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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是一项儿童福利，具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成

熟的监督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课程内容等基本特点。我国儿童课后托管可借鉴美国经验，加强法律法规

建设、建立经费保障体系、完善督导评估制度以及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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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美国家庭就业率和家庭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父母工作时间与儿童早放学之间的

矛盾使许多美国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放学后的监管

困境，“３点半难题”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关 注，产 生

了大量儿童课后托管机构。美国的课后托管班又称

为学龄期儿童课后看护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简 称 ＳＡＣＣ）或 课 后 项 目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简称ＡＳＰｓ），主要为一些有需要的学龄儿

童服务，这些学龄儿童有些是因父母工作忙而无人

看管，有些则因家庭贫困、心智障碍等每天必须在

托育机构中接受一段时间的干预或辅导，由托育机

构代替父母 给 儿 童 提 供 适 当 的 照 顾 并 培 养 儿 童 认

知、情感、生理及社会交往等多方面潜能。［１］

一、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产生的背景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发展较早，体系较为成

熟，这与其特定的背景有较大关联：劳动力增加与

家庭结构变化、自我看护 （Ｓｅｌｆ　Ｃａｒｅ）儿童大量存

在、“挂钥匙”（Ｌａｔｃｈ－ｋｅｙ）儿童导致社会问题增

多以及儿童整体福利水平较高等方面因素共同成为

推动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美国劳动力增加与家庭结构变化

随着时代发展和经济进步，美国劳动力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最重要

的发展之一，就是参与工作的女性劳动力人数急剧

增加，家庭就业率和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美国

劳工统计局对 此 进 行 调 查 与 统 计 的 结 果 显 示，与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相比，２０００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

增加了约２５０％，到２０２５年 这 个 比 例 将 继 续 增 加

至３３０％。［２］１９９９年，美国人类服务和卫生部调 查

发现，６岁以下儿童父母双方都在劳动力市场工作

的比例从１９８５年的５１％上升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２％，６
到１７岁孩子父母双方都在工作的比例则从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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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３％上升到１９９８年的７１％。［３］２００１年，有超过

２８００万学 龄 儿 童 的 父 母 双 方 都 在 工 作。此 外，从

１９７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儿童比例增

加了一倍多。［４］这些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 对 所 有 年

龄段孩子的课外照顾的需求增加。

（二）自我看护儿童大量存在

自我看护一般指儿童自己照看自己，或者虽然

有成人监督，但成人监督比较少，更多时间是孩子

自己照顾自 己。２００５年 全 美 家 庭 教 育 项 目 调 查 显

示，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处

于自我看护状态。３－５岁的儿童中有７％的儿童每

周至少要进行 一 次 自 我 看 护，６－８岁 的 孩 子 每 周

至少一次自我看护的比例则上升到２７％。［５］还有一

项全国 性 “下 午３点 后 的 美 国”调 查 显 示，２００４
年美国大约有１４３０万儿童在３点至６点的时间内

无人监管，这个数字在２００９年达到１５１０万，虽然

到２０１４年数量有所下降，但仍然有１１３０万儿童在

３点至６点的时间内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约占儿童

总数的五分之一。［６］无监管儿童的比例随 着 年 龄 的

增长而急剧上升，美国大约有８０万小学儿童 在 放

学后进行自我看护，而初中生进行自我看护的人数

则达到了２２０万。［７］美国人口普查局２００５年的统计

数据显 示：大 约 有５２０万 （占 儿 童 总 数 的１４％）

５－１４岁儿童每周会有２－９小时进行自我看护。［８］

自我看护的 儿 童 在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并 不 是 完 全 无 益

的，但是在多方面的发展上，无监管的课后时间给

孩子提供了较少机会。

（三）“挂钥匙”儿童导致社会问题增多

当家长们忙于工作的时候，孩子就处于一种自

我照看状态，“挂钥匙”（Ｌａｔｃｈ－ｋｅｙ）儿童应运而

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挂钥匙”儿童指在没有

任何成年人监督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天中部分时间的

孩子。由于无人监管， “挂钥匙”儿童与犯罪问题

之间出现了较大关联。

近年来，美国青少年违法 犯 罪 活 动 逐 年 增 加，

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美国少年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

室在１９９６年的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 率 在 放 学 后

３点到６点这几个小时中会增加两倍［９］，无人监管

的 “挂钥匙”儿童最有可能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受

害者与参与者，他们更容易逃学，有更差的学习成

绩和更多的冒险行为，如药物滥用和街头暴 力 等。

这些事实表明，对儿童监督的缺乏会导致非常严重

的社会问题，对 “挂钥匙”儿童困境的担忧让越来

越多人关注放学后孩子们的问题。

（四）政府高度重视儿童福利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一 向 重 视 儿 童 福 利，

有 “儿童天堂”之称，他们认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

希望，只 有 保 障 好 儿 童 的 基 本 权 利，国 家 才 能 发

展。美 国 总 统 富 兰 克 林·罗 斯 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曾指出：“美国的命运是由美国年轻一

代的命运所 决 定 的”。［１０］因 此，美 国 政 府 颁 布 多 项

法律法规，召开多次会议保障儿童基本权利。１９０９
年，第一次美国白宫会议就要求美国联邦政府设立

美国儿童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儿童福利等方面的内

容。１９１９年，第 二 次 白 宫 会 议 召 开，会 议 规 定 为

儿童拨款１５亿［１１］，以保障儿童的健康发展。这次

会议进一步 完 善 了 美 国 儿 童 福 利 制 度，并 将１９１９
年定为 “儿童年”。儿 童 福 利 制 度 为 美 国 儿 童 问 题

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与经费保障。儿童课后托

管教育作为一项儿童福利，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较

快发展。

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形式及宗旨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最初目的是保证儿童

安全，让儿童远离暴力、毒品等危险行为，但随着

社会发展，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内容逐渐多 样 化，

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主要由

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区以及家庭机构举办。

（一）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机构的形式

１．２１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

美国２１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简 称 ２１ｓｔＣＣＬＣ）

是由教育部直接向学区提供资金，在上学前和放学

后建立延伸学习项目，是 “一种以学校为基础的家

庭支持项目，旨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日托服务

来促进儿童的最优发展”［１２］。该项目主要在学校实

施，由学校人员管理，为５－１２岁的孩子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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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高质量的课前和课后服务。这个项目遵循

对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关注儿童发展的所

有方面 （社会、认知、身体和情感）、家 庭 自 愿 参

与、与社区融合等原则。该项目为儿童提供全年持

续护理，并且护理人员都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专业人

员组成。提供的活动丰富多样，包括体育活动、娱

乐活动，以及给儿童提供一些安静、放 松 的 时 间。

目前，该项目已在３００多所学校实施，以解决有需

要的家庭对高质量课外辅导的迫切追求。

２．校外活动组织

１９９８年纽 约 市 成 立 “校 外 活 动 组 织”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 称 ＴＡＳＣ）是 美 国

儿童课后教育项目的典型。该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

非营利性组织，与社区组织和学校合作，为所有学

龄儿童提供拓展学习机会，服务内容丰富，包括体

育、艺术和学业指导等，并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给予帮助，促进 儿 童 情 感 和 社 会 交 往 等 多 方 面 发

展。该组织提供的服务时间较为充裕 （每天约６小

时，全年服务１８０天），极大满足了儿 童 及 父 母 的

需求。截至２０１１学年底，该项目已为３７６０００名纽

约市 儿 童 和４８６所 纽 约 市 公 共 学 校 提 供 了 支 持 和

帮助。［１３］ＴＡＳＣ中的工作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能

为儿童提供专业化指导，由学院、社区以及文化组

织等机构合作培训，目前共有１６０００名工作人员在

此工作。［１４］

３．男孩女孩俱乐部

美国男 孩 女 孩 俱 乐 部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　Ｃｌｕｂ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简称ＢＧＣＡ）作为美国一个有效的儿

童课外护理项目，为儿童提供课外服务。该项目以

社区为基础，由专业人员领导，由美国联邦政府提

供资助，在课后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发展基本技

能，并与他们建立持久联系。确保儿童安全是男孩

女孩俱乐部的 基 本 任 务，也 是 他 们 工 作 的 基 本 原

则。俱乐部为儿童在课后提供了一个有趣、安全和

建设性的环境，是一个儿童安全学习、玩耍和成长

的地方。在人员配备方面，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

人员超过５８０００名［１５］，各 个 领 域 的 专 业 人 士 作 为

爱心导师为儿童提供专业化指导，并与儿童建立持

续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课程内容方面，俱乐部

开展的项目多种多样，包括体育和娱乐项目、教育

活动、艺术活动以及卫生和健康计划等，为儿童多

方面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俱乐部会根

据美国不同民族的文化需求为儿童在课后提供文化

上敏感的、有针对性的项目，满足不同家庭、儿童

的多方面需求。

４．家庭托管机构

这种形式的托管教育机构一般依托家庭，在课

后为儿童提供短时间的照顾和教育，收费低廉且环

境宽松，获得了家长和儿童支持。美国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更有利于促使这类托

管机构产生，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家庭强烈倾向

于这种照顾孩子的方式，基督教家庭更有可能选择

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家庭托管机构，对非传统工

作时间和转班工作的家庭而言，家庭托管也更为普

遍。［１６］但是这种 托 管 机 构 并 没 有 正 式 的 营 业 执 照，

托管教师和工作人员大都不具有专业性，一般由无

工作的家庭妇女担任，活动材料的提供较为 缺 乏，

课程内容安排比较随意，一般采用个人活动或小组

活动，由儿童自己决定开展何种活动。

（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活动宗旨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课

后活动不同，活动的宗旨不仅仅是课堂活动延伸和

特长技能培养。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旨在为儿童

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促进儿童健康发展，解决

儿童无人看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便的问题。

１．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首要宗旨就是保证儿

童身心健康发展，把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安全放在第

一位，以此为托管机构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为

保证儿童安全，美国托管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持续

培训和监督，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国家为保证

托管机构的质量达标，制订了多项标准，如室内外

环境创设要具 有 安 全 性，符 合 儿 童 的 身 心 发 展 特

点、师生比例要合适等。近年来，儿童心理问题越

来越引起人们重视，为保证儿童心理健康，托管机

构开展多种活动，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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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课后托管机构还为儿童

提供营养丰富的课后零食作为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以促进健康饮食，满足儿童身体发育的需求。［１７］

２．提升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另一个宗旨是提升儿

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经常

围绕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设置多样化活动，以丰富儿

童的经验感受、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探

索精神，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方面的活

动能够培养儿 童 的 逻 辑 思 维 能 力 和 创 造 能 力。另

外，活动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用非正式学习的方

式，激发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欲望并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

３．尊重差异

尊重差异是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另一个宗

旨，尊重差异具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尊重儿童的生

活背景差异，二是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美国是一

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美国

也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同家庭会信仰不同 宗 教，

课后托管机构根据儿童在文化、种族、宗教等多方

面的差异提供不同的活动内容。儿童本身具有差异

性，性别、年龄、发展 程 度、兴 趣 爱 好 等 都 不 同，

课后托管机构在设置课程内容时在保证儿童全面发

展的基础上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

三、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经验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完善

的法律法规、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成熟的监管

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课程内容促进了美国儿童课

后托管教育的发展。

（一）完善的法律法规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系列完

善的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在１９７１年通 过 了 《儿 童

全面发 展 法 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ｃｔ），该法案规定提供数十亿美元支持国家

日托系统，保证所有儿童享受优质的看护服务。［１８］

１９８５年，在 立 法 领 导 人、学 校、社 区 机 构 和 儿 童

保育倡导者的 持 续 倡 导 下，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颁 布 了

“学龄社区儿童保育法案”（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ｇ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Ａｃｔ，简称ＳＡＣＣＣ），这一项目

由国家教育部管理，旨在解决在职父母子女需要延

长日托 的 问 题。［１９］１９９８年，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颁 布 了

“课后学习和安全邻里伙 伴 计 划” （Ａｆｔ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这个 计 划 鼓 励 学 校 和 社 区 建 立 伙 伴 关

系，促进儿童掌握知识，并为学龄儿童提供安全和

有益的 课 后 选 择。［２０］另 外，１９９８年１月７日，美

国总统克 林 顿 （Ｃｌｉｎｔｏｎ）宣 布 启 动 “课 后 活 动 项

目”，该项目的目的是 为 儿 童 在 课 后 提 供 一 个 安 全

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去处。２００２年，《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

颁布，使美国儿 童 课 后 托 管 服 务 得 到 了 更 深 入 发

展，并 成 为 美 国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分。［２１］

（二）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美国联邦政府在儿童课后托管方面给予了强大

资金支 持，为 儿 童 课 后 托 管 提 供 物 质 保 障。１９８７
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一项用于课外护理和其他教

育目的的香 烟 税。１９９１年 美 国 政 府 为 保 障６岁 及

以下儿 童 得 到 良 好 照 顾，投 入２３９亿 美 元。１９９７
年，在儿童课后托管服务上，美国联邦政府在财政

上投入１３８亿美元，实施大型的诸如 “开端计 划”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和 “儿童相关护理税收抵免”（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Ｔ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等项目。［２２］另外，

美国教育部增加了２１世纪社区学习资金，为 校 内

课后中心的发展投入４０００万元至１０亿元不等。到

２００１年，有３６００所学校受益，有１２０万名儿童参

加了这个项目，美国各州政府也增加了在这些举措

上 的 支 出。［２３］美 国 政 府 还 通 过 “所 得 税 收 抵 免

（ＥＬＴＣ）”为有孩子的低收入工人家庭提供补助，

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到课后托管的项目中。

（三）成熟的监管评价体系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一套

非常成熟的监 管 评 价 体 系。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颁 布 的

ＳＡＣＣＣ强调建立一个协作性的需 求 评 估 机 制，使

政府、社 区、家 庭、托 管 机 构 协 调 合 作，互 相 监

督。其目的不仅仅是增加学龄儿童的保育空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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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社区了解服务差距，共同研究开发适合儿童

发展项目。在评价模 式 上，ＳＡＣＣＣ要 求 每 个 学 区

都建设申请机构，对学校、社区、托管机构进行需

求评估；［２４］注重评估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对评估进

行严密 设 计，并 聘 请 外 部 机 构 对 其 评 估，如 聘 用

“政策研究组织”（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简称

ＰＳＡ）对９６个项目中大约３万 名 儿 童 进 行 长 达 五

年的评 估，并 进 行 详 尽 分 析。在 评 价 的 质 量 指 标

上，从环境的安全舒适、社区资源的丰富性、年龄

适宜的发展项目活动、家庭和社区的参与程度以及

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２５］

（四）多样化的课程内容

良好的托管是以儿童需要为前提。美国儿童课

后托管教育为儿童提供多样化课程，从身体活动到

识字支持到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学习以及艺术

等多个领域，满足儿童多样需求。美国马里兰州的

巴尔的摩 市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开 展 的 “数 字 港 湾”课

外项目，利用儿童实践活动，教授儿童设计一个网

站，创建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制作播客等。在加州圣

安娜 （Ｓａｎｔａ　Ａｎａ）的 另 一 个 海 岸，儿 童 向 一 群 导

师学习芭蕾和现代舞，这些导师中包括国际公认的

编舞大师、艺术家和舞者，专业化程度较高，能够

采用灵活的教育形式给予儿童优质的舞蹈体验，这

些课后项目还为儿童提供家庭作业帮助以及生活技

能、社交技能、阅读写作等培训。［２６］

四、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双职工家庭与儿童放学早之间的矛

盾明显，“三点半”难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全面

放开二孩政策，课后托管需求也越来越大。重视并

规范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是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契合家长需要、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２７］

根据中国教 育 学 会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６年 参 加 课 后 托

管的儿童超过１．３７亿人，课后托管的 行 业 市 场 规

模超过８０００亿 元。［２８］我 国 儿 童 课 后 托 管 机 构 虽 然

在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但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

杂等问题，在质量上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美国

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成熟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有益启示。

（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法律法规建设是儿童课后托管的基本保障。美

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就制订多项法律法规，以

明确课后托管教育的价值、性质与重要地位，进行

严格规范和管理。法律保障了儿童的基本权利，满

足家庭、社会的基本需要。目前，我国关于儿童课

后托管教育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导致课后托管教

育鱼龙混杂，存在较多隐患。政府应 尽 快 与 工 商、

安全、卫生等部门合作，出台关于儿童课后托管教

育的相关条例，对各级政府职责、机构的性质进行

明确规定，有效解决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无保障、无

支持的现状。国 家 还 应 对 课 后 托 管 机 构 的 设 置 标

准、服务范围、课程设置、人员配备以及环境标准

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法律条例对托管机构质量进

行规范，保证托管机构正规化和规范化。

（二）建立经费保障体系

充足的经费是保障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健康发展

的前提。我国应尽快建立经费保障体系，为儿童课

后托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将儿童课后托管纳入我

国公共服务事业，为儿童、家庭提供基本、非营利

性的服务。首先，将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经费列入政

府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增加对托管教育的投

入，并尽快明确地方政府对托管教育的经费投入比

例；其次，大力支持多种社会力量开 办 托 管 机 构，

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降低托管机构的收费比

例，减轻家长的负担；［２９］再次，建立课后托管教育

资助制度，重点对家庭贫困儿童、无父母照料儿童

及身体有障碍儿童给予资助，保障他们能够接受基

本的托育服务；最后，投入资金，加强对工作人员

培训，保证课后托管教育质量。

（三）建立完善的督导评估制度

把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工作纳入政府教育督导部门

的工作职责，建立稳定的督导评估制度，一方面保障

了儿童安全，另一方面推动了托管机构良性发展。构

建督政评估体系，保障课后托管教育可持续发展；规

范督导评估运行机制，促进课后托管教育均衡发展。

首先，进一步明确课后托管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如食

品安全、环境健康、设备设施、人员配备等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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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监测我国课后托管教育的运作情况，衡量是否达到

目标，是否满足儿童发展要求，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其次，在进一步明确、完善质量评估标准

的基础上规范课后托管教育质量评估运行机制，各部

门协同合作，对托管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坚持评估和

自我评估相结合、过程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

建立课后托管教育动态监管机制。最后，多渠道收集

信息，听取家长反馈意见，及时对各项重点问题和需

要改善的地方进行改进。多方面总结托管机构情况，

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的课后托管环境，更好地促进托

管机构持续发展。

（四）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课程内 容 非 常 丰 富，

涉及多个领域。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促进儿童身心全

方面发展。目前我国的托管教育机构主要作为儿童

完成家庭作业的场所，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十分匮

乏。尽管 很 多 课 后 托 管 机 构 推 出 了 “托 管 ＋ 兴

趣”的模式，但是这种所谓的 “兴趣”脱离了兴趣

本身的真正含义，与普通课外兴趣班无异，如钢琴

培训班、舞蹈培训班、书法培训班、奥数辅导班等

技能性培训，而并没有真正从儿童兴趣出发。应该

正确定位课后托管机构，使其作为教育实体，而不

是 “生活保姆”，除了日常照顾，更重要的是 要 构

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为儿童组织戏剧、音乐、舞

蹈等艺术活动；提供独立阅读和小组阅读的 机 会，

增加儿童文学素养；组织具有探索性的科学 活 动；

带领儿 童 参 加 一 些 实 践 活 动，走 进 博 物 馆、图 书

馆、科技馆等；还可以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在大

自然中学习，增强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儿

童多方面的能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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