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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育是为所有在学前教育阶段接受在园教育的幼儿提供成长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

此环节中，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幼儿教育的全过程，能够更好地为每一个幼儿在学前教育阶段全程提供

积极的教育支持和成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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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viding growth services for all children who receiv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t the stag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is link, integrating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an better provide positive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growth help for every chil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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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期是道德萌芽的起步阶段，也

是培养幼儿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和道德品

质的 初时期。幼儿是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如何在学前教育环节扣好幼儿的“第

一颗扣子”，引导幼儿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在幼儿的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随着教

育意识的逐步提升，幼儿教师作为家长

之外的直接教育者，对幼儿素质的培养，

人格的塑造，行为的规范具有重要的影

响。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学生终身教育

的奠基阶段。夯实幼儿园德育教育，特

别强调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大思政

元素。通过开展地域文化活动、主题教

育活动、传统节日等特色活动，将大思

政元素融入到幼儿在园教育的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等方面，从而全

方位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

技能等的发展。 

1 当前幼儿园德育活动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

展，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

注，在国家政策、国家教育方针、资金

支持以及社会关注度等方面为幼儿教育

带来了改革的机会。由于一些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幼儿教育主要还是依靠家庭

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共同配合，其中家

庭教育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家庭成员对

于教育配合能力和认识角度有所不同，

导致幼儿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也较大。在实际生活中，部分幼儿的道

德表现与我们的教育期待仍然有一些差

距。例如，幼儿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

不尊重长辈、随心所欲度高等行为，这

些行为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幼儿年龄的特

点和道德自我约束度低等原因导致的。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观点认为，幼儿的

道德发展水平是处于前习俗水平向着道

德内化的方向来不断发展的。根据这一

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幼儿第一任老

师的家长和幼儿教育的教师，在对幼儿

的综合素质教育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要有的放

矢地对幼儿进行基础的道德规范意识。 

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基础性教育的

根基，幼儿如果在家庭教育中没有获得

良好的道德情感体验，那么幼儿园的教

育活动能够对幼儿良好品德的养成起到

关键作用。目前，在幼儿园德育教育过

程中缺乏对德育主线理念的渗透。特别

是部分教师过于注重关心儿童智力和认

知能力的提升，并且将幼儿教育的效果

等同为幼儿人身安全的保护和幼儿自理

能力的提高，而这种教育理念无法让幼

儿在实现自身能力的成长与德育素质的

提升方面形成共情。在幼儿德育活动中，

幼儿教师对于德育教育的理念也缺乏主

线意识，没有梳理出德育主线，反而形

成一堆一块的现象，无法将健康、语言、

社会、科学、艺术等与幼儿德育教育相

融合。在教育过程中，幼儿教师往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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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意识到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也会有意

识地在部分教育环节中融入大思政元

素，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又会受到环境

影响和教学时长限制，降低了德育教育

的效果。幼儿园开展特色教育活动，能

够丰富幼儿的教育体验，虽然每所幼儿

园在幼儿德育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总体

效果却差强人意，绝大多数的幼儿园仅

仅将环境创设内容当作幼儿园德育教

育的重点工作。相对于幼儿知识技能的

获取而言，对于幼儿德育教育来说，幼

儿的主体能动性不够。作为幼儿园或幼

儿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德育教育的过

程中，应该将德育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幼

儿本身。在一些学前教育领域中，由于

教师没有统一的德育纲领性教材作为

指导，往往凭借教师自己的主观意识来

进行渗透性教育，导致教育形式单一、

大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缺乏科学性、教

育活动缺乏趣味性、幼儿缺乏自主管

理机会、幼儿缺乏合作探究的机会等

现象，反而容易导致幼儿心理发生抵

触和排斥。 

因此，做好幼儿园德育教育工作，

首先是要通过隐性课程和融入式体验，

让孩子在幼儿园整体文化氛围的熏陶

下，建立基本的道德情感认知。0～6岁

的幼儿在幼儿教育阶段往往是认知接受

程度 高和模仿能力 强的时候，在这

个阶段中，培养幼儿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不仅包括生活能力方面，同时

也涵盖社会、艺术、语言等方面的综合

能力。其次是在教育过程中，要将大思

政元素运用到幼儿教育的全过程，使幼

儿按照自己的能力发展指标来提高综合

素质能力，使幼儿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形

成良好的认知能力。在幼儿园教育工作

中，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幼儿德育素质

教育的情感体验过程中，即要对大思政

元素融入幼儿教育的园本课程体系进行

科学建构，同时又要对幼儿园的总体环

境进行有目的性地设计。通过各种传统

节日元素、地方地域特色元素、文化元

素等对幼儿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

艺术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从

而提升德育教育的效果。  

2 基于幼儿心理发展的幼儿德

育可行性分析 

2.1幼儿心理发展水平是德育教育

的前提 

幼儿心理发展是指幼儿的心理结构

从不成熟到成熟这一阶段所发生的积极

的心理变化。它体现为幼儿对外界事物

投射在情绪、情感、认知等方面的行为

表现。而幼儿心理健康既指幼儿在正常

发展的智能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出

良好个性、良好处事能力和良好人际关

系的心理特质结构，也表现为一种对于

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人格等能够

形成完整、和谐，并能够很好适应社会

与社会保持同步的一种心理成长表现。

在儿童的情绪、情感和感知觉的成长过

程中，3～6岁是幼儿大脑快速发展和受

外界环境刺激形成感知觉 多的阶段。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根据幼儿对规则的

理解，将幼儿道德认知发展划分为前道

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

和公正阶段。因此，在儿童学前教育的

阶段，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

大思政元素的融入，将儿童的德育教育

贯穿一线，这不仅会对幼儿在认知、情

感、个性、道德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刺激，

使幼儿在未来的成长中更好地适应社

会，为未来各个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做好

德育准备，也能够为幼儿的一生发展形

成良好健康心理和人格素质打下坚实

基础。 

2.2传统文化教育是幼儿德育教育

的核心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国作为

一个拥有丰厚历史积淀的文化大国，在

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形成了有很强的包

容性和创造力的精神品质，不仅创造出

了辉煌灿烂、享誉世界的中华文明，也

塑造出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

形成了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中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

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

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

基础教育等各领域。”幼儿教师要领略和

学习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领会中华文

明中的文化瑰宝，形成对物质生活与精

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不断引导幼儿崇

德向善，追求好的精神榜样，了解道德

修养和道德教化，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引导幼儿建立国

家认同感和正确的三观有非常重要的根

基作用。 

2.3地域文化教育是幼儿德育教育

的钥匙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

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是存在于一

个地区，由于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

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发

挥独特精神引领作用的文化形式。在地

域文化中，积淀着当地的自然生态、民

俗习惯、风俗语言、地域性格等元素。

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能够更好地丰富和整

合教学资源，使大思政元素融入地更加

细腻、自然，使幼儿更容易对当地文化

产生认同感。地缘文化的亲缘性能够使

幼儿对本地区的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和

亲切感，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教育

的提升。同时，在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

地域文化的教育过程中，要注意激发教

育环节中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教育，培养幼儿健全的人格，使幼儿形

成良好互助的、独立思考的品德和行为

习惯。 

3 大思政元素融入幼儿教育的

价值分析 

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幼儿教育的目标

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身体健康、感知

觉协调发展、较好适应未来生活的幼儿，

而在幼儿教育关于“五育”的描述中，

品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幼儿教育不仅

仅是行为能力的教育，同时也是道德品

质的提升。教育过程依据道德教育的要

求，通过一系列的融入性教育能够使幼

儿形成积极的情感品德和更好的价值观

体验。首先，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幼儿

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幼儿爱国友爱的意

识。按照幼儿的心理发展规律和认知水

平，对幼儿在国家、民族、人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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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引导式教育。通过地域文化特色，

将当地特色文化（如“五色教育”）融入

其中，让幼儿通过冰雪文化、烈士先进事

迹、特色美食等这些熟知的生活元素全面

认识和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其次，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幼儿教

育的过程中，激发幼儿知礼诚信的意识。

知礼诚信是建立在幼儿对“我”的认知

基础之上的，对于“我”的界限的认定

是幼儿情感认知的起点。如何先帮助幼

儿建立自我意识，然后再帮助幼儿建立

距离意识，是教师教育的重点。教师可

以在音乐舞蹈教学中或动作游戏活动课

程中设置“歌曲轮唱”“合跳舞蹈”“丢

手帕”“接力赛”等环节，通过活泼的情

节、积极向上的内容让幼儿在活动中通

过视觉、听觉、触觉来感知外部世界，

培养幼儿对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形成

良好的配合度和差别意识。教师也可以

通过传统故事、模范榜样、寓言故事等

感性案例对大、中、小不同阶段的幼儿

进行思想引导，使其在认知教育、游戏

互动、一日生活、家园互动等环节中加

深对礼貌和诚信的理解。 

再次，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幼儿教

育的过程中，激发幼儿好学明德的意识。

学习是人的本性，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指

出“幼儿园德育教育应该以情感教育和

培养良好习惯为主，注重潜移默化的影

响，并贯穿幼儿生活及各项活动之中”，

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

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著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认为教育

的 终目的就是要引导幼儿“做现代中

国人”，他认为优秀的幼儿教育应该是培

养幼儿拥有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

创造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和服务的精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幼儿的教育

也要随着幼儿认知的发展不断提升。在

幼儿德育教育的环节中，要注重教育内

容同幼儿智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一致，并不断

丰富和提升教育案例和手段，从而建立

幼儿对于教师和幼儿园的信服度，激发

幼儿的求知欲。另外，要注重将地域文

化、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大思政元素

融入到教育的全过程，从而激发幼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驱动力，增强幼

儿的成长自信。 

4 结语 

在对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家

庭教育还是幼儿园教育，都要突出德育

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幼儿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而幼儿园教育过程相对于家

庭教育过程而言，更具有科学性、合理

性和系统性。将大思政元素融入到幼儿

园教育全过程，既要考虑到孩子的成长

发育程度和认知能力水平，也要考虑到

引导幼儿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

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让幼儿在潜移默化

中获得良好的教育体验和价值观提升。

因此，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将大思政

元素融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科学活动、

语言活动、艺术活动、社会活动等教育

活动中，既可以提升课程的教育针对性

和目的性，也能够对幼儿教育形成一以

贯之的引导，无论对幼儿的成长教育还

是对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都有非常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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