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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的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我国的幼儿教育理论也烙上了德国
的印记，不管这种印记是直接来自德国，还是来自日本或前苏联的折射。在久违了德国幼儿教育理论
和实践发展的确切音讯后，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教授雷娜特&middot;齐默尔
博士的《幼儿精神运动学手册：精神运动学发展促进作用的理论及实践》及《幼儿运动教育手册：教
学法基础和实践指导》，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德国教育思想的时代脉动，感受到德国心理学和教育学
基本理念的延续和发展，让我们感受到德国教育理论的严格、严谨和实践验证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
学科交又产生的新的学术景象。　　无论是《幼儿精神运动学手册》还是《幼儿运动教育手册》，其
中涉及的运动概念已经不是简单的身体运动－肢体空间位置的变化，而是身体与心理结合、外在运动
与内在运动统一，最终指向儿童人格发展的统合的精神运动。这正是&ldquo;统合&rdquo;这一德国心
理和教育的传统在现时代理论和实践中的延续和发展。　　《幼儿精神运动学手册》较具体地介绍了
精神运动学的产生与发展，介绍了精神运动学的背景性观点，尤其是对于精神运动学的人类形象的论
述，简洁又精到，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精神运动学的视野里人的意义、人的含义、人的指向。该书还
介绍了在精神运动这一学术领域不同的派别及相应的理论观点，给我们展示了精神运动学术园地的五
彩斑斓的思想。该书将自我概念和自我同一性作为精神运动学促进作用的核心概念，这是精神运动学
的学科逻辑所在，也是精神运动学区别于一般运动学、教育学、治疗学的特征之所在，这也使精神运
动学真正与儿童的人格发展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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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孩子正生活在一个活动越来越受到限制的世界。怎样创造合适的空间和机会，让孩子获得充分
的运动经验？在《幼儿运动教育手册》中，德国著名幼教专家雷娜特。齐默尔将为你提供周详的教育
方案。《幼儿运动教育手册》有机融合了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直观地体现了幼儿运动教育的
教学论基础，很好地阐释了幼儿运动技能发展的过程、运动游戏的意义，以及语言和运动的联系等问
题。《幼儿运动教育手册》介绍了大量以幼儿为导向的教育方案，把运动教育融入幼儿园的日常生活
中，展示了很多司操作的实例。书中对运动室的建构、开放式活动的开展、怎样引导运动过程，都提
出了重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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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根据观察的结果以及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观点，星期一是很特别的一天：运动时混
乱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比较普遍，孩子们不断地询问&ldquo;我该做什么&rdquo;，相互之间的攻击性
行为也频繁出现。也许这些都出现在特殊的情境之中，但这样的事件通常最能清楚地显示出如今的儿
童不断增长的运动需求。越小的儿童，越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运动需求。　　儿童把周围的世界看成是
运动的世界，成年人并不总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童年是一个运动的阶段。没有哪个生命阶段，运
动会如在童年阶段一样承担如此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6岁这个阶段，惊人的活动量和运动欲、永不
停歇的发现欲和持续的尝试是这个阶段的标志。儿童通过动作发现自己和世界，通过自己的身体和感
官去适应它周围的世界。　　儿童一步步地把世界据为己有，与此同时每天还有新的挑战、任务、值
得发现的东西：向上爬楼梯，攀缘墙，跃过篱笆，跳过小水坑，跑，吵闹，玩耍。儿童用自己的方式
去发现世界。无论如何，他需要大量机会去满足运动的基本需要。如同在各种机构中获得形式化的照
顾和教育一样，儿童也需要在每天的生活环境中获得运动的机会。　　在今天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
社会中，生活条件让儿童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小。媒体传播和电玩行业的不断壮大、儿童体验世界的日
益贫乏，使得儿童对自觉行为的需求和&ldquo;自我～原因一存在&rdquo;的需求越来越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人类学的学者强调了以运动和游戏为基础的儿童活动形式的意义。　　游戏
和运动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只有当人们对发展的目标了然于胸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些目标标准的制
定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人类形象和儿童形象的认识。当人们思考教育、发展及其促进作用时，背后总是
隐含着被教育者的形象。一个巨大的差异是：人们是把儿童视为一个非独立的、需要帮助的生物，必
须指导、掌控和影响他们的发展，还是认为儿童是一个好奇、积极、自觉的人，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坚
定的行动克服困难，发展不依赖性和独立能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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