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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正当时

美吉姆：美式早教的中国梦想

○ 学生记者  陈欢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吉姆

早教品牌就已经在美国面世，近30

年后的2009年，当中国早教行业竞

争已趋白热化之时，刘俊君将这个

美国品牌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的

土地上。

“我想让孩子们能够在美吉姆自

由地玩耍、体验”，这是曾经的IT行

业金领刘俊君，转行入中国早教领域

想要实现的梦想。

如今，美吉姆的种子逐渐在中国

播散开来。创办三年后，即使市场竞

争异常激烈，美吉姆的加盟店依然如

雨后春笋般飞速发展，如今已发展到

近百家中心，分布更是遍布全国各大

城市。

看着自己关于中国早教的梦想正

在一步步实现，刘俊君笑称，自己绝

对是清华学生中的异类。

作为父亲的希望

成为所谓清华学生的“异类”，

是在刘俊君当了父亲之后。初为人父

的他，和许多父母亲一样，在自己的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突然感受到

了一种不一样的责任，甚至开始有些

焦虑。太多因素可能对如一块白板般

的孩子产生影响：能不能健康成长，

有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何给孩子

适当的爱……这些，成为了盘旋在父

亲刘俊君脑海中难以回答的问题。

刘俊君面对的问题，在许多年轻

的父母们那儿，有的甚至已经上升为

了一种形而上的忧虑。有一位年轻的

母亲在日记里写道自己的种种害怕：

“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被无处不在

的伤害掳走；又怕他因此不独立，失

去男子气。我怕他感觉不到爱，因此

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爱，让他任

性，目中无人。总之，怕他不健康，

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乐，也怕他在

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为一

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

现实击倒。”

这种焦虑、害怕和恐惧，成为了

弥漫在育儿圈中的一股驱散不开的浓

雾，甚至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在家庭范围内的焦虑尚且可以

控制，而一旦孩子要走向社会，便又

是另外一番千军万马般失控的场面。

经历了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种种自我成

长带来的变化和未知，当孩童与社会

开始有了接触，未知和不可控因素更

开始成几何倍数增长。从比较传统的

幼儿园择校问题，到近几年来开始变

得炙手可热的早期教育，有太多的声

音在抢着要对孩子的童年发言。而早

教，作为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更

是在一夕之间便成为了家长心头在不

断考量和比较的选择困境。

初为人父的刘俊君也曾陷入如何

对孩子进行早教的烦恼与迷茫之中。

“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特别担心传统

的教育体制对孩子可能的伤害和影

响，而0～3岁又是影响孩子未来智力

和情感发育的关键时期，于是我想要

给孩子找到好的早期教育。”刘俊君

说。

这样的想法，也逐渐变成了育儿

圈中父母们的共识。也因此，仿佛一

夜之间，中国的早教行业就开始呈现

出爆发式的发展，各种早教产品鱼贯

而入，本土和国际品牌层出不穷。

而放眼搜寻，刘俊君却发现，尽

管早教领域看上去竞争已呈炙热化，

刘俊君，美吉姆（中国）首席执行官，1986年9月至1992年7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获得工学（自动控制）学士学位和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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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有的早教大部分都只是幼儿园、

小学学习内容的提前。许多早教品牌

打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

号，这几乎就绑架了本已焦虑十足的

家长们，并迫使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孩

子送入早教机构。毕竟，“掉队”

或者“脱队”就意味着让孩子偏离正

道，这在从众的文化环境中几乎是一

种把孩子未来当成赌注的冒险赌博。

然而，在这种不得不参与的育

儿竞赛中，刘俊君也察觉到了中国父

母们的转型。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

流派，使育儿的观点市场上不再只有

“应试教育”这一种单一的声音。在

一些家长的眼中，童年的时光就意味

着“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早教也仅

仅就是对孩子进行智力、体力、知识

的训练，提前学习英语、识字和数

学，以保护孩子在将来的激烈竞争中

不致落败。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父

母开始反思这种功利的育儿思路，与

所谓的竞争、成功和优秀相比，他们

开始越来越多地看重孩子能健康快乐

地成长，并逐渐向童年的本真回归。

看到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刘俊君

便想，要为打下了浓厚应试教育色彩

的早教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慢慢

地，他开始从IT业金领转型，投身到

了早教事业中。

向美式早教取经

前几年，《童年的消逝》、《童

年之死》等书籍讨论了电子社会中媒

体、网络发展等对童年的影响这一议

题，然而，外国学者讨论的现象中，

似乎忽略了一个“中国特色”——作

为应试教育提前版本的早教对童年的

摧毁。“一岁多的孩子就开始被无限

开发，识字、学英语，大一点的孩

子，生活已全然被课程化”，上课，

成为了中国儿童最为典型的童年生

活，而“压力”也变成了当代儿童生

活的特色。除了传统的父母、媒体等

因素之外，孩子正在被不断发展的早
美吉姆教室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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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机构催赶着飞奔过童年。

这些是父亲刘俊君眼中的中国怪

现状，也是致力于开创全新早教模式

的创业者刘俊君所致力于要改变的。

幼儿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把0～6

岁称为“精神胚胎期”，认为这段时

间是人的敏感期——距离自己天性最

近的时刻。“对于孩子的天性，或许

我们还有许多尚未了解的地方，但我

想，它包含的应该要有自由、快乐、

玩耍等词汇和价值。”刘俊君说。

于是，刘俊君开始寻找他心目中

符合这些价值的早教形式。美国的教

育是全球最发达的，他很快就把目光

投向了美国这个早期教育的发源地。

经过多次考察和调研，刘俊君最终锁

定了美吉姆，并在2009年将美吉姆

原封不动地搬入了中国。

诞生于1983年的美吉姆由威

廉·凯普林和雅可夫/苏

西·谢尔曼夫妇共同努力

合作创立。如今在全球

2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

设了超过300家儿童教育

中心，每年都有超过100

万名儿童享受美吉姆带来

的特色课程。由于其广泛

的影响力更是被美国权威

杂志《企业家》评选为全

美加盟儿童早期教育第一

品牌。

以上均是美吉姆当时

已经取得的“看得见”的

成绩和数据，然而，刘俊

君更为看重的是美吉姆教

育中“看不见”的那个理

念——非竞争性。

所谓“非竞争性”，

在美吉姆的辞典里就是不

随便评价孩子智商与能力

的优劣。之所以对“非竞

争性”如此中意，刘俊君

看到了目前中国应试教育

中近乎惨烈的竞争色彩：

“非竞争性，这在中国的教育中实在

缺乏了，从小学到高中，大多是你赢

了我就输了，更可怕的是，现在许多

早教企业还要把竞争提前，让竞争从

幼儿园阶段就开始。”

提倡“非竞争性”，实际上是

对应试教育制度中功利逻辑的解构，

这样，便改变了早教的出发点——它

不再将童年工具化，而将其恢复为让

孩子自由发展的本真模样。这恰恰符

合育儿经典《爱弥儿》中卢梭所提倡

的观点：“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

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

它的地位。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

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当然，美吉姆的“非竞争性”并

非空中楼阁，它有着科学规划的体验

式课程体系作为支撑。

美吉姆的课程，也和传统意义

上学习知识的课程有着本质区别，或

许，用自由体验、玩耍感受和解放创

造等词比“课程”更加贴近它的含

义。比如，美吉姆的欢动课，就是按

照孩子的成长进行的结构化设计，让

孩子能从最初的了解身体的触觉、听

觉等，最终逐渐建立对身体的自信和

自控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在一次次

有趣的小小历险和自由体验中习得。

一位母亲在带着宝宝参加完了欢

动课之后，内心十分欣喜和感动。她

看着孩子从最初的畏惧、退缩到自

己身边，渐渐开始在偌大的教室中东

奔西跑、不受拘束地尝试各种新奇

的东西。在那两个欢动课的大教室

中，这位母亲见证了孩子第一次摇

摇晃晃却勇敢地独自走过了平衡木

的全过程，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孩

子笨拙又坚定地踏出了走向世界的第

一步。而当孩子参与到跳

蹦蹦床、在大帐篷里和老

师寻宝、与其他孩子一起

拿球“打雪仗”时，她感

受到了一种天性的释放，

而那种淋漓尽致的快乐她

仿佛第一次从孩子身上看

到。这也更加坚定了这位

母亲选择美吉姆的决心：

“我并不期望，宝宝能在

60课时中学到多少知识和

技能，我更期望她在一个

丰富和安全的环境中收获

快乐。而我，也能跟着她

一起快乐。”对于这位母

亲来说，美吉姆提供的，

是能完全满足她的这一期

望的。

不仅是欢动课，美吉

姆的艺术课、音乐课也都

建立在丰富多彩的体验之

上。绘画、雕刻、数字设

计、剪纸艺术、动画、工

作室艺术、箔纸浮雕等多

种形式，可供孩子们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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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赏玩。“更多体验，更多欢

乐，更多挑战，更多收获”，这是美

吉姆通过游戏、运动、音乐、舞蹈等

课程以及十分丰富的教学设备致力于

达成的目标。

其实，这种课程设计十分类似

卢梭所说的“消极教育”，它不在

于教孩子许多知识，而要着力锻炼

他的身体和培养他的感知能力，它

也并非争分夺秒地利用童年，而是

就这样让时间白白地从孩子身上过

去，让童年回归到“我生之初尚无

为”的自然状态。

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美吉姆

早教的哲学和灵魂——在已经逐渐远

离自然的现代社会中，美吉姆想努力

尝试或者模仿一种具有现代化特色的

自然，它在努力创造一种剥离了应试

教育竞争色彩、父母望子成龙期待，

却更加关心每一个孩子身体和内心的

“人工式自然环境”。

拒绝本土化的“舶来品”

今天看来，无论是“非竞争性”

体验的理念，还是丰富多彩的课程体

系，美吉姆在中国土壤上并未有太多

不适，然而，最初这个“克隆”自大

洋彼岸的教育“舶来品”还是遭受了

一些质疑，有许多人提问，美吉姆难

道不需要本土化、中国化吗？

刘俊君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

回应这些指责说，本土化其实是个伪

命题，同为人类，孩童时期大家所要

的东西其实都是相同的，美吉姆所提

倡的自由发展在本质上也是普适的。	

而一旦更改，美吉姆课程中最重要的

那些精神，可能也会面目全非了。

而且，从美吉姆课程的科学性角

度来讲，随意进行改动调整，绝对是

一种武断的举动，刘俊君说。

因此，刘俊君坚定地将美吉姆完

整“克隆”，带入了中国。结果也站

在了刘俊君的预测这一边——美吉姆

并未出现“水土不服”，反而是凭借

着原汁原味的课程，吸引到了众多高

端家庭的客户。

而之所以能够“克隆”成功，这

得益于刘俊君对美吉姆的准确定位。

“美吉姆并非公益机构，它在本质上

是商业产品”，在带着一种理想主义

情结投入早教行业后，刘俊君也十分

清楚自己的角色。

也因此，他将美吉姆早教的目

标客户群定位在城市的高中端人群，

而普通经济能力的家庭则较难承受美

吉姆目前的价格。其实，这一定位恰

好与美吉姆的教育理念是吻合的。刘

俊君深知，孩子的背后站着庞大而又

传统的家庭力量，美吉姆的理念在现

阶段也并非任何家庭都能接受，毕竟

许多家庭依然在主动或者被动地迎合

和接受大部分早教产品中的功利主

义逻辑。“我们的客户要对小朋友的

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有自己的看

法。”刘俊君说。也只有家庭教育理

念与早教机构理念之间达成共识，美

吉姆润物细无声的效力才会在孩子身

上逐渐显现。

受美吉姆及其教育理念的影响，

作为父亲的刘俊君对于自己孩子的成

长，想法也愈来愈单纯，“我希望孩

子能够自强，有自己的天地、生活和

意愿，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能这样，

也就够了。”

确实，今天的教育，负荷了太多

其他的东西，做一些减法，让其回归

到孩子本身，才能让天性自由生长出

独立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

涵养生命的目的。

孩子就是未来，类似美吉姆这样

的品牌，它们为孩子带来了焕然一新

的东西。如俗语所说，三岁看大，或

许，美吉姆的教育最终能影响一代代

孩子的成长，他们将像美吉姆教育所

推崇的那样，少些束缚，多些自由；

少些功利，多些理想，少些从众，多

些独立，而他们，将成长为中国的新

公民。

目前，美吉姆依然在扩大，它的

影响力正在变得愈加广泛，它的成果

将体现在未来中国的一些发展变化之

中。而刘俊君作为父亲最初的希望，

不仅会实现，同时也将增添更加深刻

广博的内涵。

美吉姆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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