现、尊重错误的“五

尊重”教育。尊重错误，即不要将孩子原本的顽皮、淘气或天性误解为错误，而是要以孩子的年

龄为起点看待孩子的错误。  
  幼儿的生命，正是早上那一缕和煦的阳光。“三性并茂”是对生命的奠基，“阳光教育”是对

幼儿的承诺。以天性的纯真让幼儿释放本真，以心性的高尚让幼儿明辨是非，以个性的独特让幼

儿飞扬神采，这就是“三性并茂”的教育所应该带给幼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