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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儿童需求视角,探讨了幼儿园教学改革的新理念与新路径。文章分析了尊重儿童主体

地位、关注个体差异、促进全面发展等儿童需求观对幼儿园教学的重要指导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

幼儿园教学应遵循因材施教、激发兴趣、重视游戏、培养自理等策略,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教育,促进其快

乐健康成长。研究指出,厘清儿童需求,改革教育教学,是新时期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推动学前教育发

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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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Kindergarten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Needs 
Xiaoli Zhang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in Keerqin District, Tongliao C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nee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concepts and paths for 

kindergarten teaching reform.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of respecting children's subject 

status, paying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ldren's needs for kindergarten teaching.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hat kindergarten teaching should follow 

strategies such as teaching according to students' aptitude, stimulating interest, valuing games, and cultivating 

self-c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promoting their happy and healthy growth. 

Research has pointed out that clarifying children's needs and reform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re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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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促进幼

儿全面发展的重任。新时代背景下,幼儿园教育理念和实践范

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传统的成人本位、教学中心的观念日益

受到质疑,以儿童为本、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儿童需求视角日

益受到关注。儿童需求视角强调从儿童利益出发,立足儿童的

生理、心理特点,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满足儿童多方面、多

层次的发展需求。这一视角为幼儿园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对

于创新教学理念、优化教育方式、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1 儿童需求视角分析 

儿童需求是指儿童在生理、心理、认知和社会性等方面的

客观需要,是儿童得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基础。深入分析和

把握儿童需求,对于优化幼儿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1.1儿童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是儿童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主要包括营养、睡

眠、运动等方面。幼儿园教学首先要关注儿童的饮食起居,为儿

童提供营养均衡的膳食,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创造良好的

午睡环境,从而促进儿童身体健康[1]。同时要重视个体差异,灵

活安排作息时间,满足不同儿童的生理节律。 

1.2儿童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是推动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动力。儿童情感需求

主要体现在安全感、归属感、被爱和理解等方面。幼儿园要营

造温馨、宽松、互信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让每个儿童感受到

来自教师和同伴的爱与支持。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积极回应儿

童的情感表达,成为儿童情感发展的引路人。 

1.3儿童认知需求 

认知需求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内在动力。儿童天生具有旺盛

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求知欲,渴望了解未知的世界。幼儿园教学

要顺应儿童认知特点,为儿童提供丰富多元的感知材料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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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激发儿童主动学习的兴趣。同时,要尊重儿童的认知规律,

循序渐进地引导儿童建构知识经验,不能强加过多要求。 

1.4儿童社会性需求 

社会性需求是儿童融入群体、适应社会的必备条件。幼儿

园阶段是儿童社会性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儿童需要通过与教师、

同伴的互动来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学习社会行为规范,建立自我

认同感。幼儿园要创设宽松、平等、互助的人际环境,丰富社会

实践活动形式,为儿童提供展示自我、体验成功的舞台,增强儿

童的社会适应力。 

2 基于儿童需求视角的幼儿园教学的价值 

2.1尊重儿童主体地位,保障儿童权益 

尊重儿童主体地位、保障儿童权益,是基于儿童需求视角的

幼儿园教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它彰显了儿童作为教育活动中心

和教育行为出发点的崇高地位,凸显了幼儿园教育应当成为儿

童权利的捍卫者和践行者。这一价值取向要求教育者以儿童为

本,充分考虑儿童利益,时刻关注儿童感受,让儿童拥有更多的

教育自主权。它意味着儿童不再是被动的、要服从管教的客体,

而是教育活动中平等的参与者、积极的建构者。尊重儿童的选

择、儿童的声音,保证儿童的发展权、参与权,这既是儿童的基

本权利,也是《儿童权利公约》的核心要义。 

2.2关注儿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拥有自身的特质和潜能。

教育必须充分尊重儿童的差异性,努力提供适合的教育,满足不

同儿童的不同需求,这是教育公平理念的应有之义。一味追求教

学的标准化、统一化,忽视儿童的个性化发展,这种做法有悖于

教育的公平正义。相反,幼儿园教学应当成为缩小儿童个体差

异、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树立差异教育理念,

发挥教育的调节功能,通过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等策略来弥补儿

童在家庭背景、学习基础等方面的差距,让每个儿童都能得到适

合自己的教育,进而缩小儿童之间的发展鸿沟[2]。总之,关注儿

童差异、实施有的放矢的个性化教学,既是对儿童受教育权的平

等保障,也为儿童的未来发展创造了公平的机会,对于促进教育

公平、社会公平具有重要价值。 

2.3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实现育人目标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实现育人目标,彰显了基于儿童需求视

角的幼儿园教学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当前社会转型和教

育变革的大背景下,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教育的

核心使命。儿童需求视角为幼儿园教学树立了正确的导向,突出

强调教育要聚焦儿童在身心、智力、个性等多个维度的可持续

发展,既要关注当下,更要立足长远。这种教学理念有助于克服

应试教育倾向,扭转片面发展观念,推动幼儿园教育回归育人本

位,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更广阔的视

角来看,将儿童全面发展作为幼儿园教学的根本遵循,是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对于提升

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3 基于儿童需求视角的幼儿园教学策略 

3.1尊重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发展 

幼儿园教学应立足儿童视角,充分尊重并关注儿童生理、心

理、认知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在教学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体

现因材施教的理念。教师应深入了解每个儿童的兴趣爱好、认

知风格、已有经验、学习特点等,据此进行个性化的课程和教

学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儿童的发展需求。对于学习能力

较强的儿童,教师可以提供更富挑战性的任务,拓展其学习深

度与广度。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儿童,教师则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鼓励与帮助,设法找到适合其学习特点的方式方法,帮助其建立

学习自信。 

例如,在组织语言教学活动时,教师应考虑到儿童在语言理

解和表达能力上的差异。对于语言能力较强的儿童,教师可以创

设更多开放性的语言交流情境,引导他们主动表达想法,鼓励他

们尝试使用新词汇、新句式,发展语言的逻辑性与想象力。而对

于语言能力较弱的儿童,教师则需要创设轻松愉悦的语言环境,

多提供具体直观的语言刺激,引导他们用简单词句表达,帮助他

们积累词汇量、理解词汇含义。教师还可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小

组互动、角色表演等游戏化的语言活动,为语言能力不同的儿童

提供练习机会。此外,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如听力障碍、

口吃等,教师更需要与特教老师合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措施,

如手语、图片提示等,最大限度满足其语言学习需求。 

3.2激发兴趣创设探究学习情境 

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主要来源于好奇心,这种天生的探

究欲望驱动他们去观察、操作、试验、发现。教师应敏锐地捕

捉儿童的好奇心与兴趣点,将其作为教学的起点与依托,精心创

设能激发其探究欲望的学习情境。这种情境应具有趣味性、新

奇性、挑战性等特点,能引起儿童的注意、思考和行动。同时,

探究性学习情境也要与儿童已有经验相联系,在熟悉的基础上

创设合理的未知,不能完全脱离儿童的现有认知水平。教师要为

儿童提供丰富的探究材料与工具,鼓励动手实践、合作交流,引

导他们在主动探索中建构知识、发展能力。 

教师可以利用幼儿对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充满好奇这一特点,

创设探究性的科学活动情境。比如,在春天,教师可带领幼儿在

户外种植区域观察种子的萌发过程,引导他们通过视觉、触觉等

多感官去感知种子的形态变化。教师提出发散性问题：“种子为

什么会长出嫩芽？”“植物生长还需要什么条件？”激发幼儿探

究欲望,引导他们通过实验探究、小组讨论等方式去寻找答案。

在探究过程中,教师为幼儿提供放大镜、画笔、记录本等工具,

支持他们观察、记录植物生长的各个阶段。教师还可引导幼儿

利用绘画、诗歌创作等艺术形式,表现种子萌发的奇妙过程。当

幼儿发现种子在失去了土壤、水分等条件时无法发芽时,教师再

引导他们思考植物生长的必备条件。通过这一系列探究活动,

幼儿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建构了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激发幼儿

学习兴趣,创设有利于探究的学习情境,是教师基于幼儿视角开

展教学的重要策略。教师应立足幼儿的好奇心,为其提供丰富的

探究机会,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主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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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重视游戏独特作用寓教于乐 

游戏是幼儿最为喜爱的活动方式,也是其主要的学习方式,

在游戏中,幼儿全身心投入,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主动性、创造性

和社会性。因此,教师应重视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将教育教学内容和目标融入游戏活动,实现寓教于乐。教师应精

心设计与教育目标相适应的游戏情境,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游戏

材料,鼓励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和伙伴,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获得发展。同时,教师要以平等、支持的态度参与到幼儿游戏中,

引导而不是强制,启发而不是灌输。通过游戏,幼儿在身心愉悦

的状态下习得知识技能,发展多方面能力,可谓收获颇丰。 

比如,在语言领域,教师可创设超市购物、餐厅点餐等生活

化情境,引导幼儿在角色扮演游戏中与同伴积极对话,习得日常

用语。在数学领域,教师可提供大小、形状各异的积木块,引导

幼儿在建构游戏中探索事物的数量关系、空间关系[3]；在科学

领域,教师可开展寻宝游戏,将代表不同特征的卡片藏匿在户外

环境中,引导幼儿边寻找边分类,在游戏中认识事物的共同点与

不同点。在艺术领域,教师可开展小小音乐家、小小画家等游戏,

提供乐器、画笔等材料,鼓励幼儿自由创作,在轻松愉悦中发展

音乐、美术表现力。游戏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但不论哪种类型

的游戏,都蕴含着促进幼儿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等多方面

发展的功能。 

发挥游戏的独特教育功能,营造寓教于乐的环境,是幼儿园

教师基于幼儿需求实施教学的重要策略,深入挖掘各类游戏的

教育价值,创设形式多样、趣味盎然的游戏情境,将知识技能的

习得融入游戏过程。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必将有助于促进

其全面和谐发展,这也正是幼儿教育的目的所在。 

3.4注重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习惯 

幼儿阶段是养成基本生活习惯、学习自我照料的关键期。

幼儿在生活中学习自己吃饭、穿衣、盥洗等,逐步形成独立自主、

自食其力的品质,这关乎其身心健康,也是顺利适应未来学习生

活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教师应高度重视

生活环节的教育价值,密切关注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状况,

耐心引导幼儿学习自我服务,帮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4]。这

一过程要立足幼儿的现有水平,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忌急于

求成。 

例如,教师在指导幼儿学习穿脱衣裤时,可先示范每一个具

体步骤,如外套应从下往上脱,裤子应先脱一只脚再换另一只

脚。示范后鼓励幼儿自己尝试,遇到困难时给予适度提示与帮

助。对于动作不够熟练的幼儿,教师要多鼓励,避免着急和责备。

进餐时,教师要引导幼儿学习正确的握筷、舀汤等方法,鼓励幼

儿自己动手盛饭夹菜,培养自食其力的意识。午睡时,教师应指

导幼儿独立整理床铺,引导其主动把玩具、书包等私人物品归位

整齐。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一些自理比赛游戏,如比赛系鞋带、扣

纽扣等,在游戏中提高幼儿自理的兴趣和能力。教师要充分认识

到,对幼儿而言,每一次独立自理的尝试,都是迈向独立自主的

重要一步。 

幼儿园教育应把自理能力培养渗透于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幼儿在真实情境中学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逐步减少对成人

的依赖。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儿童需求视角开展幼儿园教学,就是要从儿

童利益出发,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

在身心、认知、社会性等方面的多元需求。这需要幼教工作者

秉持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开放、平等、尊重的姿态对待儿

童,关注儿童的差异性,创设适宜的教育环境,提供丰富的学习

资源和探究机会,重视游戏的独特作用,培养儿童自理能力与良

好习惯,让每一个儿童得到充分的发展,让幼儿园教育真正成为

儿童快乐成长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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