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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模式在幼儿园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路  静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教育局， 新疆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幼教的重视力度逐渐加大，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个幼儿园的好坏，需要每个班
级的共同努力，如何更好的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班级的成败与班长密不可分，我认为采用民主、科
学的管理方法，从教师、家长、幼儿三方面入手很有必要。 

关键词：精细化管理；幼儿园；教育 
 
一、当期幼儿园管理的重点难点 
笔者访问幼儿园园长和资深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认为，当

前幼儿园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工作在于如何理解和保育幼儿的创
造性。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幼儿的创新能力的保
育与发展，对于当前构建创新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前
的幼儿园教育中，教育工作者也大多可以深刻领悟创新对于幼
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施教过程中，对于幼儿创新性
的保全有失偏颇。幼儿的创造性是指在活动中幼儿所表现出来
的具有新颖性、独特性的心理倾向。广大幼儿教师要以促进儿
童创造性发展为目的而采取的可以引发、维持儿童的创造性行
为及意向，提高儿童创造技能的方法、方式及其运用的程序。
促进幼儿创造性发展，要从幼儿创造性的行为表现入手，探索
幼儿教师引导与支持的具体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例如
采用一些幼儿教育的团队游戏。分腿跑、环绕跑、躬身跑等动
作来培养孩子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手眼脚协调的能力，通过一
系列的体能训练使孩子全身各部位得到健康发展，通过“夹河
龙舟赛”、“神奇的宇宙”、“某某消防大队”、“万达宝贝王”等
生动有趣的方式充分展示了实验幼儿园老师和孩子们丰富的想
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不断提升幼儿的创新能力。 

二、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资源配置种类和途径日益繁多，

各行各业都提倡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最早提出实在日本的
企业管理中，作为一种新式的文化理念，已经提出，就立刻风
魔全球，并且在各行各业产生了连锁效益，在这种理念下，要
求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实现对服务种类和产品质量的严苛管
理，对与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做到责任的到人，责任到事，以
期最大程度地提升管理的时效性和管理的集约性，它是一种建
立在常规管理的基础上，并将常规管理引向深入的基本思想和
管理模式，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
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这也是符合现代管理制度的
一种新型管理方法，在现代管理制度中，首先要做到规范管理，
顾名思义，就是依据科学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建制体系来管理，
这是现代管理的基础。其次就是精细化管理，讲管理的各个环
落实到位，以工匠精神认真对待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做到当日
工作当日办完，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三、精细化管理在幼儿园管理中的应用 
精细管理在幼儿园管理中的应用不光对于幼儿园的教育教

学起作用，而且对幼儿园的房舍、家电、仪器、设备等也要实
现精细化管理。材料很容易理解，指各类彩纸、颜料、黏土等

美工材料等，可以通过制定负责采购的老师可以根据规律提前
进行采购，以备不时之需。负责采购的老师应该积极地了解市
面上新型的材料（不仅是美工材料，也可以是一些装饰、功能
材料），为老师们的教育创新提供支持。并且对入库的物品要进
行入库登记，每个月还应该对仓库中的物品进行定期盘点，了
解库存情况，及时补进。同时，还要做好材料使用情况的记录，
为未来的采购计划打好基础。把仓库的材料进行分类，并整理
材料名册，每次领取时老师都要做相应的几率。这样既可以提
高领用物品的效率，又能根据库存量补仓。在现代幼儿园的精
细化管理中，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高科技水平实现精细化管
理，比如可以用拍照、录像等方式将老师制作的教玩具也视作
“材料”的一部分，老师也可以随时分享、查看。另外，也可
以把固定资产情况数字化记录在电脑中，以备不时之需。此外，
还需要要对使用人员进行操作规范培训，保证物品的正常使用
寿命，避免不当使用造成的损坏，增加工作量与财务损失，在
物品长时间未使用的情况下，要在使用前做一次检查。除此之
外，在精细化管中可以利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歌，通过其短
小精悍，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记，在对幼儿进行生活常规教育
时， 还可以利用故事、图片、木偶等文艺作品对幼儿进行生活
常规教育，唤起幼儿良好的；要在特意创设环境中的行为练习，
不断强化幼儿正确的道德认识，使幼儿正确的道德行为转化为
良好的习惯。 

结束语 
在幼儿园管理中，要将精细化管理融入到生活常规管理中，

对涉及健康、社会、语言等领域，教师可将生活常规的内容通
过正规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付诸实施，以直观生动
的方法，让幼儿理解生活常规的内容，以活泼多样的形式帮助
幼儿练习巩固，形成动力定型。幼儿园班级精细化管理的目的
是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教师，应遵循习惯形成的规
律，分析多种影响因素，选择正确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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