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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在混龄模式下,如何有效地实施幼儿自主生活教育。混龄模式是指在同一个教育

环境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共同学习和生活的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为幼儿提供一个更加自然

和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促进幼儿在社会交往、情感发展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将

分析混龄模式在幼儿自主生活教育中的优势,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实施策略,以期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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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children's independent living 

education under the mixed-age model. Mixed-age mode refers to an educational mode in which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learn and live together in the sam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is model can provide children 

with a more natural and diversi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childr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mixed-age mode in children's independent life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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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混龄模式,即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同一教育环境中共同

学习和生活的教育方式,近年来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种

模式被认为能够为幼儿提供一个更加自然和多元的学习环境,

其中幼儿不仅能够从同龄伙伴中学习,还能从不同年龄的伙伴

那里获得知识和经验。自主生活教育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培

养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混龄模式下,年长的幼儿往往能够通过示范和帮助年幼的幼儿,

而年幼的幼儿则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这种模式下的自主生

活教育不仅有助于幼儿在生活技能上的提升,还能够促进他们

的社交能力和情感发展。 

1 混龄模式概述 

混龄模式的教育理念认为,将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们聚集

在一起,可以创造出一个富有成效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

年长的孩子们有机会通过指导和帮助年幼的孩子来巩固和加深

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种互助的过程不仅有助于年长

孩子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且还能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和责任

感。与此同时,年幼的孩子们通过观察和模仿年长孩子的行为和

学习方式,能够加速自己的学习过程,更快地掌握新知识和技

能。这种模式强调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化教育,鼓励

孩子们在自然的社交环境中,通过与不同年龄层次的同伴互动,

发展自主生活能力。孩子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不仅能够学习

到书本上的知识,还能学会如何与人沟通、合作,以及如何在社

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 

2 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意义 

在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这

种教育模式不仅能够促进不同年龄段儿童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

流,而且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混龄教

育,年长的儿童可以在照顾年幼同伴的过程中学会责任感和领

导力,而年幼的儿童则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年长儿童的行为来

加速自己的成长和学习。此外,混龄模式下的自主生活教育还能

够为幼儿提供一个更加宽松和自然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巧。这种教育

方式对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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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挑战。在混龄教育的环境中,孩子们在游

戏和日常互动中学习如何合作、分享和解决冲突,这些都是他们

未来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能。老师和家长可以观察到孩子

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自然地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如

何在没有成人直接指导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新技

能。混龄教育的教室或游乐场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

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成为社会

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模式鼓励孩子们发展个性,同时也培养了他

们的同理心和对不同年龄层的理解,为他们将来成为有责任感

和有能力的成年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3.1教育资源欠缺,导致幼儿需要无法平衡 

由于教育资源的不足,幼儿在自主生活教育中的一些基本

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导致了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平衡性

受到了影响。例如,玩具和学习材料的匮乏使得孩子们无法充分

地探索和学习,而教师的短缺则意味着无法为每个孩子提供足

够的个别关注和指导。这种资源的不平衡不仅限制了孩子们的

发展潜力,还可能加剧了不同年龄层之间的竞争,影响了他们之

间的和谐相处。此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还可能造成孩子们

在社交技能、情感发展以及认知能力上的不均衡发展。缺乏足

够的教育资源,孩子们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交互动机会,这会

影响他们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在情感发展方面,孩子们

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支持而感到被忽视,这可能导致

他们出现焦虑或行为问题。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样需要丰富的

教育资源来刺激,缺乏这些资源,孩子们在语言、数学和科学

等关键领域的学习进度可能会落后。因此,为了确保幼儿能够

全面发展,平衡他们的各种需要,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是至关

重要的[2]。 

3.2教师专业技能和灵活性有待提升 

教师在混龄模式下的教学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的

专业技能和灵活性显得尤为关键。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根据不同

年龄儿童的特定需求来调整教学方法的能力,还必须能够灵活

运用各种教育策略,以适应每个孩子的个别差异。例如,对于年

幼的孩子,教师可能需要更多地采用游戏化和互动性强的教学

方式,而对于年长的孩子,则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的探索性学习和

问题解决的机会。然而,目前教师在这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灵活性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他们需要更多的培训和实践机会,以便更好

地适应混龄教育模式,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每个孩子的全面发展,

帮助他们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3家长对混龄教育理念缺乏了解 

混龄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

不同年龄段儿童之间的互动,促进他们相互之间的学习和成长。

这种教育方式认为,年长的孩子可以通过指导年幼的孩子来巩

固自己的知识,同时也能培养领导力和责任感；而年幼的孩子则

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年长的孩子来学习新技能,从而加速自己

的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发展。然而,许多家长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

认识并不充分,他们可能不清楚混龄教育的真正意义,以及它如

何能够帮助孩子在社交、情感和认知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家

长可能对混龄教育的潜在好处持怀疑态度,担心年长的孩子可

能会欺负年幼的孩子,或者年幼的孩子会跟不上课程进度。因此,

提高家长对混龄教育理念的认识,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和参与这

种教育模式,是当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之间需要共同努力的方

向[3]。 

4 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构建 

4.1构建目标,培养幼儿自我管理能力 

在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构建中,培养幼儿自我

管理能力是核心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理论知识的

传授,更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幼儿的自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

力。例如,通过设立“小小值日生”制度,让幼儿轮流负责班级

的卫生、整理玩具等工作,这种实践方式能够让幼儿在参与中学

会承担责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我管理意识。此外,教师可以鼓

励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并通过

定期的反馈会议来评估自己的进展。这一机制不仅让幼儿学

会了如何设定和追求目标,还培养了他们的自我反思和调整

能力[4]。 

在混龄模式的教育环境中,幼儿们在不同年龄层次的互动

中,可以相互学习,相互模仿,从而加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年

长的幼儿在帮助年幼的同伴时,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能

力,而年幼的幼儿则通过观察和模仿,逐渐学习如何独立完成任

务。这种模式下,教师的角色也变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设计和

引导适合不同年龄层次幼儿的活动,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活动

中得到成长和进步。通过这样的教育模式,幼儿们不仅学会了自

我管理,还学会了合作与分享,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4.2教育内容设计,引导生活技能与价值观教育 

在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构建中,教育内容的设

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活技能与价值观教育作为核心内容,

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帮助幼儿掌握基本的生

活自理能力,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生活技能教育涵盖了个人

卫生、饮食健康、时间管理等多个方面。例如,通过日常的穿衣、

洗漱、整理玩具等活动,幼儿可以逐步学会照顾自己,形成独立

的生活习惯,为幼儿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价值

观教育则更加注重于培养幼儿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在混

龄环境中,幼儿通过与不同年龄段的伙伴互动,学会了尊重、分

享、合作等社会行为。例如,通过组织“大手拉小手”活动,让

大班幼儿帮助小班幼儿解决问题,不仅增强了幼儿的责任感,还

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此外,教师还引入“角色扮演”游戏,

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劳动

成果,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4.3教育环境创设,支持自主探索的环境 

在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构建中,教育环境的创

设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要创造一个能够支持幼儿自主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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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这样的环境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幼儿的好奇心,还能进一

步培养幼儿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幼儿园可以设立多个功能区,例如阅读区、科学探索区、艺术创

作区等,每个区域都配备丰富的材料和工具,供幼儿自由选择和

使用。例如,在科学探索区,可以放置各种实验器材,如显微镜、

试管、磁铁等,让幼儿通过观察、实验和记录,发现科学原理。此

外,环境的创设还应注重安全性和开放性。安全性是基本要求,

确保幼儿在探索过程中不会受到伤害。开放性则意味着环境要

能够容纳多种可能性和变化,鼓励幼儿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和创

新。例如,可以设立一个户外自然探索区,让幼儿在教师的引导

下,观察植物的生长、动物的习性,甚至进行简单的种植和养殖

活动。这样的环境不仅能够让幼儿亲近自然,还能培养他们的观

察力和责任感[5]。 

4.4家庭与社区的协同参与 

在家庭与社区的协同参与方面,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

教育的实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家庭作为幼儿成长的第

一课堂,其教育作用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

教育过程,能够有效提升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例

如,幼儿园在开展混龄自主生活教育项目中,邀请家长参与幼儿

的日常活动中,如共同设计家庭任务清单、监督孩子完成家务

等。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互动,还显著提高了

孩子的自主性和责任感。社区作为幼儿接触社会的重要场所,

其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对于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可以通过组织社区活动,如亲子运动

会、环保手工制作等,丰富了幼儿的生活体验,促进幼儿与不同

年龄伙伴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此外,社区还可以为幼儿教育提供

专业的支持和指导。例如,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家长和幼儿开展心

理健康讲座,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为

幼儿提供了心理健康的保障。这一合作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参与活动的家庭数量逐年增长,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情感管

理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讨混龄模式下幼儿自主生活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认识到了这种教育模式的多方面价值和挑战。通过实施混

龄教育,幼儿不仅能够发展自我管理能力,还能在与不同年龄同

伴的互动中学习社交技能和同理心。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

要教育者、家长以及社区的共同努力和创新。教育者需要不断

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同时,家长和社区也

应积极参与,共同为幼儿创造一个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未来,随

着对混龄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和实践,我们有望看到更多幼儿

在自主生活教育中受益,成为独立、自信和有责任感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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