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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幼
儿园学前教育也正在慢慢的转变，对于幼儿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的促进幼儿园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就必须
更加注重幼儿园学前教育，建立完善的师资力量，进而提高幼儿学前教育的水平，进一步促进幼儿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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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幼儿学前教育是较为系统的一项工程，它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是幼儿教师开展幼儿教学

活动的重要场所与途径。有效促进幼儿园发展的重要核心就

是幼儿教师，其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决定着幼儿的学前教育水平与质量，幼儿教学活动效率

的高低就取决于幼儿教师。因此，幼儿教师应当以自身为出

发点，运用各种方法提升自我，进而促进幼儿园学前教育的

发展。

2�幼儿教育中倾向“小学化”的体现

众所周知，处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是最佳的教育时期，

为幼儿今后的成长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就现阶段的幼

儿园的教育情况来看，不仅能够帮助家长照看幼儿，还具备

培养幼儿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功能，以此来激发幼儿的潜能[�]。

然而，由于受到传统幼儿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幼儿园学前

教育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出现了倾向“小学化”的现象，主

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早灌输小学教学理念。在

当代父母的心目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成为了权衡

幼儿成长与发展的准则，正是因为如此，幼儿教师把握住家

长的这一特点，把教育变成了教学，应是开发幼儿智力变成

了传授知识，让幼儿过早的接受小学的教学理念，这在一定

程度上违背了幼儿教学的主旨，不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与发

展。其次，忽略了幼儿的身心健康。在幼儿进行幼儿教学活

动过程中，许多教师过于注重幼儿的学习成绩，把课堂安排

的十分紧凑，课外活动却是少之又少，这已经丧失了幼儿园

的基本功能。幼儿没有得到相应的心理教育以及智力开发等，

产生对幼儿生活的消极心理，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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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式的教学。在幼儿园教学活动过程中，幼儿教师通常都

是要求幼儿把书本中的古诗词内容背下来，理解和掌握各种

运算法则，读、写、认字等，忽略了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

导致幼儿失去了学习知识的技能。长此以往，幼儿会失去学

习的兴趣和热情，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然后，评价机制较

为单一。在许多的幼儿教学过程中，对于幼儿的评价只是停

留在成绩好坏。然而处于成长阶段的幼儿最希望得到教师和

家长的夸奖与鼓励，这种方式没有以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

忽略了幼儿的综合发展。最后，与小学的管理制度相融合 [�]。

在进行幼儿课堂教学过程中，幼儿教师通常是要求幼儿坐姿

端正，不能在课堂上随意的说话、走动，在幼儿教师的眼皮

底下一言一行。这样的方式虽然能够在课堂上起到一定的作

用，但是却违背了幼儿的成长发展规律，压抑了幼儿的活泼

特性，对幼儿今后的成长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新时期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发展策略

3.1�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三化”教育

所谓“三化”教育，指的是注重民主、环境以及个性的

教育。就现阶段的发展国情来看，中国在幼儿学前教育事业

中应当着重实施“三化”教育。首先，民主化教育 [�]。在开

展幼儿学前教学活动中进行民主化教师的过程中，幼儿教师

应当保留幼儿的发言权，在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时适当尊重幼

儿的意见，让幼儿加入到制定行列，这种方式不但能够加强

幼儿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同时还可以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

此外，适当给表现较为良好的幼儿鼓励与嘉奖，以此增强幼

儿的学习积极性。其次，环境化教育。幼儿教师在开展教学

活动过程中要想有效的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与自我约束能力，

就应当适当的减少对幼儿的严厉指责与批评。此外，可以在

幼儿周围环境设置各种具有模范与教育性质的物品，如：在

幼儿午睡区墙壁上贴上各种关于休息的海报，促使幼儿能够

自主的休息；在厕所墙壁贴上一些标语，如：节约用水等；

在图书室墙壁上贴上相应的图画，如：请勿大声喧哗等。最后，

个性化教育 [�]。幼儿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想幼

儿能够及时的理解和消化课堂上的知识内容，可以适当的采

取个性化的教学方式，以此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幼儿教师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来设定相关的个性化教

学方案，采取较为明确以及针对性的方式，从幼儿的实际情

况出发采取不同的个性化方式，如：针对外向活泼的幼儿，

就可以选择多加督促的方式，针对较为内向的幼儿则选择鼓

励嘉奖的方式。

3.2�在教学活动中适当注入游戏

在开展幼儿教学活动过程中，科学的活动对于幼儿的健

康成长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幼儿教师在设置幼儿的

活动课题时，应当明确游戏在科学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内容，在选择游戏时首要考虑游戏是否科学、合理以及锻炼

幼儿的操作能力 [�]。幼儿正处于天真烂漫的成长时期，思维能

力是家长与教师不可衡量与预料的。在开展游戏活动时，幼

儿会充分的集中自身的注意力，对于身边的事物有着较强的

观察力，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能自主的分辨对其有利或者有

弊的事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开展科学的游戏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幼儿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另外，在进行科

学游戏的过程中，有一些游戏会根据不同的场景产生不同的

变化，这些变化都可以让幼儿进行自我想象。因此，幼儿为

了能够使游戏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进而充分的运用自身的想象

力 [�]。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最大限度的激发幼儿发散思

维，就应该开展更多有意义的科学游戏活动，让幼儿在参与

游戏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的激发自身的思维，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培养幼儿从小养成爱思考的良好习惯。

3.3�重视科学教育活动过程中的设问

由于幼儿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对于未知的事物有着较

为浓厚的兴趣，因此，当幼儿发现问题时，就会产生一种迫

切知道答案的欲望，而这种现象正是幼儿自主探索的时期。

作为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应当时时刻刻的观察幼儿的一言

一行，把课堂上的内容转变成问题，与幼儿的内心深处相融

合，让幼儿自主的提出问题，再对幼儿进行适当的引导，让

幼儿根据各种不同的方式找到正确的答案。随后教师适当的

利用假设和确定的形式让幼儿能够学习到其它知识内容。因

此，幼儿教师应当注重观察幼儿的内心想法，再适时的从幼

儿的思维出发，提出具有假设意味的问题，让幼儿在寻求答

案的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内容 [�]。例如：当幼儿尚未明

确磁铁这一物品是否存在的条件下，对幼儿进行适当的引导：

“同学们，为什么桌子上的小汽车会自己动呢？”引发幼儿

的思考以及探索，最后再给幼儿讲解相关的知识内容。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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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来的时候，记下热水的温度变化，直到热水结成冰块。

随后幼儿看到该变化就会产生相应的困惑，以此激发幼儿对

实际生活中的求知欲望。

3.4�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幼儿的审美感知能力

在进行幼儿教学活动过程中，最基础的课堂教学内容

之一就是培养幼儿形成审美感知的能力，它是审美感知架构

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组成部分。首先，让幼儿接触和欣赏

艺术的美。在开展幼儿教学的过程中，美术是必不可少的一

门课程，它对幼儿的艺术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了

能够有效的提升幼儿的审美水平以及欣赏艺术的兴趣，幼儿

教师可以在安排课程的时候多设置一些关于创造的美术课

堂，让幼儿们在绘画的过程中加强对万物生长规律的认知。

除美术以外，音乐课程也是培养幼儿艺术审美认知的一个有

效途径，在唱跳过程中增强幼儿对艺术美的认知，进而培养

幼儿养成活泼热情的特性。其次，让幼儿参与以及品味游

戏过程中的美 [�]。为了有效的使幼儿从各个渠道获得美的体

会，游戏活动也是一个有效的形式。因此，幼儿教师可以有

效的采取参与有奖的方式引导幼儿更加主动积极的参与到游

戏活动中来，让幼儿更好的与游戏活动氛围所融合，进而提

高幼儿的审美认知能力。最后，让幼儿亲身感受到大自然的

美。幼儿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想增强幼儿的情

感认知，就应当设置一些户外活动课程，让幼儿更好的接触

到自然界的事物，亲身体会到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美，来培养

幼儿对大自然事物的情感体会，让幼儿形成对大自然事物的

观察与汲取的能力。此外，幼儿教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给幼儿播放一些关于大自然事物的动画影片，以这种方式

来加强幼儿抒发自身情感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幼儿的审美认

知能力。

4�结语

总而言之，为了能够顺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幼儿教

师应当从自身出发，适时的转变幼儿教学的模式，让幼儿在

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快乐，鼓励幼儿提出问题，以此激

发幼儿对于未知事物的求知欲望以及好奇心，从而培养幼儿

的学习探索能力，进一步引导幼儿养成对未知事物的疑问、

观察、解决能力，充分挖掘幼儿的潜能，最大限度的让幼儿

获得人生的美好开端，为今后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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