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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为目标的。”由此可见，以幼儿为本，尊重各年
龄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幼儿自己的学习特点的重要性。游戏作为孩子们的
基本活动和主要的学习方式，一直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而游戏又来源于
生活，因此我们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显然，将幼儿的学习活动与
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是对幼儿最为有益的教育形式。  

首先，有效把握保育活动中的随机教育。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那些
不喜欢漱口、不喜欢喝白开水、不愿意排队的孩子，仅一味讲道理，并不能
使其在实际行动中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立“喝水健康宝宝”等每日之
星的光荣榜。利用榜样效应，鼓励孩子改变不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同时，老
师带头玩“快乐漱口池”，可以通过漱口吐泡泡的游戏形式，将孩子们不容易感
知的口腔卫生现象展示在孩子面前，达到对幼儿进行保护口腔卫生教育的目
的，等等。  

其次，将礼仪教育和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
节。例如，从小班开始，教师坚持每天入园时面带微笑主动同幼儿问好、离
园时老师主动和幼儿说“再见”，等等。这种对幼儿潜移默化的培养，可以让他
们从不喜欢说到喜欢并且主动说出“请”“谢谢”“对不起”“可以吗？我试试！”等礼
貌用语和他人交流。  

三、充分体现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生活化 

良好的环境对孩子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是孩子的第三位老师。它对儿
童的教育效果往往比教师的言传身教来得更实在、更直观，尤其是能够起到诱
发儿童积极行为的作用，不容小视。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不仅要注重营造
健康、温馨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还要让幼儿园的生活环境成为他们自己熟
悉和喜欢的环境。因此，改变那些脱离实际教育意义的精美摆设，形成本班良
好的班级文化，能够起到诱发幼儿积极参与学习行为的作用。  

首先，尊重各年龄班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发展水平，共同制定
他们熟悉的生活制度，激发幼儿主动参与环境创设的意识，提供他们可以参
与的物质资源等。例如，引导孩子们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绘画技能，将作
息时间、喝水等习惯培养活动用图画加文字的形式展示于环境创设中，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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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约束自身的行为。  

其次，注重区域活动环境创设的生活化。孩子们在这些喜欢的活动环境
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教师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他们的
游戏中去，因材施教。这不仅尊重了孩子发展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有利于孩
子们的个性发展，同时还能有效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例如，温馨的“娃
娃家”、“丫丫”超市等区域活动设置的家具、生活用品等是孩子们每天可以接触
到的，能经常参与的生活活动。  

四、在各学科领域的整合活动中，实现教育活动的生活化 

学习源于生活，学习指导生活。因此在各领域的主题教育活动中，幼儿
园应重视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通过营造宽松的学习
氛围，用生活化的教育情景取代枯燥的说教，既满足各年龄班幼儿身心发
展的需要，又兼顾他们不同的学习方式和特点。因此教师采用的各种教育
手段和方式要立足于儿童的生活实际，让生活活动成为各领域活动的载体，
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幼儿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
还要能够将各领域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实现整合活动中教育活动的生
活化。  

（一）保护幼儿的求知欲，让幼儿在生活中学会探究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推动着人们主动地
去开拓进取，促进我们学会发现身边的事，是幼儿参与一切自主学习活动的
动机。因此我们要保护幼儿的求知欲，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会探究，喜欢上探
究。  

首先，教师要作一个“有心人”。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幼儿的一举一动发现他
们的兴趣点，保护幼儿的求知欲，共同生成主题活动。例如，当发现儿童拿
着废纸盒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时，可以生成主题活动“废旧物总动员”（纸盒汽车
秀、会唱歌的瓶子等），进行废旧物再利用、再创新。在儿童参与收集相关资
料、图片或进行绘画装饰等活动时，可以体现出科学、艺术、社会多个教育
领域的整合所发挥的作用。当发现在“快乐种植园区”中欢呼雀跃的孩子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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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导幼儿通过亲身参与种植活动，从学习做观察记录，到做好观察记录
和最后的收获总结。不仅可以让幼儿探究植物的生命历程，同时还可以培养
孩子们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进行责任心、热爱劳动、关爱生命的教育，等
等。  

其次，保持幼儿园、家庭和社会教育观念的一致性，保护幼儿的求知欲，
让幼儿在生活中学会探究。要抓住家长这一关键的生活元素，发挥家庭教育
资源的优势，给家庭教育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力量形成
良好家园共育理念，才能维持和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才能为孩子的发展提
供可能。在我们的各科领域活动开展过程中家长是收集和整理幼儿在园参与
生活、学习等相关生成主题活动信息反馈的人。例如，家长收集、记录的图
片、文字、录像等更真实。这些反馈资料可以促使幼儿教师改变自己的教育
方式，更好地满足孩子们发展的需要。  

最后，我们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活作息制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生活常
规，保证幼儿参与学习探究活动的时间，延续儿童的兴趣点。当然，生活制
度不能只重视集中教育活动，尤其不能忽视幼儿游戏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对儿
童学习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从节日庆祝等传统活动中选取教育内容 

首先，挖掘流行活动中的教育元素，抓住教育契机。日常生活中，幼儿
会接触或参与一些节日庆祝的活动，尤其是当地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或庆祝活
动。这些活动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东西。它们的再现形式琳琅满
目，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往往受到幼儿和教师的极大关注。例如，在端午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中，可以将各领域的内容放到日常生活中，从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到幼儿亲自参与制作“月饼”“重阳糕”等，幼儿始终会觉得自己就是在“游
戏”，在生活，这样能够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动手能力等的发展。  

其次，以儿童的现实经验为基础，将节日庆祝活动有效地融入每月的主
题教育活动中。例如，可以把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手工坊烹饪活动——“月饼”
制作及歌曲《爷爷给我打月饼》等融入主题活动“美丽的秋天”。  

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
鼓舞。”幼儿园教育的生活化，能使所有的孩子得到快乐和满足，具有一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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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教育力。因此，将生活还给儿童，将儿童作为学习与生活的主体，实施
科学的保育和教育，不仅充分尊重了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而且注重了在
一日生活活动中各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为幼儿的身心全面健康协调
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科学的平台。它不仅有利于幼儿的整体性发展，而且
能体现儿童的个体差异。教师通过因材施教，在生活活动中帮助儿童逐步形
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行为倾向，养成幼儿后继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
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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