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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健康既是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结果，也是幼儿身心充分发展的前提。健康是幼儿和家长的幸福之源，幼儿的身心健康、身体发

展是家长最为关心的事情。《幼儿园新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那么，怎样

才能保证幼儿的身心健康得到安全的保护和良好的发展呢？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基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幼儿园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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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是人类生命周期中十分独特及可贵的阶段。从贯彻《纲要》、

实施《指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幼儿获得的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越

多，教师实施的教育方式越能符合孩子的发展需求，幼儿的身心发展越

好，孩子在入小学后的各方面表现也就越好。因此，教师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努力在孩子自发型的学习与成人的指导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 

1 因材施教，尊重差异 

由于幼儿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所以都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当然，

有些个性是后天的，有些是先天的，但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个性

差异，作为教师都要给与充分的重视和尊重，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能够了

解每个幼儿的身心特点，从而利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干预，为更好地促进

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发

现，只有多去了解幼儿的生活，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同时给予身

心干预的情况下，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比如在同一个区域活动中，不

同的幼儿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和要求，我们作为教师要能根据幼儿的差

异和特点，给予不同的方法。例如在美术教学中，有的幼儿理解能力较

弱，有的理解能力很强，这样的情况下，就要顺其自然，对不同能力阶

段的幼儿给予鼓励，针对幼儿的实际能力，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或有效

的指导方法，保护好他们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兴趣，让幼儿能够在教师

的教学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和满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提高。 

2 建构良好的幼儿教学课程 

我们在建构课程内容时，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规划一些不符孩子

发展需要的课程来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促使幼儿教育者开始真

正意义上达成共识：课程的价值在于为了每一个儿童的发展。国外的方

案课程、项目课程迅速的传播，各幼儿园的园本课程、也如雨后春笋般

成长。教师要立足幼儿的身心发育特点规律，结合幼儿教学实际，综合

考虑当地的社会环境与幼儿的家庭背景，结合幼儿在学习中的经验和心

得，设立适合幼儿学习的幼教课程。一方面课程要具有趣味性；另一方

面，课程要适合幼儿发展的特点。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中，教师要把幼儿

整合全面发展摆在首位，这也是课程内容的首要目标，其设立一定要符

合幼儿的理解能力和水平，能够体现出幼儿的年龄特征和特点，同时符

合幼儿在智力与身心健康方面发展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设立

教学目标的过程中，不要好高骛远，要能使得大部分幼儿都能达到，同

时幼儿立足课程知识作为学习基础，可以整合多个层面的能力和知识，

从而有效地实现融汇贯通，从而提高学习速度和身心健康发展水平。 

3 建立良好的评价体系 

对幼儿开展良好的教学评价是幼儿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具

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做好幼儿教学评价，体现的是幼儿学习成效

与身心发展的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因此，幼儿教师必须正确树立评价的

目标，能够利用多途径的评价方法，认同幼儿在幼儿阶段出现的各种差

异。一般来说，教学评价需要有相应的评价材料作为依据。幼儿的发展

评价要以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指标作为依据，以各种不同的相关资料为

基础。评价幼儿的发展与学习对课程的规划施行是很重要的。教师对幼

儿身心发展的观察与评价在诸多教育策略中成为一大重要策略，通过评

价不但可以改进教学与学习的状况，而且评价工作与课程内容是不可分

离的。准确评估幼儿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发展与学习速度很

快，每个人的发展状况不同、个人所处的发展阶段互异，况且还会受到

生长环境中文化与语言因素的影响。因此不正确的评价往往还会人为地

给孩子贴上了“坏标签”甚至使孩子受到伤害。 

4 家校共育，构建双向的沟通关系 

深入每个孩子的家庭了解孩子的发展与学习状况是教师可以使用的

一个很好的教育策略。孩子越小，教师越是需要透过家庭以取得相关的

资讯。只有园家互动，建立双向的沟通关系，共同为孩子的发展付诸努

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建立双向沟通关系时我们必须建立良

好的家长与教师的关系，保持定期的联系，做到彼此尊重、合作、分摊

责任。教师与家长在日常的接触时都要分享彼此对孩子的看法以及彼此

告知孩子发展与学习的状况。了解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有哪些看法与目标，

并能够尊重和体谅。为了让家长更了解孩子，教师必须请家长共同参与

课程规划与评价活动，欢迎家长参与相关的教育决策。 

5 结语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

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如果能让幼儿在轻松、民主、宽松的氛围中有效

地进行创造教育的启蒙，这样不仅能让幼儿身心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幼儿创造精神，有助于发展幼儿的好奇心与创造性想

象，有助于训练幼儿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挖掘出幼儿巨大的创造潜能，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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