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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1"> 由于进行幼儿教育研究对提高幼儿园的保教质

量和提高幼儿园的凝聚力，以及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素养和

工作兴趣与热情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近年来

，幼儿园领导和教师越来越重视幼儿教育的研究工作。 不过

与高校和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以及科研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相

比，在进行幼儿教育研究方面，幼儿教师有自己的优势，也

有自己的劣势。幼儿教师应该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后

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特点的研究策略，只有这样，研究才可能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将会事倍功半，甚至毫无效果。

那么，我们幼儿教师在进行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

策略呢？我们认为，为了提高教育研究的效率，幼儿教师在

进行教育研究时应注意以下的策略。 一、要努力夯实自己的

教育理论基础 幼儿教师要进行教育研究，就必须具有一定教

育科研理论素质。这方面的素质主要是指要掌握一定的教育

基本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法论和教育科

研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再伟大，

也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实践。我们只有用教育理论及其相关的

理论来武装自己，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知道幼儿教育的

未来走向。有些教师平时的学习只满足于某些经验的掌握，

甚至“以干代学（理论）”，这是不对的。经验是实践的结

晶，而理论则是经验的升华。经验一般还停留在认识的感受



性认识的阶段，还有待于上升为理论；理论才是对事理的科

学概括。经验往往是具体的，总是依附一定的时间、地点等

条件，而理论却是“抽象科学”，所反映的已不是个别情况

下的特殊情形，而是普遍情况下的客观规律，具有广泛适用

性。对各种经验，也要用科学的理论来分析、鉴别和评价，

决定取舍，照抄照搬就会吃亏走弯路。再者，掌握了理论就

能创造方法，方法是理论付之于实践时的安排和操作，是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离开了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决不可能

产生好的方法，而掌握了理论，对工作有理性的认识，安排

和操作符合客观规律，就能创造方法，形成技能技巧。“教

无定法”，只要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都是好的方法；“教

有定法”，这个定法就是教育科学。科学的理论撞击实践，

就会爆发智慧的火花，结出创造的硕果，创造出新的方法和

经验。 而相反，我们缺乏一定的教育理论素养，在实践中就

会表现为教研教学都无后劲，其具体表现为： ①有丰富的教

育经验，但不能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开展教育研究有

一定的困难。 ②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教育经验，虽

然一般能完成教学任务，但不水平有多大的提高，能力不见

有多大的长进，不能突破一定的水准而有所跃进。 ③不太了

解幼儿，在教学方法及内容方面违犯教育教学规律，工作好

了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有失误，也不知道从何吸取教训。 所

以我们要努力学习理论，为进行教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 

在理论学习方面，除了要学习一般的教育理论外，我们还应

学习一些名家的理论，如皮亚杰、布鲁纳、班杜拉、布卢姆

、奥苏贝尔、巴班斯基、斯金纳等的理论；在方法论方面，

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等。 二、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新的理论审视幼儿教

育 用其它学科或新的理论审视当前的幼儿教育，你就可以发

现新视野里的一个“全新的幼儿教育”，你就发现幼儿教育

中有许多新的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你甚至还可以根据一种新

的理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幼儿教育理论。比如，皮亚杰用他

的“生物学的眼光”来研究儿童心理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儿

童心理学理论发生认知论，他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同化

”、“顺应”、“平衡”都是生物学的概念。 平时我们在进

行幼儿教育研究时，也可以利用一些其它学科的理论来对幼

儿教育进行研究。比如现在人们议论得比较多的“可持续发

展理论”，我们用它来审视幼儿教育，我们便可以发现幼儿

教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幼儿园的环

保教育”、“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幼儿的可持续发展

”、“幼儿教师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因此，我们要学会用

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新的理论去审视我们的幼儿教育。我和许

多幼儿老师谈到幼儿教育研究的问题时，许多老师都反映，

似乎幼儿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研究了。我说，这似乎应验

了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说的道

理。所以我劝那些老师一是注意对幼儿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是学会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或者新的理论重新审视幼儿教

育。从此她们的思路也就打开了，也都写出了不少研究性的

论文。 不过这种嫁接或演绎必须合情合理，不可生搬硬套，

甚至为了照顾理论而舍弃事实。 三、运用缺点列举法 将自己

发现的在某一方面的幼儿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列举出

来，然后用教育理论或心理学理论去分析为什么会存在这些

问题，最后通过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样的研究是很



有现实意义的，也很容易出成果。 不过，在列举问题时，为

了更全面地弄清有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征求其他老师对这一

问题的看法，同时还可以请他们谈一谈他们对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些想法。 四、读专著与带问题学习相结合 一是认真地读

几本与完善自己知识结构所急需的专著，这样不但会使得我

们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思路开阔，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我

们也会有许多新的感悟、新的思想火花；二是带着工作或研

究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有关的理论。由于急用，学习起来兴趣

浓，动力大，效益高，还能增强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运用理

论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五、了解整个教育发展的趋势

及社会发展的趋势 教育研究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与社

会发展相违背的研究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不会得到社会的承

认的。比如有的教师在研究“如何使幼儿害怕教师”，就是

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这样的研究虽然可能也会有一定的

“结果”，但是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的。我们应该关注的一

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幼儿教育发展趋势的课题，如“幼儿

的可持续发展”；“师生的民主平等关系”；“环境在幼儿

发展的作用”；“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幼儿的创造性

的培养”；“师幼之间的互动关系”；“活动在促进幼儿发

展中的作用”；“幼儿教育目标研究”；“幼儿教育时效性

”；“幼儿主体性的培养”；“游戏在促进幼儿发展中的作

用”⋯⋯ 六、把研究范围定位在自己力所能用的范围内 幼儿

教师平日工作就十分繁杂、辛苦，所以在进行教育研究时，

最好不要完全避开平日的工作去进行所谓的课题研究，以免

加重我们的负担，并且进行课题研究也不是我们幼儿教师的

特长，我们幼儿教师的在进行教育研究方面的特长有三个方



面，一是幼儿教育的具体操作方法；二幼儿教育经验的总结

；三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我们应尽量使自己的研究

与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这样既不加重负担，又容

易出成果。 七、“专”是成为专家的必要前提 选准自己善长

的幼儿园教育中的某一“点”作为研究对象，然后持之恒地

研究下去，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占有的资料会越来越

丰富，我们对该“点”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独到的认识，这

就容易使得我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辐射效应，进而产生出一系

列的成果，到时我们也就会因此而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一

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进行定“

点”研究，会使得我们的精力更集中，更容易把我们的研究

引向深入，也更容易取得成功。 八、学、做、写相结合 “学

”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开阔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思

维方式；学还可为我们的“做”与“写”提供理论指导。“

做”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提供研究的课题。“写”能使我们

在“做”中得到的经验不断得到升华，同时，还能使得我们

所学到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加深理解；再者，“写”出

的成果得到承认，还会增加我们的成就感和研究的兴趣。三

者并进会使我们的幼儿教育研究能力、教育能力、学习能力

得到不断地提高。 在进行教育研究中，愿广大的幼儿教师都

能选择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策略，更愿大家都能为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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