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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瞻课程作为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幼儿园课程之一，对推动我国幼儿园课程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

借鉴意义。相较于国外注重对高瞻课程的具体细节研究和创新实践探索，国内更倾向于理论性的研究。

主体间缺乏合作、研究范式单一、成果创新不足是目前国内高瞻课程研究的 “短板”。今后研究者应从理

论性研究转向为以实践为主的课程模式建设，从 “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为我国学龄前儿童提供最佳的课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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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瞻课程 （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的发展阶段

１９６２年高瞻课程作为佩里学前教育计划 （Ｐｅｒ
ｒｙ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Ｐｒｏｊｅｃｔ）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处境不利
儿童进入学校做好准备和摆脱贫困。以皮亚杰、杜

威、埃里克森以及维果茨基等人的思想为理论基

础，高瞻课程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在发展中

不断地充实、修正和完善。

第一阶段 （１９６３—１９７１年），受到皮亚杰认知
发展理论的影响，高瞻课程较为重视儿童的认知能

力和智力发展；第二阶段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受到
建构主义的影响，高瞻课程强调儿童学习的主动

性、主体性以及儿童社会性的发展；第三阶段

（１９８０年至今），高瞻课程更加注重儿童学习的主
动性，并形成以 “主动学习”为核心的课程内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该课程在完善中逐渐地被广泛



应用到世界各地。［１］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表明，高瞻

课程被证明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课程，［２］并对国内

外学前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瞻课程在 ２０１２年正式走入我国。［３］在此之
前，学界已对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例如，１９８９
年李季湄首次提及以 “韦卡特认知理论”为导向

的学前课程，即高瞻课程；［４］１９９５年，人民教育出
版社引进并出版了美国海伊斯科普 （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
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的一本幼儿教师工作手册：

《活动中的幼儿———幼儿认知发展课程》；２１世纪
初期，陈俞［５］、徐小龙［１］、时萍［６］、朱家雄［７］等

人皆对高瞻课程模式进行了相关介绍。近年来，虽

然国内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都与国外的研究存在不小的差距。本研究的目的在

于通过系统地对国内外高瞻课程的研究现状进行梳

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高瞻课程的认识，以期为今

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国内外高瞻课程研究现状

（一）国外高瞻课程研究现状

笔者以谷歌学术搜索为检索工具，主题词以

“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进行检索，时间限制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共检索出约４８７９条文献。从地域
分布来看，在世界范围内，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拥有遍布
全球的国际机构，为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服务。英国、德国、荷兰、爱尔

兰、西班牙、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巴基

斯坦、泰国等均有对高瞻课程的相关研究，其中英

国、荷兰、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建有相应的高瞻课

程研究会组织。从涉及学科门类来看，有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科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以及犯罪学

和刑事司法等，其中教育学和心理学是最为普

遍的。

本研究选取其中３０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近
年来国外研究者更为注重对高瞻课程的具体细节和

创新实践探索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高瞻课程所带来的成效研究。托马

斯［８］、安萨瑞［９］、詹金斯［１０］等研究者通过调查研

究表明，高瞻课程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入学准备；万

维萨·索姆昌等人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认为高瞻

课程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儿童的数学思维能

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１１］斯古因海特通过对照纵向

实验研究表明，接受了高瞻教育课程的儿童在学业

成就和学业表现方面效果更好，且成年后收入和就

业率高、犯罪率更低。［１２］

第二，高瞻课程与其他学前课程的比较研究。

如蒙台梭利课程、瑞吉欧课程、华德福课程等主流

课程。安萨瑞将蒙氏课程与高瞻课程对比分析，发

现两类课程模式对于儿童而言都有一定成效，但高

瞻课程在促进健康发展方面有着更积极的效果；［９］

居尔奇切克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国际上主流的幼儿园

课程模式进行分析，了解到土耳其当前的幼儿园课

程受主流课程模式的影响较深，并对其今后的幼儿

园课程改革提供了相应建议。［１３］德密尔肯通过比较

高瞻课程、瑞吉欧课程和蒙氏课程等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建议其国家教育部制定的 ＭＯＮＥ课程应借
鉴和学习高瞻课程中的评价体系，这样可以为幼儿

评估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指导方针。［１４］

第三，高瞻课程的本土化及创新研究。伊扎德

帕纳以高瞻课程的主动学习环境为理念，创建了一

个理论框架，为儿童提供 “需要、控制、兴趣、

享受、能力和成功可能性”的学习环境，借此提

高儿童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更好地发挥出环境育人

的作用。［１５］力农反思了游戏对儿童学习和发展的作

用，并建议相关主体在对高瞻课程应用和创新时可

考虑与游戏相融合。［１６］科马斯利用分析描述的方法

探讨了三种幼儿课程模式，建议保留关于游戏、探

索和社交互动等方面，这样有助于高瞻课程更好地

适应本国幼儿园课程。［１７］为提高农村幼儿教育质

量，Ｃｈｕｊａｎ基于高瞻课程开发了新课程 “ＲＩＥＣＥ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对于幼儿的大肌肉
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表达以及社会性等都有显著

改善。［１８］布里奇运用行动研究法，在高瞻课程中研

制了家长参与幼儿教育的项目，即首先要求父母和

孩子在家一起计划游戏方案，其次家长在参与期间

观察孩子们的游戏行为，最后询问家长们的参与情

况并进行效果评估。［１９］

第四，以不同主体为视角分析在实践过程中所

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幼儿教师为视角，卡马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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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乏相关的教学材料、混龄教学以及全年开放招

生等因素是巴基斯坦幼儿教师开展高瞻课程所面临

的困境；［２０］克里斯多夫指出，幼儿教师面临着如何

更好地平衡儿童自主活动和教师指导活动二者的关

系，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该课程等挑战；［２１］德曼

从教师自身的教学原则和实践经验出发，认为师生

关系、家园关系、教师态度以及教师的自主性会影

响高瞻课程实施的积极效果；［２２］以儿童为视角，迈

克尔指出面对语种不同的儿童时，高瞻课程没有给

儿童语言习得提供检查的机会，以及未给教师给予

支持和帮助。因此在高瞻课程实践中，对该群体并

没有显示出积极效果。［２３］

（二）国内高瞻课程研究现状

笔者以 “高瞻课程”“高宽课程”“高端课程”

“课程”“海伊斯科普课程”“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课程”为主
题词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
不设限制，中间用 “ｏｒ”连接，共检索出文献４７１
篇。另外再以人工辅助进行筛查和整理，剔除部分

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期刊、课题与会议等，最终得到

有效文献１４７篇。
从研究数量上看 （见图１），我国高瞻课程的

研究阶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阶段

（１９８９—２０１２年）和发展阶段 （２０１２年至今）。在
初级阶段期间，我国对高瞻课程的研究相对较少，

直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专业委员会
组织学前教育工作者赴美参观、考察高瞻课程，才

使国内对高瞻课程的关注度有所增加，因此２０１０
年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上升至８篇。２０１２年高瞻课
程被我国正式引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传

播，因此国内对高瞻课程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加。

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对国内高瞻
课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见表１）。首先，从发
文机构来看，目前我国对高瞻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师范类本科院校，占据了２／３的研究成果，次之
是幼儿园和其他组织，最后是专科层次的普通学

校。其次，从关键词分布来看，国内外研究主题大

体一致，内容侧重点以及研究方法却有所不同。具

体而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大多是

后续跟进的研究以及对高瞻课程中某一要素做细致

地具体研究，国内主要是学习高瞻课程的要素以及

注重在幼儿园中的教育实践等，并提出改进意见或

者启示。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研究侧重实

证分析，国内研究则倾向理论研究。

图１　国内对高瞻课程研究的年发文量

表１　 “高瞻课程”主题论文发表机构、关键词分布与关键词聚类

机构名称 论文数量 高频关键词 论文数量 关键词聚类

北京师范大学 ８ 高瞻课程 ５１ ＃０儿童发展评价
吉林师范大学 ８ 幼儿活动 ３７ ＃１环境创设
吉林师范大学 ８ 儿童发展 ３２ ＃２幼儿园
四川师范大学 ６ 学前儿童 ３０ ＃３行动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５ 学习过程 ３０ ＃４幼儿学习
云南师范大学 ５ 师幼互动 ２０ ＃５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
华中师范大学 ４ 主动学习 １７ ＃６学前教育
山西师范大学 ４ 区域活动 １３ ＃７课程实施

　　注：表中的机构名称和关键词仅取前八个高频词，排列顺序由高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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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高频关键词和关键词聚类进行分析及研
究可以看出，国内对高瞻课程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详细介绍高瞻课程的基本内容和

框架，包括主动学习、关键经验、环境创设、师幼

角色等。如丁时松、吴琼论述了美国高瞻课程的核

心理念，提出将关键发展性指标作为主要内容，以

“计划—行动—反思”为教学组织形式，最后以评

价体系来评估儿童发展和教学有效性；［２４］霍力岩和

高宏钰解读了高瞻课程中的关键经验，以帮助教育

工作者更好地理解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２５］

底会娟认为高瞻课程中的环境是让儿童主动学习的

环境，而促进儿童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需要关注空

间的分区以及材料的使用和投放；［２６］闫颖、沈正兰

对高瞻课程的背景、结构特征、理论基础、实践特

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２７－２８］第二，高瞻课程

模式在我国幼儿园课程的运用和启示。杨伟鹏和霍

力岩［２９］、何春花［３０］、王乐［３１］等人将高瞻课程模

式运用到幼儿园区角活动之中，对发挥儿童学习主

动性和帮助儿童获得关键经验有积极意义；李璐和

徐发秀将高瞻课程理念与幼儿园环境创设融汇，可

营造出支持性学习氛围；［３２］王景芝等人以高瞻课程

评价工具要素为视角，帮助幼儿教师更好地评估儿

童发展。［３３］第三，比较高瞻课程和其他学前课程的

异同。霍力岩从当代西方幼儿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

出发，比较分析了光谱方案、瑞吉欧教育方案以及

高瞻课程等；［３４］杨伟鹏等人以人类发展生态学为理

论基础，对比分析了蒙台梭利课程、瑞吉欧课程以

及高瞻课程中的环境创设。［２９］

三、国内高瞻课程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外和国内高瞻课程研究的比较可以发

现，国内对高瞻课程的框架体系已剖析得十分详

细，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最核心的问题是成果数

量与质量不协调，使得对高瞻课程的研究整体质量

受到影响。

（一）研究主体单一化，未形成良性的合作伙

伴关系

从学科门类上看，国外对高瞻课程的研究包含

了许多学科，而国内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学，且根据

数据 （见上表１）显示，研究主体集中于本科层次

的普通师范类高校。另外，国内研究主体大体上分

为４类，即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的师范类普通高

校、幼儿园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但这四个研究主体

合作性探讨的研究较少，仅有４篇研究论文是本科
高校之间合作完成的。因此国内高瞻课程的研究局

限于各主体独立研究，未形成合作式网络关系。

（二）以思辨研究为主，研究范式呈现单一化

在研究范式方面，国外学者注重定量研究与定

性研究的交叉使用，其中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实

验研究比较普遍。与国外的相关文献运用的研究方

法相比，国内高瞻课程的已有文献多以文字描述来

分析，思辨研究居多，量化研究所占比例较少，仅

有一篇实证性研究。如张红艳以农村某幼儿园的中

班幼儿为研究对象，通过ｈｉｇｈ／ｓｃｏｐｅ课程理论对其

社会适应力进行了实验设计研究。［３５］可见，思辨研

究是国内高瞻课程领域研究的主要方法，制约着高

瞻课程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和有效推广。

（三）研究成果创新不足，缺乏对本土化实践

研究

国外对高瞻课程的研究十分丰富，不仅具备完

整的高瞻课程理论体系，还善于结合本国幼儿园课

程实际情况提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国内对高瞻课

程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性研究，具体表现在研究方

向上的重复性研究，几乎有近２／３的文章介绍高瞻

课程的框架体系；在研究深度上，大部分研究停留

在表面，未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实践研究。“拿来主

义”并不能推动我国幼儿园课程高质量发展，因

此后续研究应加强如何将高瞻课程合理地融入幼儿

园实际课程中的应用上来，以及其他的创新性

研究。

四、对策与建议

对比国内外高瞻课程的相关研究，国内在该领

域的探讨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为了更好地提升国内

对高瞻课程研究成果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主

体间合作，扩大研究范围，重视研究范式的多样

化，多管齐下，促进高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更加适

应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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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研究主体间交流，形成 “ＵＫＴ”
的合作模式

为了促进高瞻课程在我国幼儿教育中更广泛地

应用，高校、幼儿园和研究机构应建立 “ＵＫＴ”
的合作模式，并构建资源共享和信息传导机制。高

瞻课程的研究若仅局限于研究者对教育学研究对象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缺乏教育实践者的参

与，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３６］当前，高校作为

研究课程理论的机构之一，在推广优秀的教育理念

以及课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幼儿园则是将

“理论”转化成 “实践”的机构，需要先进的理论

来指导实践的展开；研究机构则是促进高校和幼儿

园合作的有效中介。 “ＵＫＴ”的合作模式在专业
研究机构引导下，将高瞻课程理论研究应用到幼儿

园课程实践中，为高瞻课程的本土化实践发展提供

理论支撑，反过来又能通过实践推动高瞻课程理论

研究的进展，使其适应本土需要，构建符合自身特

色的 “中国式”高瞻课程。

（二）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向，注重定量与定性

研究的相结合

定性定量研究是现代教育研究范式的发展趋

势，以多元的方法论指导教育研究，二者紧密结合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育研究科学化程度。［３７］国外对

高瞻课程研究主要从多角度、多方位着手探究，定

量与定性研究交叉使用，因此国际上高瞻课程的研

究质量相对高。反观国内的相关研究多从思辨的角

度出发，单凭一种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洞察高瞻

课程的发展以及推动国内幼儿园课程的发展需求。

因此，质和量相结合应是后续研究者研究高瞻课程

所采用的方法主线。

（三）加强跨学科的应用研究，提高研究内容

的创新性

跨学科的应用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综合运用多

学科理论和方法持续拓展高瞻课程的研究范围，从

而提高相关研究的创新性。纵观国外对高瞻课程的

研究不仅仅局限于 “教育学”的学科门类中，在

其他学科仍多有涉足，如在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减

少成年后的犯罪率等方面，心理学和社会学对高瞻

课程进行了成效评估以及相应的研究。在跨学科的

带动下，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可以帮助研究者拓展

高瞻课程的研究视野，使其在课程模式的建设中具

备全局观，才能客观地综合评价实践方案的优劣，

提高课程建设质量，真正为我国幼儿园课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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