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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深化课程改革的幼儿园教学研究 
屠美亚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港迎春幼儿园  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在当前新课改的背景下，幼儿园也在进行一场教育的改革。
人们对幼儿园教育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幼儿园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指南》中明确指出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为目标，以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核心。 
“立德树人”有着核心的地位。坚持“立德树人”，就必须要发挥学校的德育教育功能。本文分析了在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针对这些问题，将立德树人和课程改革相结合，提出了解决对策，旨在为相关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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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向善、明德惟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做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幼儿时
期是整个人生的启蒙时期，对于人格的塑造和思想品德的形成
有着重要作用。幼儿时期，孩子的个性品质开始萌芽并逐渐形
成。这时孩子的可塑性强，自我评价尚未建立，往往以家长、
老师的评价来评价自己。若在这个时期对孩子施以正确的教育，
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相反若在这
个时期形成一些不好的个性品质或行为习惯，以后就很难纠正。
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在幼儿园教育中，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本文就多年的幼儿园教育经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
法。 

一、当前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所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缺乏素质培养,并且进程缓慢 
教学内容无法实现和教学方法的结合和统一，造成了知识

和应用的脱节。在现行的幼儿园教育中，对幼儿的教育只是笼
统的教育,缺乏对幼儿素质的关注和培养。另外，当前的幼儿园
课程改革进程缓慢，在课程大纲方面,也没有对幼儿教师的培养
和要求,这些和现代幼儿园建设是不相符的。当前的幼儿教育，
忽略了素质教育，这是导致虽然课改实施已久却进程缓慢的重
要原因。 

（二）园本课程的开发困难 
在实施的新课程改革中，对于三级课程管理，将自主权交

给了地方和幼儿园。[1]园本课程是幼儿园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生成于幼儿园课程，并将幼儿园课程加以延伸和发展。
园本课程开发要立足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紧密联系幼儿实际
生活，从而进行综合分析，设置出和本园情况相符的课程。建
构园本课程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补充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解
决现阶段幼儿园课程的非适宜性，弥补缺失的课程资源。但是，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幼儿园的老师缺乏充足的科学
引领，虽然做园本课程，但是质量不高。幼儿园三年的课程目
标缺乏联系，老师们缺乏对幼儿在园期间的整体规划，德育环
节比较薄弱，园本课程的开发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的支持和专
家的引领。 

二、课程改革和立德树人的关系和意义 
（一）课程改革对立德树人的作用 
当前，我国课程改革正若火如荼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以德育为先，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被广泛的接受和认
同，使得我国的素质教育进程不断推进，各种新课程教材也不
断完善和发展。教学方式改革和新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提高了
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课程改革的推进和发展为开展立德树

奠定了基础。 
（二）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 
立德树人是培养幼儿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课程则是开展

教育工作的内容和载体，也是学校开展各项教学活动的依据，
对人才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深化课程改革，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是符合当前素质教育要求，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战
略规划，它可以促进教育内涵的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现代化的
程度，深化学习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我国育人水平，从而促
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三、坚持立德树人，深化课程改革的幼儿园教学对策 
（一）加强教师师德培训 
幼儿正处在学习、生长和模仿阶段。幼儿的多数行为会模

仿教师的行为，教师的言谈举止都会影响幼儿的行为，对他们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作为老师要为人师表、以身作
则，做好幼儿的榜样和表率。同时，要加强幼儿教师的师风建
设，培养教师们高尚的人格，规范教师的言谈举止，使他们可
以为幼儿的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幼儿园的教学中，要
关注每一位幼儿，引导他们讲文明、懂礼貌，从而使他们养成
优秀的品德。 

（二）在课程教学中渗透德育 
在幼儿园的教学中，各个领域都渗透着对幼儿思想品德的

教育，这就需要教师多研究教材，经常组织开展可以促进幼儿
身心发展的教学活动，使他们不仅学到知识，而且获得全面的
发展。例如，在进行歌唱活动“爱护小树苗”的过程找那个，
虽然只是一首儿歌，但是教师可以在这其中进行穿插一些爱护
植物、保护环境的知识，还可以带领幼儿进行植树和栽花的活
动，使幼儿在实践中体会到保护树木，爱护自然的方式和作用。
如在“我们的家乡”语言活动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幼儿欣赏和
观看不同地方的建筑名胜，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家乡的文化，为
自己的家乡而自豪。在“假如我变成了……”这个社会活动中，
可以组织幼儿进行游戏，让幼儿蒙上眼睛走路，或用一只脚走
路，或者让他们不说话，采取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交流，或者是
让幼儿堵起耳朵来，听别人讲话，这样，幼儿就会感受到残疾
人生活的难度，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从而使幼儿能够产
生关心和帮助残疾人的意识，培养他们的爱心。又比如，在科
学活动“神奇的水”的学习中，教师要引导幼儿去认识水，观
察他们的形态，了解他们的用途，从而懂得水对人类生存的重
要性，养成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好习惯，这些方式都是在
日常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方式，可以实现在寓学于乐中，
提高幼儿的思想品德。 

（三）经常开展幼儿的德育主题教育 
在幼儿园中，要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组织和开展幼儿的

品德教育主题活动。如在 3 月学雷锋月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
动。由大班哥哥姐姐来给小班小朋友讲故事。中班的孩子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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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关于雷锋的故事进行故事分享，比一比谁才是故事大王。
根据雷锋精神的深入学习，我们还制定了“学雷锋”班级公约。
同时利用家长资源，进行了校门口的安全护导工作。我们联系
“面包树”进行公益捐书活动，通过此次活动，使幼儿体会到
帮助别人的快乐，在以后的生活中，使他们身体力行去帮助别
人。 

在 4 月 22 日，我们结合地球日，开展了“爱护地球 从我
做起”的环境教育专题活动，我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孩子
们认识地球，爱护地球。语言《热爱地球妈妈》让我们在认识
地球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地球正在遭受的环境破坏。社会《地球
妈妈我爱你》在了解污染因素的基础上了解避免污染的方法。
结合区域、专用室也开展了系列活动，如认识地球仪、环保小
制作等等。在家园合作中进行了低碳出行的环保倡议，同时要
求爸爸妈妈来幼儿园和孩子们开展亲子环保画的制作。通过此
次活动，让幼儿了解到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争
取到家长的力量，让我们为地球妈妈都出一份力。 

每年重阳节，针对小中大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我们开展一
些敬老爱老的活动，如小班请孩子们给家里的老人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敲敲背、洗洗脚，家长们纷纷感慨宝贝长大了。中班
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给环卫工人送爱心，送上水、食物等。大
班幼儿则组织去社区，给社区老人送温暖，为那些独居老人送
上自己制作的贺卡，给他们梳梳头，进行节目表演等。在这样
潜移默化的活动中，让幼儿从孝敬自己的爷爷奶奶出发，发展
到尊敬天下老人，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四）加强幼儿园课程的开发 
要提高对新课程开发的重视，不断激发儿童的兴趣，特别

是在课程开发上，要以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为重点，激发他们
潜在的创造力。幼儿园课程的改革都强调生成性，而课程的生
成为教师的课程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开发优质的幼儿课
程，不断丰富教材的内容，将其和日常生活以及大自然相结合，
加强基本的知识的设置，增加教材内容的趣味性，在新课程的

开发中注重渗透德育，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五）强调一日生活中的德育功能 
一日生活皆课程, 生活即教育。在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活动的

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功能。如在幼儿洗手
池墙面上黏贴正确使用水龙头的图示和节约用水的标志，能让
幼儿在进行洗手的过程中注意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在喝水
的地方贴上幼儿自己制作的标记，提醒孩子们排队接水，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幼儿园的种植区是幼儿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在种植区能让幼儿和自然亲密接触。在进行种植活动时，老师
们可以渗透爱护小苗苗，保护树木等内容。让幼儿园的一日生
活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六）加强课程评价体系建设 
在幼儿园教育中，评价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可以促进

问题的及时发现，促进教师和幼儿的共同。在评价中，要坚持
多元化的评价，对幼儿的评价不只是在教学过程中，还要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儿童进行评价时，要将德育内容列入其中，
从而使他们重视德育思想，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从而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总当然，坚持立德树人，深化课程改革是当前幼

儿园教学的必由之路。课程改革和思想道德的培养都不是一蹴
而就，需要长时间的改革和深化。同时，加强幼儿的品德教育
不仅仅是教师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
力，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促进立德树人建设，注意对幼儿思
想品德教育的渗透，提高幼儿的思想品德，从而促进其全面发
展，从而推动新课程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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