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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吃” 
刘清华（乐至县幼儿园   国培 4 班）  

案例描述 

在“感恩”活动家长开放日里，有一个环节是孩子们为了感谢家长的照顾

和呵护，自己动手取来老师事先准备好的水果盘，将水果亲手喂给家长们吃。

孩子们都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用牙签取来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喜欢吃的水

果，恭敬地用双手递给他们，并送上一句甜甜的感谢的话。所有家长的脸上

都笑开了花，夸宝宝懂事了，活动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整个活动也进入

了高潮环节。可随后我马上发现了一个现象：一部分家长又把水果递回给了

孩子，并说“宝宝吃”！  

也许是因为有些年长的家长不爱吃生冷的水果，也许是因为家长平常都

习惯了先给孩子吃，所以又将水果给了孩子……但针对这一现象，我陷入了

深深的思考：如果这一次家长没有愉快地接受孩子们的爱的表达，没有对孩

子们的感恩行动给予及时的、积极的肯定，那么下一次，孩子们还会有这样

的感恩表现吗？孩子会不会觉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爱吃，他们都

是让我先吃，就不用先请他们了，还是我自己吃吧！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培养

起来的让孩子们表达爱的感恩意识，会不会就此淡化了呢？  

由此，我针对这种现象专门召开了家长会，向家长们细致地分析了这种

看似平常的举动后面所隐藏的教育契机。我想提醒家长们：培养孩子的感恩

意识，不是要有多少专门的举措，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自己的举动就是最

好的教材。  

教师要经常与家长们进行交流，请他们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要注重在



 

2 

生活细节中培养幼儿的感恩意识，并经常进行强化。要愉快地接受孩子们的

爱，并及时给予肯定和赞许，这样，孩子们的感恩意识一定会越来越强。我

们要让教育收到 5＋2﹥7 的效果，而不是 5＋2﹤7！有人说：“好孩子是夸出

来的。”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家长们纷纷反馈教育信息。如我们班凝凝是家里

的“小太阳”，以前她奶奶经常向我们诉苦，比如喂她吃饭要满屋子追，给她穿

衣服她手都懒得抬，玩具到处扔……带孩子比什么都累。自从开展了“感恩意

识培养”活动，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凝凝爸爸还专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现

摘录如下：  

现在，孩子不仅主动要求自己吃饭、穿衣服、收拾玩具，还经常帮我们
大人做事，真的很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幼儿园开展的“感恩意识培养”活动
真的太有意义了，让孩子和我们家长都受益匪浅。希望以后多多开展此类有
意义的活动，我们家长一定全力配合。  

案例分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社会性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和

游戏中通过观察和模仿潜移默化地发展起来的。成人应注重自己言行的榜样

作用，避免简单生硬的说教。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

感恩意识是从小养成的。当幼儿得到父母和其他人的爱与赠与的时候，他们

并不能意识到这是一种恩典；当我们都接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食物、美景的

时候，幼儿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恩典；当我们接受社会资助、关心的时候，幼

儿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恩典。长此以往，人就会成为一个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

回报的人。因此，在幼儿园中对幼儿进行他们能够理解的感恩教育是十分必

要的。  

感恩教育需要幼儿园和家庭的密切配合。记得在一次文明礼仪讲座中，

有位专家举了一个例子：5＋2＝0。说的是孩子在学校学习五天，老师辛勤培

养，使孩子获得了文明礼仪方面的教育和进步；可到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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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家长们不注意自身的言谈举止，把孩子当成“小太阳”，根本不注意孩子文

明礼仪的培养，使得本来 5＋2＝7 或者>7 的教育效果变成了 5＋2＝0。  

在本案例中，家长们不经意的举动，无形中弱化了孩子们的感恩意识。

家长是幼儿感恩教育的重要力量，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幼儿学习与

发展的重要环境与影响源。如果幼儿园的感恩教育不能得到家庭的支持的话，

那么家庭的一些与幼儿园教育不一致的做法将降低甚至抵消幼儿园感恩教育

的成果。为此，幼儿园一方面要对家长进行相关的指导，另一方面也要加强

家园沟通，共同努  

力才能使感恩教育取得应有的成果。  

家长朋友，请愉快接受孩子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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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毛毛虫 
王  琼（简阳市禾丰镇新天地幼儿园  国培 3 班）  

案例描述 

下午户外游戏活动时，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玩着皮球。看着孩子们开心的
样子，我也加入到孩子们的活动中。婷婷、铭铭、乐乐和我玩抛接球。当我
把球轻轻抛给乐乐小朋友时，乐乐没接住，球从乐乐的手边滑落并滚到场地
的边缘去了。我提醒乐乐去将球捡过来，乐乐开心地去了，我和另外两个小
朋友都看着并等着她抱球回来接着玩。咦，只看见乐乐抱着球蹲在地上好像
在看什么呢，俨然一副不想归队的样子，另外两个小朋友忙跑过去接乐乐，
谁知也和乐乐一样蹲在地上。见此情景，我连忙走了过去想看看究竟，只见
婷婷连忙拉着我的手说：“老师，看，毛毛虫。”我定睛一看，果真有一条暗红
色的小毛毛虫在地上肆无忌惮地爬。我也蹲了下来和孩子们一起观看毛毛虫。
只听见婷婷小朋友说：“老师，我不当毛毛虫，我要当大老虎。”乐乐也说：“我
也不当毛毛虫。”铭铭接着话题说：“我当大老虎，不当毛毛虫，婷婷吃饭慢腾
腾的就是毛毛虫啰！”……听着孩子们的谈话，我恍然大悟：原来小朋友都不
愿意当毛毛虫，是因为毛毛虫走路和做事慢腾腾的。我们蹲在地上观察毛毛
虫这一幕被其他的小朋友看见了，他们也围了过来，和我们一起观察、议
论……  

听了孩子们的议论，我在开心的同时突然从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何不
就毛毛虫一事开展一个主题教学活动呢？于是一个关于“我们为什么不当毛
毛虫”的主题谈话活动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诞生了。回到活动室，组织好孩子
们喝开水并休息片刻后，我就刚才关于“发现毛毛虫”一事开展了一项以“我们
为什么不当毛毛虫”为主题的谈话活动。活动中，孩子们特激动，争先恐后地
发表自己的观点，七嘴八舌地议论为什么不当毛毛虫、谁最像毛毛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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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活动在孩子们高涨的讨论中结束了。通过这次谈话活动，孩子们变化可大
了，婷婷慢腾腾的动作改变了许多，娟娟吃饭也比以前快了。  

案例分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
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探究能力。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
心，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等方法，学习
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于新的学习活动，培养令
其受益终身的学习态度和能力。  

大自然就是一本好教材，时时处处都有教育的契机。幼儿对一切事物都
很好奇，都有想去探索、发现的愿望。当我们有这种资源时，我们要就地取
材，抓住教育的契机。  

幼儿是能动的学习者，是具有一定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的人。尽管他们
的一些想法还十分天真，但是只要加以引导，是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效
果的。在本案例中，幼儿通过观察，发现了毛毛虫身上的缺点，并将这些缺
点与小朋友的缺点相联系，决定抛弃这些缺点，这就为幼儿改变自己不好的
行为习惯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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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在爱中成长 
张  翠（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罗塘坝幼儿园  国培 1 班）  

案例描述 

我所带的班上有一名幼儿叫鑫鑫，他的爸爸妈妈在他 2 岁的时候就离婚

了，他由爸爸抚养。在他 3 岁的时候，爸爸又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对他的

管教就更少了。他一直由爷爷带，这使他养成了自己一个人行动的习惯，再

加上生活在农村，缺少父母的关爱，使他养成了任性、随意的性格。在班上

他喜欢自己一个人玩耍，不爱与小朋友交流，就算老师要求幼儿进行小组合

作，他也是单独一个人行动。有一天，教师在要求全班幼儿分为五个人一组

的时候，发现有一组正好少一个人，其余的四名幼儿就邀请他一起组成一组，

可是他不仅直接拒绝，还动手打人。其余的四名幼儿只好放弃和他组成一组，

而要求老师和他们一组组织活动。但是鑫鑫是一个特别喜欢做手工、想象能

力特别丰富的孩子，他做的手工很有创意，画的画也很有个性。  

有一天，我在组织幼儿开展户外自由活动的时候，眼看着幼儿自己分组

进行游戏活动，突然，我看见他一个人蹲在操场的一角，拿着一根竹签插进

下水道，不知道一个人在做什么。我悄悄地站在他身后，想看看他在做什么，

结果发现他把一只燕子丢进了下水道，用竹签使劲戳燕子，直到燕子没有挣

扎了才罢休。  

案例分析 

对于小鑫鑫把燕子丢进了下水道并将燕子弄死的行为，我们不能用大人

的思想来看待，因为那样就会给小鑫鑫贴上“残忍”“没有爱心”的标签。但是，

小鑫鑫的行为应该跟他的家庭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父母离异，从小缺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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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疼爱，所以使他养成了没有爱心，对待事物比较偏执，做事情比较极端的

性情。对于这样任性、随意的小朋友，教师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尊重幼儿的

个体差异。《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对于

小鑫鑫这样的幼儿，教师应该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在活动中给予适当的引

导。应该和他爸爸好好沟通，多关爱他，让他身心能够健康地成长。孩子在

缺少爱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当然也体验不到爱是怎样的，又怎么会有爱心，

去爱护其他的东西，去和其他的小朋友友好交往呢？因此，教师要让班上的

孩子多与他接触，多和他交朋友，让他体验到什么才是爱。《指南》社会领域

目标中的社会适应目标强调幼儿要喜欢并适应群体生活：“5～6 岁的幼儿在群

体活动中积极、快乐，对集体活动感兴趣。”因此，在活动中教师要适当地引

导，让小鑫鑫多参加集体活动，让他体验和其他幼儿在集体活动中交往的快

乐。  

通过对小鑫鑫的教育，我意识到只有充分了解孩子，走进他的心田，知

道他需要什么，给予他更多的关爱，才能发现他的闪光点，让他更有自信。

所以，爱犹如春雨，不管滋润了哪一位幼儿的心田，都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使幼儿看到自身的价值，产生向上的力量，进而自励进取。爱是一种情感，

它必须在教师与孩子的实际交往中，通过相互接触，教师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幼儿的可爱之处，才能引发真情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