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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基于教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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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强国背景下，建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不仅是推进教育现代化、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前

提条件。教育学视角下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是指教育应促进儿童作为整全之人

的全方位发展，既要促进儿童在生物、社会和民族国家三层属性上的全面发展，

也要激发儿童的发展潜能、保障儿童的普遍权利，更要维护儿童价值和自由，提

升儿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儿童权利保障是儿童发展的法理基底，儿童三层属性

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及其幸福感的发展是儿童 “此在”的发展，儿童潜能是儿

童 “彼在”的发展，儿童的价值和自由则是儿童的高层次发展，这些要素最终指

向儿童完整、幸福而有意义地生长，构成了儿童存在与发展的永恒主题。这为从

整全育人的思维来理解、尊重和支持儿童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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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永军．我们需要正确对待 “儿童立场”［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２２）：３．

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要义和永恒主题，它是个体、民族、国家、社会的共同追求。

促进人的发展根本就在于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核心使命。儿童发展一直是我

国民生和教育事业的重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儿童发展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不可否认

的是，儿童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例如，受效率主义、控制主义影响，部分儿童完

整的、自由的、幸福的生活和童年支离破碎①；受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影响，一些学校将学生成长

意义的评判标准窄化为狭隘的分数提高、升学追求或个人赚钱能力，人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

异化。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在于当前教育领域尚未形成一个系统指向 “人的全面

发展”的儿童发展观，我们称之为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儿童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公共议题

和重点议题，心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已对儿童发展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

心理学视角下的儿童认知与心理发展、哲学视角下的儿童学习与发展、法学视角下儿童的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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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我们从不同学科视角理解儿童发展提供了多学科基础，揭示了不同学科视角下儿童发展的规律，

但如何基于育人规律支持儿童发展的理论却不够深入，即 “重发展规律，轻育人规律”。育人是教育

学的核心命题，因此，“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应当立足于教育学视角，将 “儿童发展规律”融于 “教

育规律”，以教育支撑儿童发展。回望当前教育学科领域，现有教育学视角下的儿童发展观大多基于

其他学科理论，集中于对儿童发展的某些方面内容进行探讨，如儿童立场①、儿童哲学与儿童发

展②、儿童权利保护③等。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儿童发展有所帮助，但却没能建构一个全面

的儿童发展的认识论框架，无法回应儿童作为整全之人所涉及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无法回答教育何

以支撑全面的儿童发展问题。因此，唯有立足教育学视角建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才能将 “育

人”“儿童发展”与 “人的全面发展”有机整合，才能真正从整全育人的视角去发现儿童、认识儿

童、了解儿童、理解儿童，才能做到基于儿童、为了儿童以及与儿童同在的研究和教学，真正促进

儿童全方位的发展。唯有整个社会达成 “全面的儿童发展”共识，才能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使社会

各方凝心聚力，从源头上破解我国儿童教育事业的难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发展心理学、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儿童发展观，以及教育学中的

全人教育思想为我们建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关

注儿童的 “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人终将摆脱物对人、人

对人的束缚，走向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④。这种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强调人发展的 “完整

性”，指向人属性的全面发展，展现出人作为兼具自然性、社会性、道德性、审美性和自我超越性等

多重规定的综合性存在⑤；另一方面，也指向人的 “自由发展”，指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的人突破外

在条件的限制进行自主自愿的有意识的活动，极大地发挥人的自由天性及独立个性，即 “人的一切

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⑥。其次，发展心理学、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为关注儿童 “属性”发展、

“生活质量”保障及 “潜能”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心理学视角下，儿童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侧

重性，但总体上可归为生理发展、认知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和情感发展几方面⑦⑧。脑科学

视域下，儿童的发展被认为是儿童脑机制的结果，儿童大脑结构 “成熟度”和学校教育环境共同影

响儿童接受教育后的潜能发挥程度⑨，儿童潜能的激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对儿童脑的适宜性促

进水平。认知神经科学视域下，儿童神经机制的良性协同发展是儿童心智全面发展的 “晴雨表”和

关键指标。瑏瑠 无论是儿童心理发展、大脑发展还是认知神经发展，均受到包括儿童生活质量 （如营

养、睡眠、运动、师生关系等）在内的外界环境和刺激的影响。最后，教育学中的全人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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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注儿童作为整全之人的发展、维护儿童的 “价值自由”“幸福感”“权利”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

据。依据全人教育思想，教育要关注并促进儿童作为整全之人的发展。首先，人是全面发展的个体，

涉及认知、情意等诸多方面，教育应指向对全面的人的培育；其次，教育过程本身也是整体的，应

关注教育各要素的有机联系，用完整的教育培育完整的人；最后，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自我实现

的可能性，教育要尽可能促进儿童潜能和创造力的发展；四是教育对于人的培养不限于对人的本身

（如认知、情感等）的塑造，还涉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互动，人的价值、自由、权利等诸多方

面。基于上述可以发现，作为整全之人的儿童，其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支持。因此，应该立足教育学

视角，从培育整全之人的角度来建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

综上，本文立足教育学视角，在整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多学科观点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和拓展以

往的 “儿童全面发展观”①，试图将育人规律与儿童全面发展规律相结合，从培育 “全面发展的人”

出发，建构促进儿童作为整全之人的儿童发展观，即教育学视角下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需注意，

这里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不同于 “儿童全面发展观”的概念。“全面的儿童发展观”指向儿童作

为整全之人所涉及的全面发展要素，它不仅包括儿童个体属性的全面发展，还涉及儿童发展潜能、

儿童权利、儿童价值和自由、儿童生活质量和儿童幸福感等多方面的发展。可以说，“全面的儿童发

展观”范围更大，“儿童全面发展观”是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全面的儿童发展观”

是对 “儿童全面发展观”的拓展和深化。它意味着教育不仅应推动儿童个体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

还应激发儿童的发展潜能，保障儿童的普遍权利，更应维护儿童的价值和自由，提升儿童的生活质

量与幸福感。

一、教育应促进儿童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

在长期的教育研究和实践观察中，我们发现儿童作为整全之人，其发展首先是个体属性的全面

发展，是儿童作为整体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发展，而非局部的发展；是儿童身体、心理、道德、

艺术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而非片面的发展；是儿童各部分、各方面的和谐发展，而非某些方面的

失衡发展。总体来看，儿童的全面发展可归纳为道德与公民性、认知与情感、社会性与个性、健康

与安全、艺术与审美、大脑与身体六方面属性的和谐发展。②从人的属性维度来看， “人”不仅是

“生物意义上的人”，也是 “社会环境中的人”，更是 “民族国家的人”。因此，儿童的六方面发展实

质上蕴含着三层发展意涵 （见下页图１），即儿童生物属性的发展、儿童社会属性的发展和儿童民族

国家属性的发展。教育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要促进儿童这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

（一）教育应促进儿童生物属性的发展

儿童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因其自然生物基础性，儿童发展最先表现为儿童大脑与身体发展，

它是儿童发展的根基所在，这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基础性、普遍性规律。这种生物属

性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大脑发展 （或脑智发育）和身体发展。大量的脑科学、生物学、心理学、医学

研究表明，人的儿童期是大脑和身体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发育期，其可塑性远超其他年龄阶段。并且，

儿童期的大脑和身体发展是儿童其他方面发展的生物基础，若缺乏生物属性的发展，则无法完成对

儿童社会属性和民族国家属性上的塑造。因此，教育首先要服务于儿童生物属性的发展，为儿童的

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充足的营养、适应的空间和丰富的刺激等，促进儿童的大脑和身体发展。需

要指出的是，教育神经科学视域下儿童大脑的主要研究对象为 “学习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ｒａｉｎ）和 “教学

·５·

①② 朱旭东，李秀云．论儿童全面发展概念的多学科内涵建构 ［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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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儿童全面发展的梯形结构

脑”（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ｂｒａｉｎ），前者聚焦揭示学习的神经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后者聚焦探究教与学互动中双

方大脑的协同机制，监测和预测教学效果。① 所以，教育促进生物意义上儿童大脑的发展，除了关

注一般生物意义上儿童大脑的发育 （如脑重、脑体积、脑区），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教育神经科学，去

评估、追踪、支持儿童 “学习脑”的功能和发展机制，以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 “教学脑”的同

步与发展机制，从而全面发挥教育在促进儿童大脑及身体发育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二）教育应促进儿童社会属性的发展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儿童开始由自然人或者生物意义上的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

社会人，其个体社会需求指向其认知与情感发展、社会性与个性发展、健康与安全发展、艺术与审

美发展。其一，作为社会人，儿童需要完成自己的认知与情感的社会化发展，认知上从最初的感知

运动思维走向抽象逻辑思维，学会用概念、符号理解和认知世界。其二，作为社会人，儿童需要完

成自己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即逐步形成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同时，在与他人交往

和互动中，习得社会交往的意识、知识、技能和伦理。其三，作为社会人，不同于生物意义上大脑

和身体的发育，儿童需要习得维护自身及他人健康和安全的伦理、知识和技能，如饮食、卫生、运

动等多方位的知识和技能。其四，作为社会人，儿童需要完成自己作为人对于美的感知、判断和创

造，这就需要掌握艺术和审美相关的伦理、知识和技能。为此，教育要从这四方面发展入手，帮助

儿童完成个体的社会化发展，成为一个既符合社会要求又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三）教育应促进儿童民族国家属性的发展

儿童不仅是社会中的人，也是民族国家的一分子。虽然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也是儿童个体社会

化的一部分，但这里之所以单列儿童民族国家属性的发展，是因为国家和儿童紧密联系，儿童发展

深受民族国家的影响，儿童的民族国家属性发展便成为儿童社会化发展中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内容，

·６·

① 刘超．适于脑的教育：神经科学洞见教与学 ［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２３（８）：卷首语．



是一种被赋予了不同国家国民性、文化基因与政治属性的独特发展维度。前述儿童社会属性的发展

（认知与情感发展、社会性与个性发展、健康与安全发展、艺术与审美发展）可以理解为全人类普遍

意义上的社会化发展，具有人类共性特征。但民族国家属性彰显了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制

度特征。以中国为例，中国儿童的民族国家属性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应当展现出中国人的独有特

性，即中国儿童发展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终指向成为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德、公共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教育要调动诸多要素，聚焦培养具有大视野、大情怀、大能力的，服务国

家、民族、人民的 “国之大者”，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终身的人、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说

明的是，儿童在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儿童自然生物发展和一般个体社会发展之上，是

儿童发展价值的最高维度。

儿童三层属性的发展意味着教育不仅要培养个体成为自由全面发展之人，也要培养国家和社会

现实需要的人，实现儿童作为 “个体的人”“社会环境中的人”“民族国家的人”的统一。教育要服

务于生物、社会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儿童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儿童全面发展需要不同生态系统间的

联系与合作，共同发挥自然系统、社会系统、规范系统、学校系统和网络系统对儿童发展和成长的

价值。①

二、教育应激发儿童的发展潜能

人属性的发展具有全面性，同时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心

理学、生物学、脑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积累，学界普遍承认儿童是具有巨大潜能的个体。② 如果说儿

童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是儿童在生物、社会和民族国家意义上发展的应然性，那么儿童发展潜能则

是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儿童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与儿童潜能发展是一种 “现实与可能” “此在与彼

在”的关系。教育要承认、尊重并激发儿童的潜能，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儿童当下的现实发展，也要

关注儿童未来的可能发展。教育者要努力帮助学生克服现实潜能的匮乏状态，增加未来潜能实现的

可能性。③ 因而，我们认为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必须尊重儿童的未完成性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使其潜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展。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形象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

有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是极大的潜在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这头狮子，让人变得自觉起

来。④ 潜能是指没有发挥出来却又蕴藏着的能量和力量，它既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倾向性，还

是一种能动性。⑤潜能意味着一种超越现状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它意味着成为英才 （现在也称为 “拔

尖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倾向性和能动性。正如全人教育研究者米勒 （Ｍｉｌｌｅｒ）指出，发展潜能是

教育最根本的目的，人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可以挖掘的发展潜能，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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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发展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潜质。① 儿童的发展潜能，是使儿童成为某一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

潜在的、能动的、具有巨大倾向性的内在动能。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儿童的发

展潜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知领域 （智商或智力）的超群性，二是非认知领域的倾向性，如艺

术、情感、兴趣等方面的倾向性。教育工作者需要识别、挖掘并激发儿童这两方面潜能，帮助儿童达到

他的最大可能性。

（一）教育应激发儿童认知领域潜能的超群性

认知领域的超群性主要依据智力心理学的研究，对于认知潜能的判断主要通过智力测验加以识

别。智力是各国识别儿童认知领域潜能的主要指标。最早的智力测验是美国心理学家推孟

（Ｔｅｒｍａｎ）研发的斯坦福—比奈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Ｂｉｎｅｔ）智力测验，测验结果 （智商）大于１４０的儿童可

被定义为超常儿童，这些儿童被认为在认知层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②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进

一步突破单一智力测评的局限性，增加了其他变量来综合测算儿童在认知领域的水平。如任祖利

（Ｒｅｎｚｕｌｌｉ）提出超常三环理论模型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ｄ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ｒｉａｄＭｏｄｅｌ），认为平均水平以上

能力、创造力和任务执行力共同构成了儿童的超常才能。③ 区别于单一智力测验仅能筛选约５％的天

赋学生 （ｇｉｆｔｅｄ），三环理论模型可以筛选出２０％的潜在的英才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④ 在智力测验内容不断

扩大的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人的智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增加

不断提高。因此，识别和促进儿童认知领域潜能的发展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儿童认知发展涉及多个

方面，对于儿童认知领域潜能的识别，需要采取综合的智力测验而非传统的单一智力测验，从更加

综合的视角去看待、识别具有认知潜能的儿童。二是儿童的认知潜能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年龄增

长而动态变化的，我们不仅需要定期追踪儿童的变化，更要给予儿童在不同阶段最适合的认知支持，

促进儿童认知潜能的发展。

（二）教育应激发儿童非认知领域潜能的倾向性

如前所述，儿童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认知发展只是儿童发展中被着重关注的部分，儿童的发展

还涉及艺术、运动、情感等诸多方面。受技术理性和主知主义影响，传统学校教育往往更关注儿童

在认知领域的潜能激发，而忽略了儿童在非认知领域的倾向性。实质上，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性，儿

童可以是学业成功的 “学霸”，也可以是善于经营的 “商人”，还可以是极具创造性的 “发明家”“画

家”“演说家”“演员”“诗人”等，每个人在某方面都可能是卓越的、拔尖的。因此，儿童在非认知

领域的潜能，如艺术潜能、运动潜能、商业潜能、领导潜能等，都应当被识别并给予与认知领域潜

能同样的尊重和重视。正如加德纳 （Ｇａｒｄｎｅｒ）的多元智能理论所认为的，人的智能是多样的，每一

种智能都指向于成为一种天才。⑤ 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和发现儿童的多元潜能，促进儿童的整

全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传统的认知潜能的激发，而应因势利导，让儿童的潜能尤其是优势潜能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识别儿童非认知领域潜能是有难度的，因为它不像智力测验那样具有

明确、统一的测量结构与指标体系，很多时候非认知潜能是多元的、笼统的甚至是模糊的。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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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育研究者不仅要尝试开发探索非认知领域潜能的测量工具，也需要能够主动观察、敏锐识别出

在非认知领域具有特别倾向性的学生并给予尊重与支持。这种倾向性往往表现为儿童在某领域极大

的探索欲望、巨大的专注度和努力程度等。

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以教育才，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① 这样的 “栋梁之才”“拔尖创新人才”不仅仅是传统智力超群

的天才，还包括具有创新创造力、领导力、艺术或体育才能等非同一般能力的卓越人才。教育工作

者应认识到儿童的潜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要识别儿童认知领域潜能的超群性，也要识别儿童在非

认知领域潜能的倾向性，因材施教，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帮助每个生命超越平凡，迈向更好的人生

境地。

三、教育要保障儿童的普遍权利

儿童普遍权利的保障是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儿童权利既是一种人权，又

是一种法律权利，既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又是一种对儿童的赋权，指向儿童的发展和终身福祉。国

际上，１９２４年国际联盟通过的 《儿童权利宣言》 （《日内瓦宣言》）首次提出了儿童权利的概念，

１９４８年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了人 （包括儿童）的基本权利，１９５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儿童权利

宣言》明确了儿童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 （包括一般人身权利、教育、游戏、娱乐的权利等），

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儿童权利公约》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了儿童的各项权利。② 就国内而言，

随着我国成为 《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以生

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为代表的儿童权利逐步得到确认。２０２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要 “切实保障儿童生存权、

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综合国内外立法的情况可知，教育维护儿童权利最核心的就是维护儿

童的四类基本权利。

（一）教育要维护以生命权和健康权为核心的儿童生存权

生存权指向保障儿童健康、安全地存活，涉及儿童生命的维持、健康的维护，以及与此相关的

必要的抚养和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并要求

“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儿童生存权直接关系到儿童大脑与身体的发展，关

系到儿童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是儿童权利体系的基础，是儿童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其核心是

生命权和健康权。生命权是儿童享有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包括出生、免于饥饿、反对种族灭

绝和集体屠杀等）。健康权是指儿童享有维持自身健康的权利，包括获得必要的照料与养育，享有足

够的营养、住宅、娱乐和医疗服务等。《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

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以及 “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教育对儿童生存权的

维护，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培养儿童保护、维持自己生命的知识与技能，也要通过家校合作、法治

宣传等形式引发人们对儿童生存权的重视和维护。儿童的健康权是外在于儿童自身的一种法律权利，

它告示教育者要为儿童的健康权提供保障。这意味着教育既要保障儿童的健康，如儿童生活中的营

养保障，又要通过教育教学促进儿童健康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如通过游戏等活动来培养儿童的健康

意识、健康行为与健康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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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要维护以免受虐待权和特殊保护权为核心的儿童受保护权

鉴于儿童生物意义上的脆弱性和未完成性，儿童应享有受保护权，以保障儿童不受伤害地在健

康环境中成长，充分享受人性尊严。《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

儿童得到保护”。儿童受保护权是指儿童具有被保护免于受到危害的权利，其核心是免受虐待权和特

殊保护权。免受虐待权是指儿童应被保护不受非法地、残暴地对待，《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保护儿

童不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特殊保护权是指特殊

儿童 （如残疾儿童）享有接受特别的治疗、教育和照料的权利。《儿童权利宣言》规定 “身心或所处

社会地位不正常的儿童，有权获得特别的治疗、教育和照料”。儿童受保护权不仅关系到儿童生物意

义上的大脑和身体发展，也关系到儿童社会意义上的健康与安全发展。教育对儿童受保护权的维护，

不仅在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更在于让儿童掌握自我保护的权利意识和能力。

（三）教育要维护以受教育权和游戏权为核心的儿童发展权

儿童发展权是指儿童享有获得充分及和谐发展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最大限

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生存权和受保护权更多涉及儿童生物意义上的存活，而儿童发展权则

真正能让儿童突破基础层次的生存，走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属性和民族国家属性的发展。其核心是儿

童的受教育权和游戏权。一方面，受教育权是指儿童所享有的并由国家保障实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包括教育公平权和教育质量权两部分，以维护儿童 “有学上”和 “上好学”的利益。① 《儿童权利公

约》规定 “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此项权利”。另一方面，游戏权是最

能彰显儿童身份独特性、蕴含丰富儿童发展资源的一项儿童基本权利。《儿童权利宣言》提出 “儿童

应有充分游戏和娱乐的机会，应使游戏和娱乐达到与教育相同的目的”。游戏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

如同营养、运动、教育一样，对儿童的发展极为重要。尊重和保护儿童的发展权在于为儿童提供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教育中保护儿童的游戏天性，让儿童享有自由自在、尽情游戏、充满意义的

童年！

（四）教育要维护以参与权和言论自由权为核心的儿童自主权

儿童自主权是指儿童在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对影响他们的一切事项发表自己意

见的权利。儿童自主权是儿童完成个体社会化、成长为成人社会成熟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仅关系

到儿童个性及社会性的发展，更关乎儿童的道德和公民性发展，其核心是参与权和言论自由权。参

与权是儿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作出选择的一种自主权。《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确保有

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

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言论自由权，是儿童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并被给予尊重的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尊重、维护儿童的自主

权，也要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和能力，引导儿童合法、合理、合情地表达自我观点和意见，行使自

己的自主权。

儿童的权利与儿童六方面属性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从法学视角支撑全面的儿童发展的法理依据

（见下页图２）。当然，儿童的权利也不仅限于这些，但我们希望教育工作者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即每

个儿童都是自己权利的拥有者，是有能力的、积极行使权利的主体。我们不仅要发现、尊重、维护

儿童的权利，更要培养儿童的权利意识和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的普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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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海澜．善待儿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在教育、家庭、刑事制度中的运用 ［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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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儿童权利与儿童属性全面发展的关系

四、教育应维护儿童的价值和自由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不仅要强调儿童属性的全面性、发展的潜能性和权利的普遍性，而且要承认

并保障儿童发展的价值性和自由性。儿童存在的价值和自由是儿童的内在规定性，体现了儿童的个

体独立性。教育既要从存在论上尊重和维护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自由，也要从价值论出发，

实现儿童自由与教育引导间的平衡。

（一）教育应维护儿童自有价值、社会价值和民族国家价值的统一

儿童的发展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圣的存在，儿童的生命具有不可算度的价值。① 这种价值不仅

包括儿童作为独立人的自有价值，也包括儿童作为社会人的社会价值，还包括儿童作为公民的民族

国家价值。首先，儿童的自有价值，是指儿童作为独立的人，与成人一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它是以个体更深层的自我需要为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儿童是有独立价值的存在者，童年不只是成

年生活的准备，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② 新童年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坚信童年是一种独特的

社会结构，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童年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它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性的存

在 （ｂｅｉｎｇ）。③ 承认和尊重儿童的自有价值，就是承认童年在万物秩序、人生秩序中具有绝对价值和

独特地位，而非成人眼中的 “小大人”。正如卢梭所言：“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

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其地位。”④ 换言之，儿童就应当被当作儿童来对待。对教育来说，教育工作者

需要基于尊重和维护儿童自有价值的价值立场对其施加教育影响，从而实现彰显儿童独特性的教育

价值。其次，儿童的社会价值，是指儿童因其巨大发展潜力和传承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产

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以他人和社会福祉为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儿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成员，

是改造家庭、改造社会和促进文化赓续的原动力。儿童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对人类社会的

·１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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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爱弥儿 ［Ｍ］．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７４．



发展和延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陈鹤琴先生指出，“儿童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开拓

者”①，“几千年来文化的传递实在是儿童期的功用”②。此外，儿童也对巩固家庭的团结力、建设快

乐家庭氛围、提高家庭幸福感具有重要价值。③ 最后，儿童的民族国家价值，是指儿童作为公民对

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是以民族和国家发展为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陈鹤琴

先生在２０世纪提出的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实质上也体现着儿童的发展有其

个体价值，更有社会和民族国家价值的多重意涵。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高度肯定了儿童发展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指出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这本质上反映了儿童的民族国家价值。

儿童自由价值、社会价值和民族国家价值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与儿童在生物、社会和民族国

家属性的发展密切相关。三种价值的统一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所强调的，人的价值是自我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④ 教育保障儿童的价值，就是通过教育保护儿童的自由价值、发展儿童的社

会价值和民族国家价值，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二）教育要维护儿童精神自由、活动自由、个性自由的统一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关注儿童的自由性，既包括儿童发展的自由性，又包括儿童发展的自由本身，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强调的，人的发展不仅是全面的，更是自由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人发展

的 “超越性”和 “丰富性”⑤，指向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儿童作为特殊的人，儿童生活世界的

独特性在于它是儿童自在游戏、尽情体验、自由创造的世界。有研究者指出，儿童并不完全是社会

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被支配者，他们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能够在积极主动的行动过程中体验到自己

的价值感、归属感、自尊感。⑥

教育应保存和保护儿童的自由。“自由”是指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的人，突破外在条件的限制进

行自主自愿的有意识的活动，极大地发挥人的自由天性及独立个性⑦，它呈现出自由精神、自由活

动、自由个性三种样态。⑧ 其一，精神自由，即儿童认知和思想上的自由，如独立思考、批判质疑

和革新创造等。正如杜威提出自由教育的核心就是让儿童的理智自由或思想自由，它涉及 “理智上

的创造性、观察的独立性、明智的发明、结果的预见性以及适应结果的灵活性”⑨。其二，活动自

由，即儿童在自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动自由，是儿童主体性的体现。儿童活动主要存在于智力活

动、道德实践和审美创造三个领域，与此相对应，儿童的活动自由包括智力活动的自由、道德实践

的自由和审美创造的自由。瑏瑠 其三，个性自由，是儿童需要得到自由地满足以及个人能力得到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它是最核心及最高层次的自由，是儿童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质性内涵，是精

神自由和活动自由的最高成果。儿童自由最终应体现为儿童个性的充分彰显和发挥。当前，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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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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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倡议的 “率性教育”“儿童天性解放”实质上也反映了对儿童个性自由的追寻。①

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充分保全和维护儿童这三方面的自由。其一，促进儿童的精神自由。儿童

的精神自由是儿童认知层面的内在自由，是一种主观意愿层面的真实自由。现在学校教育中存在很

多并非出于儿童本心的 “真实自由”，而是为了迎合成人期待的 “虚假自由”②。这就需要教育工作

者不要过度 “预设”或刻意 “引导”，而是要怀着包容的心态去尊重每个儿童自由天性带来的 “创

见”，不要打压、漠视或敷衍儿童 “奇奇怪怪的想法”。其二，维护儿童的活动自由。这意味着我们

需要尊重和保障儿童选择做或者不做某种活动、选择做多长时间的活动以及如何从事活动的权利。

具体表现为：“不打扰”，即尊重儿童 “说不”的权利，免除儿童受到任何的干预、强制和压制；要

尽可能为儿童提供丰富的刺激和条件，使个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我创造、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正如

卢梭在 《爱弥儿》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要发展儿童天生的禀赋、让儿童顺应自然发展，反对成年

人违反儿童天性对儿童进行过早干预和过度限制。其三，维护儿童的个性自由。其前提就是维护儿

童的精神自由和活动自由。同时，儿童的个性自由往往与儿童自然天性密不可分，其中儿童游戏尤

其是自然游戏最具代表性。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儿童户外活动场地越发受限，传统意义上的自然

游戏逐步减少，很多城市儿童甚至已经无法真实地体验到 “打弹珠”“跳皮筋”“抓知了”“玩泥巴”

等自然游戏的乐趣。因此，教育工作者应注重营造、挖掘自然环境对于儿童的价值，如国内一些幼

儿园尤为重视一些传统自然游戏 （爬树、打水仗等）对于儿童天性的激发。总之，自由之于儿童如

空气之于人，教育如果缺乏对儿童自由的保障，就会造成对儿童自由精神的遮蔽，难以培养健全的、

活生生的和独立自主的人。

五、教育应提升儿童的生活质量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既指向过去，又面向未来，同时也关注现在，它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儿童是

生活着的存在，因此，需要关注儿童的生活质量。作为整全的人，儿童首先是对自己当下生活有着

意义体验的生活者，对他们来说，当下的生活是第一位的，学习与发展只是伴随生活而发生的。③

儿童教育必须关注儿童的生活质量，这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更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社会对儿

童真正的尊重、信任与关爱。生活质量一般是指个体生活的好坏与满意程度。④ 儿童生活质量应聚

焦儿童生活本身，反映出儿童生活的水准。有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 “指的是我们在典型的一天中的

各种活动，包括进餐、工作和自我娱乐”⑤。在我国，幼儿日常生活包括入园、晨检、早操、进餐、

饮水、睡眠、盥洗、如厕、离园、散步等各种基本生活活动；小学生日常生活包括上学、个人护理

（洗漱等）、通勤、就餐、家务、家中游戏、户外游戏、写作业、看电视、看书、外出、睡觉、休息、

其他等１４种类型。⑥ 可见，儿童的生活主要涉及生存、发展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据此，我们将儿

童生活质量归为生存型生活质量、发展型生活质量和关系型生活质量三类。教育提高儿童生活质量

核心就是提高这三类生活质量。

（一）教育应提高以饮食、睡眠、居住为核心的儿童生存型生活质量

儿童的生存型生活质量是关涉儿童生存需要的满足、关系儿童生物意义上发育和发展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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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衣食住行方面的质量要求，主要包括儿童的饮食质量、睡眠质量和居住质量。依据人类需要层

次理论，生存型生活质量是儿童生活质量的基础，也是儿童其他生活质量的前提。其中，饮食质量

是指儿童饮食是否满足儿童身心发育所需的营养，包括儿童的饮食习惯、营养摄入等。睡眠质量是

指儿童的睡眠结构是否良好，涉及睡眠起始时间、睡眠时长、睡眠次数、醒时的精神状态以及主观

上的睡眠感受等。居住质量是指儿童居住的家庭、校园等物理环境的适宜性，如居住空间、家具设

计等是否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当然，儿童的生存型生活质量也不仅限于上述三种，但这三种

是儿童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生存型生活质量。虽然说儿童生存型生活质量更多存在于家庭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可以无所作为。学校环境设计应注意对儿童生存型生活质量的关怀，同

时，教育工作者应该通过教育宣导、家校合作等方式，引发公众对儿童生存型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监

督，努力提高儿童生活质量。

（二）教育应提高以阅读、运动、学业、游戏为核心的儿童发展型生活质量

发展型生活质量是关涉儿童发展需要的满足、直接关系社会意义和民族国家意义上儿童发展的

质量要求，主要包括儿童的阅读质量、运动质量、学业质量和游戏质量。它是儿童生活质量的关键，

也是影响儿童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乃至国民一分子的关键。其中，阅读质量是指不同年龄段儿童

阅读书籍的状况，包括阅读的兴趣、阅读的数量、阅读的时间、阅读的种类、阅读的方法等。运动

质量是指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运动状况，涉及运动频率、运动时间、运动场地、运动种类等。儿童的

学业质量是儿童在学业上的发展状况，涉及不同学科的学科知识、学科文化、学科能力、学科伦理、

学科思想、学科学习技巧等。儿童游戏质量是指不同年龄段儿童游戏的水平及条件情况，涉及游戏

的种类、时间、空间、方式、材料、体验等。其中，儿童游戏质量是儿童生活质量的重要标识，是

童年的核心要素。很大程度上，因为有游戏，儿童才成为儿童，儿童才有了童年。此外，在促进儿

童发展型生活质量时，需要关注儿童所在区域和文化的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农村儿童游戏空间

以户外空间为主，如院落周边、村庄广场、小树林等；游戏方式多以传统的打沙包、跳皮筋、滚铁

环、捉迷藏、爬树、打篮球、打乒乓球以及自制玩具为主。而城市儿童游戏场地则集中在 “人工环

境”中，场地类型较为单一；游戏方式以游戏器械、电子游戏、消费型室内游戏等为主，游戏方式

更偏向商业化、室内化和静态化。①

（三）教育应提高以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为核心的儿童关系型生活质量

关系型生活质量是儿童作为社会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质量状况，主要包括亲子关系

质量、师生关系质量、同伴关系质量。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②，现代社会建构论认为人并非 “有界个体” （ｂ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而是 “关系性存在”

（ｒｅ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ｉｎｇ），即 “‘我’这个词不是行动的根源，而是关系的结果”③。因而，儿童的关系型生活

质量直接关系到儿童作为人本质的彰显。从儿童所在生态环境系统出发，影响儿童生存与发展的重

要关系质量有三：一是亲子关系质量，是指儿童与其主要抚养者的关系质量。大量研究表明，儿童

与主要抚养者建立的长久、深切的情感联系，是影响儿童大脑发育、身体成长，乃至社会性发展的

重要因素，对成人期亲密关系的建立也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师生关系质量，主要指儿童与学校教师

的关系质量。儿童与教师的关系质量直接关系到儿童在学校的发展状况，影响其学业发展和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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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雪雁，李东泽，李巍，等．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研究 ［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１．

恩格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 ［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０５．

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 ［Ｍ］．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４５．



的幸福体验。三是同伴关系质量，是指儿童与同伴 （朋辈）的交往质量。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是影

响儿童童年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衡量指标。这三种关系质量背后所涉及的儿童

主观体验、关系维持程度等都是观察儿童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当然，每种关系质量在儿童期的不

同阶段，其特征和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阶段，去支持和促进

儿童不同关系型生活质量的提升。

六、教育应提升儿童的幸福感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不仅指向儿童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同时也指向儿童的幸福发展。儿童幸

福是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应有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包含了学生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其全面发展的必

要基础，是教育的最终指向，也是学校教育质量的体现。① 因而，提升儿童的幸福感是全面的儿童

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依据积极心理学可将幸福感归为三类：一是主观幸福

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积极态度和主观体验，包括生活满意度

（认知成分）和情感体验 （情感成分）两个部分。② 二是心理幸福感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强

调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时所伴随的心理体验，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

系、环境控制和独立自主六个维度。③ 三是社会幸福感 （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

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包括社会整合、社会贡

献、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社会实现五个部分。④ 聚焦教育领域，儿童／学生的幸福感是其对自身生

活的一种积极情感体验⑤，目前已有的学生及儿童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也十分多元 （见表１）。

表１　已有研究中儿童／学生幸福感的观测维度

儿童／学生幸福感的观测维度 提出者 （年份）

健康、主观幸福感、人际关系、物质资源、教育、行为与风险、家庭和环境 欧盟 （２００９）

客观维度 （物质、健康、教育、行为和家庭）、儿童的主观感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２０１３）

心理维度、认知维度、社会维度、身体素质维度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

学校的快乐体验、课堂中的社会融合、对学习任务的兴趣、师生关系、对

学习任务的动机、对待家庭作业的态度、课堂中的注意力和学术自我概念

奥 德 纳 克 （Ｏｐｄｅｎａｋｋｅｒ）、达 姆

（Ｄａｍｍｅ）（２０００）

身体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教育、家庭环境等 李颖、袁爱玲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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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颖，袁爱玲．儿童幸福的多维度分析：权利与主体性 ［Ｊ］．学术界，２０１６（６）：１５４．

ＤＩＥＮＥ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４（３）：５４２５７５．

ＲＹＦＦＣＤ，ＫＥＹＥＳＣＬＭ．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４）：７１９７２７．

ＫＥＹＥＳＣＬＭ．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８（２）：１２１１４０．

孔企平，姚佩英．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教育价值：近年来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理论研究述评 ［Ｊ］．全球教育

展望，２０１３（１１）：３９．



续表

儿童／学生幸福感的观测维度 提出者 （年份）

道德幸福感 （仁义廉正、积极礼孝、友善忠勇）、心理幸福感 （自主发展、

关注未来、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学业幸福感 （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

习投入）、健康幸福感 （生命安全和生活习惯、体育锻炼、身体健康）和社

会幸福感 （亲子关系、学校归属感、同伴关系、师生关系）

张冲、官群、孟万金 （２０２０）

这些指标体系尽管对我们理解和测量儿童的幸福感起到了一定帮助，但也暗含了对儿童幸福感

理解泛化的潜在风险。虽然幸福的概念逐渐走向综合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幸福感可以无所不包。

儿童的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是儿童对于个体生活及需要满足的积极心理体验，而不

应将过多有关儿童认知、道德等要素纳入。此外，儿童的幸福感不同于成人的幸福感，它建立在对

儿童生活及其需求的深刻把握之上，理解儿童的幸福感需要基于儿童的生活特点和基本需求。美国

耶鲁大学教授奥尔德弗 （Ａｌｄｅｒｆｅｒ）在１９６９年提出的 “生存—关系—成长”需求理论①，认为人有

三种核心需求：一是生存需求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指维持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存条件，包括各种形式的

物质和生理需要，如食物、水、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二是关系需求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指维持与

重要他人 （如家人、朋友等）人际关系的一种需要，涉及归属、尊重、爱等。三是成长需求

（ｇｒｏｗｔｈ），指谋求个人发展和成长机会的需求，如自我尊重、自我实现。

结合前述儿童三类生活质量 （生存型生活质量、发展型生活质量、关系型生活质量），我们认为儿

童的幸福感包括三种：一是儿童生存幸福感，是指儿童对自身生存型生活方面的积极心理体验，也是儿

童最低生存需求的表现。它可从精神上的活力感、身体上的健康感、心理上的安全感三个指标加以测

量。二是儿童成长幸福感，是指儿童对自身发展型生活方面的积极心理体验，是儿童成长需求满足的表

现。它可以从学业成就感、游戏自主感、运动充沛感三个指标加以测量。三是儿童人际幸福感，是指儿

童对自身关系型生活方面的积极心理体验，是儿童关系需求满足的表现。它可以从被爱感、尊重感、信

任感、归属感四个指标加以衡量。这三个指标存在于儿童的三大核心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

和同伴关系之中。

儿童三类幸福感对应着儿童三类生活质量，侧面反映了儿童生活质量的水准。但与儿童生活质

量不同，儿童的幸福感是儿童对自身生活的主观体验。也就是说，面对同一种生活水准，不同儿童

的幸福体验可能不同。可以说，儿童生活质量是儿童生活的客观现实状况，儿童幸福感是儿童生活的

主观体验。这三类幸福感不仅蕴含着儿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统一，也反映着儿童

生存、关系、成长需要的满足。因此，提升儿童幸福感本质上就是提升儿童的生活质量，满足儿童的基

本需求。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育人格完满、全面发展的幸福人。我们有责任去提升儿童的幸福感。教育

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基于儿童的生活体验和需要满足进一步建构儿童幸福的保障机制。

总之，教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促进 “全面的儿童发展”。“全面的儿童发展”应该是全方

位的，不仅体现在儿童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还要关注到儿童是具有巨大潜能的人，是具有普遍权

利的主体，是具有特殊年龄段应有价值和自由的人，是需要保障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体验的人。基于

此，教育学视角下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要求教育不仅要认识和促进儿童在生物、社会和民族国

家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也要激发儿童的发展潜能、维护儿童的普遍权利、保障儿童的价值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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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６９（２）：１４２１７５．



提升儿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见下页图３）。其中，儿童权利是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的基底，是

儿童发展的法理保障；儿童三层属性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及其幸福感的发展是儿童 “此在”的发

展，指向儿童当下全面、幸福、高质量的发展①；儿童潜能是儿童 “彼在”的发展，指向儿童发展

的倾向性和无限可能性；儿童的价值和自由则是儿童高层次的发展，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它

指向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其自由的发展和价值的彰显。这些要素共同指向儿童完整、幸福而有意义

的生长，构成了儿童存在与发展的永恒主题。同时，这些儿童发展要素不是停留在儿童发展的某一

瞬间或某一刻的，它们流动在儿童 “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阶生命历程之中，贯穿了人发展的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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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理论框架

然而，任何一个理论也无法囊括所有要素。我们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可能是不尽完善的，

因为关涉儿童发展的要素是非常丰富的，且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我们还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发展

要素。但我们之所以整合多种儿童发展思想建构这样的 “全面的儿童发展观”，一是旨在通过建立一

个全面的儿童发展思想，帮助教育工作者突破单一儿童发展观的局限性，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理解和

支持儿童的整全发展。二是旨在识别儿童发展的关键要素，帮助教育工作者聚焦人以及特殊的人

（儿童）的发展。儿童是特殊的人，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尽管儿童发展要素有很多，但当我

们从概念范畴的角度理解儿童发展，儿童属性、潜能、权利、价值和自由、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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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基于儿童发展 “此在”与 “彼在”所提出的儿童全面发展观、儿童幸福发展观和儿童生活质量观主要是

回应当前社会上出现的 “输在起跑线上”“为未来做准备”等儿童发展观。这些儿童发展观一方面忽视了儿童的 “此

在”发展，即儿童 “当下”属性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幸福体验；另一方面，这些儿童发展观将儿童的 “彼在”

发展狭隘理解为认知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对 “升学就业”的狂热追求，而忽视了儿童生物、社会和民族国家属

性的全面发展，以及非认知领域潜能的保护和激发。我们要培育的是一个人格完满、全面发展的幸福人，因而教育

既要为儿童 “彼在”的未来发展负责，也要为儿童 “此在”的全面发展、幸福体验和生活质量负责。



展是最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

关注儿童的发展就是关注人的发展。全面的儿童发展观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归处，

探寻教育及人存在的意义。在如今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数

字世界纷至沓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教育该以何种儿童发展观迎接这些变化，是我们这

个时代教育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也应秉持科学、全面的儿童发展观，

去理解、尊重、支持儿童全方位地成长与发展。

（责任编辑　李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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