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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阶段的幼儿可塑性比较高，如果在此时能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他们也能很好地适应不同环境下的角色定位，

尤其是为小学阶段的学习打好基础。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与教育部引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纲要，

幼儿阶段的教育需要以幼儿发展为基本目标，建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所以幼儿行为养成教育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有鉴于此，本文在分析当

前幼儿行为习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探索幼儿园幼儿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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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阶段，如果幼儿没有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他们在进入小学之后也无法适应学校环境。近年来幼

儿教育水平工作的不断深入，也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开始意识到，幼儿

园阶段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非常关键，我们也需要针对幼儿的实际状态

选择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教育方法。 

1 当前幼儿行为习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缺乏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理念 

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父母都没有注重幼儿行为习惯的养成。幼儿

作为生活集体的组成部分，理应在幼儿园内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幼儿园

教育更加偏向于幼儿的基本认知能力、听说读写能力等。且教育模式的

不断转变，让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朝着“小学化”的方向发展，幼儿

园教育更加像是“预备教育”，直接导致幼儿缺乏对教育的理解。这也说

明家长的关注点存在偏差，他们更关注孩子在幼儿园是否具备写字、拼

音能力，未能重视持续性的能力培养和兴趣的激发。 

1.2 教育内容的连贯性问题 

幼儿园阶段的教育工作和教育任务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虽然幼儿园

会朝着小学不断地靠拢，以保障幼儿的顺利过渡，但很多情况下幼儿园

并不明确小学阶段的具体要求，再加上家长的盲目性，使得幼儿园和小

学阶段的衔接时期缺乏教育连贯性。这一问题需要家长和教师的及时纠

正，否则必然影响到幼儿性格的养成。 

1.3“课程”设置问题 

幼儿园的教育方式以游戏教育为主，真正用来掌握知识的比例比较

低。只有让活动具备趣味性，才能让幼儿主动地参与到活动过程中。幼

儿园阶段的教育内容应该尊重他们的性格和习惯，形成系统性和针对性

的教育内容，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但目前教育方式比较单一，在课程

设置上的科学性也比较缺乏。 

2 幼儿园幼儿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方法 

2.1 以教育理念完善习惯的养成目标 

幼儿教育的重点在于保障幼儿能够在娱乐中获得身心健康发展。随

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幼儿园的幼儿们必然要面临踏入社会，他们的言行

举止需要符合社会的规则。所以，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长都应该具备幼

儿行为习惯的养成理念，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构建以实践为主的参与

性习惯养成模式，让幼儿通过实践逐渐地具备自立精神。以家庭教育为

例，家长作为孩子的启蒙教师，需要突破传统的观念，支持自己的孩子

多参与幼儿园的集体活动。 

例如，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因为互相追打导致磕磕碰碰的行为偶

有出现，但对于小孩子而言，一味地批评教育并不能发挥效果。因此，

可以通过给他们讲《雪娃娃》故事的方式，让幼儿意识到，自己在生活

中要像雪娃娃一样帮助有困难的人。于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用

自己的亲身行为来体现教育成果，在群体活动中寻找优秀榜样，以此为

基础培养自己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而大部分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也认

为，幼儿在接受养成教育后会得到极大进步，如能够认识到劳动的辛苦，

更加珍惜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保护环境；学会礼貌待人等。 

2.2 注重幼小衔接阶段的行为习惯养成 

幼小阶段的行为习惯养成应具备连贯性，强化规范化的学习训练。

例如，幼儿教师可以通过舞台剧、表演等形式，让幼儿们尝试扮演着不

同的角色，并尝试将活动的场所进一步扩大，利用团队的力量，让所有

幼儿都能有着表现的机会。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这些内容

放映给幼儿看，让他们逐渐熟悉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形象，这

样一来，在他们进入小学后，即便遇到某些问题也可以不急不躁，在社

交环境中扮演应有的角色，也可以为其发展打好基础。 

2.3 重视课程设置与训练 

每个幼儿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所以在课程教育的设置方面要具

有独立性，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习惯教育作为培养

重点。例如，对于某些性格内向的幼儿，可以鼓励他们上台演讲，表达

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逐渐地突破心理障碍；对于一些性格活泼的幼儿，

则可以将教育课程设置为帮助他人，同时教师要对良好的行为作出鼓励，

让幼儿体会到助人为乐的乐趣，学会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继续用良好

的习惯去帮助更多的人。 

3 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阶段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目的是为了促进幼儿们的

健康发展。从目前的教育方式来看，都要符合现阶段的教育目标，遵循他

们的阶段性发展要求，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对幼儿展开基础的行为养

成教育。从本质上来看，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虽然存在差异，但作为教

育工作者也应注重两者之间的联系，为过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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