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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集体社会活动的实施原则与策略 
◆杨  娇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  西安碑林  710048） 

 
摘要：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尽管各种

研究凸显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价值，幼儿园也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

展方面多有探索，但多年来幼儿社会性发展仍然是一个不断被回溯和讨

论的问题，可见如何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依然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和研

究。限于现实条件的制约，多数幼儿园多采用集体教学活动的方式开展

社会教育，这使得集体社会活动成为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

式。然而，以往的集体社会活动容易陷入两重困境与社会教育目标相距

甚远。为此，文章幼儿园集体社会活动实施的原则与策略进行分析，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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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性发展与健康个性的形成是个体成长必然要经历
的心理过程。幼儿园集体社会教学要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让集
体社会活动真正从教师本位走向幼儿本位，这就要求幼儿园在实
施集体社会活动时必须坚持从幼儿已有经验出发，坚持社会行为
导向，重视幼儿的自我体验和自主调节。 

1.幼儿园集体社会活动的实施原则 
1.1 以已有经验为基础 
奥苏泊尔认为应当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

生长点，才能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发出新的知识经
验。这提示教师应把幼儿的已有经验作为设计教学路径的基础。
比如在社会集体活动“文明小乘客”中，第一，活动准备。幼儿
的经验准备：有乘坐公交车或其它公共交通工具的经历和体验；
教具准备：市民乘坐公交车不文明行为视频新闻，常见车内标识
的 ppt 图片,四张文明行为图片及四张不文明行为图片（打印版）；
其它准备：儿歌《文明乘车歌》。第二，活动过程。导入环节：
引发幼儿的“社会小公民”意识。教师引导幼儿回顾已有经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车的时候，自己是怎么表现的，是安安静静坐
着，还是大吵大闹，自己判断哪种表现是文明的行为，哪种不是
的；身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要做讲文明懂礼貌的小公民，
那么请小朋友们看一段视频，思考：视频中有哪些不文明的行为
和现象？（（第一个人丢小猫，第二个人占座，第三个人不给老
人让座，第四个人妨碍司机开车）。第三，幼儿回顾乘车经历 。
教师请小朋友们发言说自己知道的文明乘车行为，并做总结。（上
下车要排队，给老弱病残让座，前门上车，后门下车，主动投币
或刷卡，车内不吸烟、不吃东西、不拖鞋、不向外扔垃圾，不大
声喧哗，不把头、手伸向窗外，不带宠物、不占座、不把脚放在
座位上，不与司机交谈等）对于个别行为，从文明和安全的角度
做原因或后果讲解。通过活动，幼儿不仅能够乐于表达自己感受，
而且还能在实际生活中，遵守乘车礼仪，对不文明乘车现象进行
准确判断。 

1.2 以社会行为为导向 
从心理结构的维度来看，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应是社会知识、

社会情感、社会行为三者的协同发展，但以往的社会教学路径倾
向于以社会知识为导向，以社会标准讨论幼儿的某些行为，用提
问的形式让幼儿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出示蕴含对错的图片，引
导孩子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社会行为，并讨论对错的原因。这种教
学始终围绕着社会知识打转，忽略社会情感的激发、社会行为的
培养，导致幼儿知行脱节。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大多数是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进行表述的。这
就要求教师在设计集体社会活动时应以“社会行为”为导向，让
幼儿在实践行动中自主获得知识与情感体验，这样的自我建构才
是完整的、充分的，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知情合一。为此，教师
应根据教育目标，设置具体的活动情境，或者让幼儿在真实的生
活情境中，通过观察说出自己发现的问题，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

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讨论解决问题方法的适宜性。 
2.幼儿园集体社会活动的实施策略 
2.1 重视幼儿的亲身体验 
幼儿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和活动积累有关的经验和体验，尤其

在涉及到情感态度方面的学习时更是离不开体验，因此为了保证
社会学习的有效性，教师必需摈弃“灌输”“填鸭”等教学手段，
让集体社会活动成为幼儿自主体验的过程。秉持以正面体验为
主。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周围人的行为是幼儿社会学习的基本方
式之一，但在观察了教师们组织的大量集体社会活动后，我们发
现很多活动细节都违反了正面体验的原则。如在行为规范类的集
体社会活动中，教师为了让幼儿发现问题，经常拍摄一些违反规
则的行为，如踩踏花草、破坏玩具、插队等，孩子们在看了这些
图片、视频后，只知道不能这样做，而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
甚至有的孩子会出于好奇心而模仿错误的行为。可见，根据社会
学习具有潜移默化性这一特点，教师在活动中一定要注意创设积
极、正面的环境，为幼儿的自主成长确立正确方向。为此，教师
可以组织幼儿参加社会活动《我来说新闻来》，主要是让幼儿了
解新闻的几大要素（时间、地点、时间），激发对新闻的兴趣，
能积极与同伴交流、参与说新闻的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积极，
大胆、热情地与同伴一起分享自己对新闻的了解。孩子的调查及
新闻简报的收集，使他们对新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了解，再
通过集体活动中师幼的共同的梳理，孩子们知道新闻播报时要用
简短、精炼的语言说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节活动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幼儿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们
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了能够让孩子在活动中有话可说，在本
次活动开展之前，我提前请家长与孩子们共同收集、制作新闻简
报。并以亲子互动的方式进行“新闻我来报”活动。看谁能抓住
新闻的主要特征，进行新闻播报。既增强了幼儿对播报的兴趣，
也使得幼儿能够在活动中有话可说，说得明白。 

2.2 重视幼儿的自主调节 
社会性发展是主体在亲历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人格结构、

行为模式的过程，这种生长极具个人特征，他人无法替代，因此
教师指导时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也不能用同一个模
具定型所有幼儿，而应着眼于唤醒幼儿内在的生命力，引导他们
自我调节，从而实现自主成长。其中学会聆听是不容忽视的。真
正聆听幼儿并不容易，首先幼儿的语言、思维能力有限，表达时
经常出现零散、跳跃的现象。教师应放下权威姿态，抑制住包办
替代的冲动，专注而有耐心地听幼儿谈话，让幼儿成为讲述者、
教师成为倾听者，是对幼儿莫大的鼓励，有利于幼儿从容地整理
并调节自己的想法[1]。 

结论： 
简而言之，幼儿社会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实质在于社会化，即

社会性不断发展并奠定健康个性的基础。幼儿园社会领域活动是
“幼儿园专门以发展幼儿社会性为目的，以增进幼儿的社会认
知，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引导幼儿的社会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活
动。”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其
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为此，文章主要围绕幼儿园集体社会活
动的实施原则与策略方面展开分析，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士提供重
要的参考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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