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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633579.htm 一、全面发展教育与

幼儿的发展 (一)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含义 幼儿园全面发展

教育是指以幼儿身心发展的现实与可能为前提，以促进幼儿

在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并以适合幼

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方式、方法、手段加以实施的、着眼于培

养幼儿基本素质的教育。对幼儿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是我国幼

儿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国幼儿教育法规所规定的幼儿

教育的任务。 (二)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意义 1．体、智、德

、美四育的意义 (3)德育 幼儿期是个性开始形成的时期，对幼

儿实施德育是幼儿个性发展的需要。良好的个性品质对人一

生的成长和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幼

儿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代表未来社会的文明程度，对我国

未来的社会风貌、民族精神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4)美育 美

育通过艺术形象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和熏陶幼儿的心灵

，使幼儿在感受美的同时，发展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活泼开朗

的性格，产生美好的情感和情绪体验。 2．体、智、德、美

四育的关系 在幼儿的发展中，体、智、德、美四育具有各自

独特的作用，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不能相互取代。几个方

面统一于幼儿个体的身心结构之中，体、智、德、美任何一

方面的发展都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

制约，不可分割。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来说，不能偏废任何一

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将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幼

儿体育 (一)幼儿体育的概念 幼儿体育有着不同于中、小学的



特点，这是由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在幼儿阶段，由

于抵抗力差、骨骼和肌肉发育不成熟、动作不协调等，需要

设计适合幼儿的体育活动，不宜进行爆发性肌肉活动；需要

为幼儿提供合理的膳食营养；需要把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创设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等

。 (二)幼儿体育的目标与内容 1．幼儿体育的目标 幼儿体育

的目标是：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

质，增进健康，培养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

的兴趣。 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是保证幼儿各方面健康发

展的前提。身体机能的协调发展，包括机体组织、器官以及

各生理系统的协调发展、生理机能和身体运动机能的协调发

展等。幼儿适应环境和抗疾病的能力强弱是体质好坏的主要

标志。增进健康是指增进幼儿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既身体强

壮，又性格开朗、情绪乐观。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是增进

幼儿健康的必要条件。 2．幼儿体育的内容 幼儿体育的内容

包括几个方面：①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在锻炼幼儿身体的同

时，做好卫生保健工作。②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包括走、

跑、跳、攀登等基本技能。③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

惯。培养幼儿合理严格的保健制度。④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

意识。针对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差，进行相应的安全知识教育

。 (三)幼儿体育的实施 1．实施幼儿体育的途径 (1)为幼儿创

设良好的生活环境，科学护理幼儿的生活 良好的生活条件，

对幼儿科学、精心的护理是幼儿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幼儿

园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为幼儿的健康成

长创设良好的物理和心理环境。 (2)精心组织各项体育活动，

提高幼儿健康水平 体育活动是幼儿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育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广播体操、体育课、体育游戏、户

内户外体育活动等。幼儿园要重视各种体育活动，特别是户

外体育活动，每天应保证幼儿至少有2小时的户外体育活动时

间。 2．实施幼儿体育应注意的问题 (1)注重幼儿身体素质的

提高 提高幼儿身体素质是幼儿体育的重中之重。幼儿身体素

质的提高主要是体质的增强。影响幼儿体质强弱的因素很多

，如遗传、疾病、营养状况、生活环境、体育锻炼等。其中

，科学的、适于幼儿的体育活动是增强幼儿体质最积极、最

有效的因素之一。幼儿体育应以增强幼儿体质为核心。全面

、综合地为幼儿有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创造条件。 在幼儿

体育中，不能把目光放在技能技巧的训练上；更不能允许为

比赛、表演、为幼儿园争名次、争荣誉等目的而进行有伤幼

儿身体的任何活动；要充分考虑幼儿身体的特点，避免小学

化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用丰富多彩、轻松活泼的

身体活动来促进幼儿体质的增强。 (2)重视培养幼儿对体育活

动的兴趣和态度 体育活动的功能必须通过幼儿自身的积极参

加才可能实现，体育活动成败的关键在于幼儿对体育活动是

否喜欢、是否投入。因此，实施体育必须重视培养幼儿的兴

趣和积极态度，不能为了达到计划的目标，生硬地强迫幼儿

训练或完成某项运动，或因为幼儿不能达到教师的要求而进

行惩罚、责备。另外，体育活动的难度、趣味性以及活动的

设备、条件等也是教师要特别关注的。 (3)专门的体育活动与

日常活动相结合 专门组织的体育活动是增强幼儿体质的有效

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幼儿体育的某些目标，如

培养幼儿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标，仅仅靠体育锻炼是不能

完成的，还必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培养和训练。因此，要实



现体育的目标，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体育

。 (4)注意体育活动中教师的指导方式 幼儿体育活动的形式是

多样的。不同的体育活动中，教师与幼儿相互作用的方式不

同，因此，教师在组织幼儿体育活动时，应采用不同的指导

方式。例如，在早操活动中，教师的示范很重要；组织体育

课，教师作为活动的指导者，要充分调动幼儿活动的积极性

来实现活动目标；体育游戏中则要充分保证幼儿的自主性，

户外体育活动中要保证幼儿自由、安全地活动。 三、幼儿智

育 (一)幼儿智育的概念 幼儿智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让幼儿

获得粗浅的知识技能，发展智力，增进对周围事物的求知兴

趣，学习“如何学习”，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教育过程。

幼儿智育应当根据幼儿发展的特点来进行。 (二)幼儿智育的

目标与内容 1．幼儿智育的目标 幼儿智育的目标是：培养幼

儿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发展幼儿智力，培养正确运用多

种感官、运用语言基本技能的能力以及初步的动手能力。 幼

儿学习兴趣主要包括探究的兴趣、求知的兴趣、创造的兴趣

以及动手的兴趣；发展幼儿正确运用感官的能力，也就是发

展幼儿正确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外部世

界的能力；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幼儿的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对其智力活动的水平影响很大；

动手能力与人的智力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2．幼儿智育的

内容 发展幼儿的智力。发展幼儿智力包括：促进幼儿认识能

力的发展，如发展幼儿的感知觉、观察能力、语言能力、思

维能力、想像和创造能力等；培养幼儿良好的智力品质，如

思维活动的速度、灵活性观察事物的准确性、敏锐性等；帮

助幼儿尝试使用智力活动的方法和技能，如观察事物或现象



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操作的方法和技能等。 引导

幼儿获得粗浅的知识。幼儿学习的知识包括与他们生活密切

相关的生活常识、社会常识、自然常识以及幼儿能够理解的

科学技术知识、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关的初步知识等。 培养幼

儿求知的兴趣和欲望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好奇心是幼儿求

知兴趣和欲望的最初表现，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将之进一步

发展为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是幼儿智育的重要内容。学习习惯

是幼儿获得知识、发展智力以及今后继续学习的重要条件，

它包括幼儿学习时能否集中注意力、能否积极克服困难、能

否爱护文具、能否认真完成学习任务等。 (三)幼儿智育的实

施 1．实施幼儿智育的途径 (1)组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发

展幼儿智力 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是发展幼儿智力的有效途径。

幼儿亲自动手、动脑的实践活动是进行智育的主要途径。作

业课的教授方式虽然能给幼儿不少知识，但是，由于幼儿对

言语的理解有限，又是间接知识，所以较难为幼儿把握。因

此，上课应当与幼儿动手操作的活动相结合，尽量游戏化，

防止教师满堂灌，以提高效益。幼儿园不宜以上课作为智育

的主要手段。此外，日常生活活动也是对幼儿实施智育的重

要途径。 (2)创设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幼儿自主活动 幼儿智

力的发展与环境关系密切。只有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里

，幼儿才能够自由思考、自由活动、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要求，自由地想像和创造，才能自己选择、自己探索，智力

才能得到发展。在一个压抑的环境里，幼儿只是被动地接受

知识，被动地活动，他们将失去学习的兴趣和欲望，丧失自

信心，懒于思考，变得唯唯诺诺，不可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2．实施幼儿智育应该注意的问题 (1)处理好智力与知识技能



之间的关系 知识与智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技能是智力

发展的基础，智力发展又是获得知识与技能必备的条件。知

识的贫乏与浅薄不利于智力的发展，而智力的高低决定掌握

知识的深度和运用知识的灵活程度。 (2)重视幼儿非智力因素

的培养 非智力因素是指不直接参与认识过程的心理因素，它

包括情感、意志、性格、兴趣等方面。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

素是智力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二者

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只有二者都处在最佳

状态时，幼儿的智力活动才能取得成功。 (3)注意幼儿知识的

结构化 如果幼儿的知识是零散的、杂乱的、琐碎的，那么，

幼儿很难凭借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这些知识对幼儿思维的

发展也没有多大意义。也就是说，幼儿智力发展的重大进展

不是取决于个别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是看这些个别知识能

否结合成一个反映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规律或联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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