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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基本要求，在幼儿时期进行品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对

幼儿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幼儿以后的成长发展有着

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始终是我

们幼教工作者探询的问题。《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

幼儿园德育教育应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为主，注

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幼儿生活及各项活动之中。” 

一、加强师德修养， 确立幼儿德育内容 幼儿园德育工作体系

中明确提出了幼儿德育总目标：萌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

爱集体、爱科学的情感，培养诚实、自信、好问、友爱、勇

敢、爱护公物、克服困难、讲礼貌、守纪律的良好品德行为

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教师本身的品质是养成幼

儿品格的重要因素，身教重于言教。模仿是孩子学习的手段

，只有品质优良的教师才能培养优良品德的人才。我们结合

幼儿园工作实际情况，加强师德培训工作，组织教师学习，

规范教师们的言行，使教师起到榜样的作用。 二、树立强烈

的渗透意识，使德育教育深入骨髓。 孔子曰：“少成若成天

性，习惯如自然。” 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

，终生都会起到作用。幼儿园一日生活及各个环节都渗透着

德育因素，“时时有德育，处处有德育。” 教师们在掌握本

学科教育要求的同时，还应理解德育大纲的精神实质，使德

育要求渗透到具体计划中去，并根据这些要求来设计活动，

布置环境，使之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不仅如此，老师



在日常生活和各个环节中，善于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和偶

发事件，对幼儿进行随机教育，既注重德育的显性渗透，也

不忽视德育的隐性渗透，真正把德育要求落实到每个幼儿。 

三、探索幼儿德育教育的实施 (一)优化教育环境，注重德育

教育的隐性渗透 美国教育家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的变化不

是由个人的内在因素单独决定的，而是由它与环境相互作用

结果来决定的。为此，我们重视通过合理构建幼儿园的环境

来实施幼儿德育的内容。教师们改变过去单纯的为美化活动

室而布置环境的观点，从不同年龄的特点出发，考虑全面发

展的需要和不同个性的差异，为幼儿创设一个整洁、温馨、

舒适而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 1、注重园内大环境的设计 在

我们幼儿园，教学楼的墙壁上设计了各种小动物欢聚一堂的

场面，渲染了友爱和平的气氛；走廊上，张贴着孩子们设计

的画，内容包罗万象：保卫祖国的解放军、勇敢自信的小飞

行员、克服困难的探险家、彬彬有礼的小猫咪┉┉，在每个

活动室的右侧墙壁上都布置着有关道德行为教育的名言和图

片，楼梯口还悬挂着富有民族特色的“灯笼”等手工饰物。

环境作为一种工具，辅助教师进行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的教

育，使孩子们在环境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启发。 2、活动室的

布置应体现德育内容 教育环境中渗透德育内容，往往是一种

无声的教育，而它对幼儿的作用及其影响是巨大的。如：“

东方雄鸡图”中国地图, “可爱的家乡、可爱的祖国”展览等

，幼儿在师生共同收集、布置展览的过程中，在教师们真实

的、健康的情绪感染下，熟悉了可爱的家乡，熟悉了伟大的

祖国，了解了家乡、祖国各地的特产，从而自然的激发起幼

儿爱家乡、爱祖国的真情实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建



设家乡、振兴祖国的种子，从而潜移默化的受到了爱国主义

的启蒙教育。大班教师与幼儿用灵巧的手，剪出各种图案、

窗花，制作了宫灯, 体验了民间艺术的美；教师们还利用活动

室的区角，建立了“我是小小建筑师”、“娃娃家”、“阅

览室”、“美发店”等活动角，孩子通过阅读图书、听音乐

、玩积木等活动，通过书中、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去认识哪些

行为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及生活中

的事情，如：故事《贝贝的手帕》中贝贝的手帕不小心丢了

，很多小朋友帮贝贝找手帕，反映了乐于助人的典型。孩子

通过读、听、看建立一种正确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

习惯。 我们除了为幼儿创设了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外，还注

重为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我们的幼教工作

人员，时时处处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包括幼儿园全体工

作人员集体的团结、协作，教师的言语行动以及幼儿中间的

好人好事，都成为幼儿的良好榜样。 （二）将德育教育渗透

到幼儿各种活动中去 36岁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个性倾向和

道德观念形成的萌芽时期，是培养良好品德行为的黄金时代

。现在的幼儿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备受宠爱，从而养

成了很多不良习惯。教师应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环

节，注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生活自理能

力、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使幼儿获得好的发展。我们设

计、组织的活动，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手段，从而发挥教

育的整体效益，寓教于乐，让幼儿在玩乐中，在轻松愉快的

活动气氛中，懂得道理，受到熏陶，达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

。 1、利用节日活动，进行德育教育 在每年传统的节日里，

我们在欢庆节日的同时，都会开展系列教育活动。如“三八



”节进行爱妈妈、爱阿姨、爱奶奶的教育：节前，老师向幼

儿介绍节日的名称、日期，同时，要求每个幼儿在家了解妈

妈、阿姨、奶奶的辛苦，从中使幼儿萌发尊敬妈妈、尊敬为

社会作出贡献的阿姨们的情感。节日当天，小朋友把亲手做

的大红花献给妈妈,还与老师一起制作展板“妈妈，您辛苦了

”。节后，教师要求幼儿在家为妈妈、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请家长把孩子做的好事记录下来，大家拿回来一起

交流，在孩子之间起到榜样和鼓励的作用。在活动过程中，

使幼儿懂得了尊敬妈妈等长辈，并且明白了表达感情要付之

行动的道理。 “十一” 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结合亲子活动

，设计了“爱祖国爱家乡”的主题活动。通过了解家乡日新

月异的城市建设，使幼儿萌发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敬

老节”到敬老院进行慰问演出，强化幼儿对老人的敬爱之情

。我园还坚持每周一升旗制度，着重对幼儿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 2、户外活动和体育游戏时的德育教育 户外活动和体育

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幼儿园体育游戏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多彩，这就为德育渗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在

各类竞赛性游戏中，激发幼儿的团结意识，明白团结一致、

互相协作就会胜利的道理；在玩高跷、跳绳、玩皮球等为主

的小型游戏中，教育幼儿互谦互让，不争抢活动器具；在自

由活动时，幼儿不慎突然摔倒，其他幼儿就会自然流露出“

爱心”去帮助他；当幼儿走独木桥，个别幼儿产生畏惧情绪

时，老师都及时而恰如其分地进行勇敢与尝试教育。 3、爱

心体验———“大带小”活动 由大班哥哥姐姐带领小班弟弟

妹妹参加幼儿园组织的活动。如“大带小”一起劳动，“大

带小”一起进餐，“大带小”一起游戏等。哥哥姐姐对弟弟



妹妹倍加关心，而弟弟妹妹对哥哥姐姐无比信赖。心灵上引

起共鸣，使大班幼儿体验到了付出爱的快乐情绪。通过这种

活动，培养了幼儿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团结友爱、和善交

往、做事情要有责任心等优良品质。 4、开展德育主题活动

，创设良好育人环境。 幼儿是在活动中成长的，幼儿的发展

是通过活动实现的。因此，我们非常注重通过开展各种各样

的活动来丰富幼儿德育的内容。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适

合幼儿的主题活动。如：在小班，组织了"能干100test"的劳动

活动，帮助幼儿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道理；中班组开展

“争当环保小卫士”，在大班，组织了"夺冠"的体育活动，

培养幼儿勇敢精神和协作能力；另外，每班均有值日生和好

孩子的标志，每个区域活动角，均有值日生负责整理，且轮

流担任。培养幼儿的劳动意识与集体荣誉感。 （三）善于抓

住锲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进行德育教育 《幼儿园指导

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品德教育应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

好行为习惯为主，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幼儿生活

及各项活动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从常

规教育入手，使道德教育与生活实践相结合，随时随地的进

行教育。如：自己用小匙吃饭、洗脸、穿衣、叠被子⋯⋯,教

师运用奖励和表扬的方法要求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孩子不仅手变巧了，小脑瓜变灵了，每天的劳动习惯也养成

了。我们要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幼儿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

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幼儿良好品行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比

如：有的幼儿有不收拾玩具的坏习惯，如果教师一味批评，

效果不会很好。教师要善于“捕捉”幼儿的闪光点，适时地

进行随机教育。发现幼儿穿戴特别整齐、漂亮，教师用称赞



的语气表扬小朋友们：“咦，你今天特别漂亮，对不对”？

幼儿肯定会高兴地回答说：“对”，教师可趁热打铁说：“

你自己漂亮还不是最美，你的房子也要跟你一样漂亮才行，

你看，你现在的玩具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你说怎么办好呢

？”这时幼儿肯定会自觉收拾，教师要加以及时奖励，并在

同伴面前表扬幼儿，变批评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幼儿不良行为习惯也会逐渐改正。又如，游戏时玩具或头饰

主动让给别人，孩子偶尔说出有礼貌的话语时，教师要善于

抓住这些事例进行随机表扬鼓励，引导幼儿养成辨别是非的

好习惯，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净化孩子的心灵.因为是典型的

日常小事，孩子亲眼目睹、亲耳所听，容易理解和掌握。因

此，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是所有教育途径中最基本、最直接的

教育，它的重要性和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在良好的

家庭环境中促进幼儿德育的发展 幼儿期是人生的启蒙期，是

塑造健康人格和形成良好道德素质的重要时期，但是从当前

独生子女所处的家庭环境看，众星捧月般的地位，使我们的

孩子从小便养成了“以我为中心、任性、骄蛮、无礼”等不

良道德意识和行为。家庭环境会给孩子人格的形成打下难以

磨灭的烙印。著名文学家老舍曾饱含深情地说：“从私塾到

小学到中学，我经过起码有百位老师吧，但是对我影响最深

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可

见家庭环境是幼儿德育教育的基础教育，也是最关键的教育

。如何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形成教育的共识呢？首先，利用

《家园园地》向家长宣传关于家庭对幼儿品德形成的重要性

，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宣传，如：关于培

养幼儿爱劳动方面，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小，只要吃饱穿暖



就行了，劳动是大人的事儿。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指

出：“一切都替代孩子，为孩子做好一切，这是父母所给予

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而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我们都知

道培养幼儿的爱劳动习惯是幼儿本身发展的需要，只要方法

和内容合适，是可行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向家

长宣传爱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对幼儿的可行性，使家长从内

心赞同我们的观点并进而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还组织了“

家长老师”活动。请各种职业的家长到我们的班级来做一次

“爸爸老师”、“妈妈老师”，让他们向孩子介绍自己的工

作，它与人们的关系，还可以请家长从自己的兴趣或职业特

点出发，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活动，这项活动让幼儿认识到了

自己的家长是多么的能干，培养了幼儿爱家长的情感，同时

还较好地促进他们形成自信、开朗的性格。 我们针对幼儿品

德发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家园联系本及时与家长“通

气”。如：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表现的很爱劳动，可在家里连

帮大人拿拖鞋都不愿意。教师知道以后，不露声色的一个故

事或儿歌，就能让孩子明白自己做的不对。 幼儿的品德教育

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及各项活动是实

施幼儿园德育的主要途径，渗透是幼儿园德育实施过程的主

要特点，即渗透在幼儿游戏、学习、劳动、娱乐和日常活动

的整个过程之中，渗透在幼儿与同伴以及与成年人的各种交

往关系之中。总之，德育教育从幼儿抓起，并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把幼儿培养成健康活泼、好奇探究、

勇敢自信、有初步责任感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儿童。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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