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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本大藤学园有感——系列报道 2 

2015-08-03 川迪教育 

让人大吃一惊的自由活动 

听说过日本幼儿园课程比较少，没有什么教材课本，自由活动占了一天活动中的较大比例。我以为孩子们

的自由活动不过是类似于国内幼儿园的区域活动，孩子可以在本班的不同区域有秩序的进行活动。而现实

却是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的玩堪称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全园孩子不分班级、年龄。整个幼儿园里，

随处可见在各个角落里玩耍的孩子。想留在室内玩耍的孩子，可以去教学楼里的任何一个班级、图书室、

表演厅；想去户外玩耍的孩子，可以在操场上随意选择：骑小车、踩高跷、溜滑梯、玩球、玩沙，如果你

喜欢，甚至可以去爬树，我们看到有的孩子爬到树的高处，但身边却没有老师的保护，确切的说，任何活

动场所都没有老师刻意的看护与干涉，除非孩子靠近临近操场的马路，老师会进行提醒。整所幼儿园，到

处能看到孩子们的自主活动，孩子们是如此的自由自在，如此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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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游学活动，这个环节给我的震撼是最大的，使我感慨万千。反观我们国内幼儿园户外时，孩子们就没

有这么自由了。凡是有可能会受伤的活动，老师都不敢让孩子们玩儿，因为老师们太怕孩子会受伤了！ 

两国孩子在自由活动方面的巨大差别，让我们中国园长不仅迷惑：“孩子这么的自由活动，如果受伤，老

师怎么向家长交代呢？”大藤学园的园长说：“在日本，这不会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日本的家长们

认为，孩子来幼儿园，就是学习如何与小朋友相处的。孩子间的纠纷或打架是有利于孩子学习和体会人际

关系的，老师不会轻易去干涉，只有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干涉，事后再给孩子讲道理。至于孩子受伤

的问题，如果是幼儿园提供的玩具质量问题引起的，归幼儿园负责，其他方面引起的受伤，孩子要自己负

责任。受伤孩子的家长会向老师道歉，因为孩子淘气受伤，给老师添麻烦了。还有，日本的家长认为，孩

子不受伤，如何成长！” 

听了园长的话，我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试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幼教老师们，如果孩子不小心在园里受伤，则

要忐忑的度过这一天，直到向家长赔礼道歉，取得家长的谅解后，才能长舒一口气。 

处于这样的高压状态下工作，结果就是，户外活动也好，室内活动也罢，能少跑则少跑，能少动则少动。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这种安全，对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说，是福还是祸呢？ 

尊重生命，无意当中的注意力和秩序感 

来到大藤学园的第一天，正巧赶上园里进行消防演习。 

当警报声响起，老师带领孩子们排队，随后带领孩子们下楼梯，到操场上集合，全程很少听见老师用语言

提醒孩子不要出队，或提醒掉队的孩子跟上。神奇的是，所有孩子都很有秩序的来到操场集合，没有孩子

在此期间打闹或是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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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孩子在操场上都很专注的听老师和消防员讲解，几乎没有交头接耳或打闹成一团的现象。在整个消防

演习的真实性上，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一丝不苟。消防员会给小朋友真实演示用高压水枪灭火过程，然后请

小朋友穿上儿童版的消防员服来模仿操作，更令人敬佩的是在演习中，会真的在楼里释放烟雾，真实模拟

着火时的浓烟现场。听说他们的地震演习做的也很真实，会把孩子放到特制的车里去摇晃，让孩子感受地

震时的情景。 

孩子们在感受过如此逼真的防灾演习后，在面对真正的灾难时，应该可以从容面对，不会过度害怕或是惊

慌失措。 

日本幼儿园的吃喝拉撒 

喝水是中国家长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国内的幼儿园一天一般会组织幼儿集体饮水 8 次以上，以及无数次的

如厕。那么日本的幼儿园是怎样的情况呢？ 

大藤学园没有明确的如厕和喝水的时间表，我们看到的是：每间教室里有一排水龙头，可以用来洗手，当

觉得口渴时，孩子们会自行把水龙头扭转向上，就可以直接喝水了。关于小朋友如厕这件大事，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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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幼儿园里，全楼只有一个卫生间，小朋友有需要时，可自行去卫生间。没有老师会去组织孩子们集

体进行这两项活动。 

运动会 

访学期间，我们还被邀请参加了大藤学园的运动会。 

运动会是在附近公园的一大片空场上举行的，中间是画有跑道的土地，四周是绿油油的草坪，向大藤学园

的园长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使用公园里的这片大空场，竟然是免费的！当他听说在中国是需要花钱时，他

倒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草坪的各处，随意坐满了人，四散着防潮垫、野餐布、钓鱼椅或板凳等，野餐布

或垫子上也散放着各种零食，场景很像我们郊游时的样子。整场运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活

动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比赛，孩子的父母们在参加活动时非常有序的排队，然后一大群人安静的跟在志

愿者（家长）后面到达指定地点成蹲姿候场。整个过程安静有序。还有就是散场时，家长们带着孩子都有

序的撤离。偌大的一草地上，没有任何垃圾，就好像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访学活动虽只有短短的几日，但对于我的触动却是极大的。对比中日两国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差异，作为教

育工作者的我，真是的感慨万千。 

幼儿园应该为孩子提供的是什么？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课程目录？还是 360 度无死角

的视频监控？ 

中国家长应该给予孩子的爱是什么？不可以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优越的物质生活？无微不至的保护，不

可以让孩子吃一点亏？还是各种上不完的培训课程？ 

中国的孩子如何才能不落后于他人？如何才能雄于世界？成为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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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中国幼教工作者以及中国的家长们共同思考；共同解决；共同做出改变。使我们

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强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