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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学生分享意识的培养 
◆李增军 

（莘县燕店镇中心初级中学  山东省莘县  252413） 

 
摘要：分享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学生

的分享意识，让学生认识到分享的意义，体验和感悟分享的幸福和快乐，

为学生提供分享的机会和平台，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为了让幼儿体验

到分享的乐趣、学会与人交往，我们要注意培养幼儿的分享意识。培养

幼儿分享的方式方法有很多，要依据幼儿的个性选择，适宜的方法才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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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在新学期开始时，让他的学生每人
从家里带一件 心爱的玩具到学校，然后他把这些学生分成若干
小组，小组里的每个学生要依次展示自己玩具的功能和玩法，并
与小组成员共同玩自己的玩具，当一个小组的学生把本小组的玩
具玩了一遍后，小组互换，重新组合。几天后，他问这些学生为
什么能玩那么多的玩具，这种做法好不好？没有一个学生不说好
的，这是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上的开学后的第一课：学会分享。
所谓分享，就是把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别人，与他人共同拥
有和享受，把“我的”当成“我们的”，分享并不意味着失去，
相反会使你的人生更丰富多彩。有很多学生已经做到了分享，并
且做的很好。如把自己喜爱的课外书带到学校和其他同学分享；
过生日时，把好朋友聚在一起分享幸福和快乐。教育者还有必要
再对学生的分享品质培养和教育吗？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是必需
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教育的宗旨是不让一
个孩子掉队，任何一种良好的品质都需要教育者费尽心血全力培
养和教育，给教育者提供活动的平台，分享也不例外，那应该怎
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应让每一个学生明白分享的重要性。如果不去分
享各自的经验、智慧和劳动成果，什么事情都靠自己，便会固步
自封，失去进步和成功的条件，阻碍自己的进步，妨碍集体的发
展。一位伟人在获得成功后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
为站在了巨人肩膀上的缘故。一个乐于分享，善于分享的人，才
会掌握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才会不断有新的提高和收获，才会更容易取得成功。 

幼儿分享意识表现不够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幼儿对分享意识没有认识或者是认识不够 
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幼儿，不管他们是不是分享，都说

不出行为理由。当询问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时，多半都回答
“不知道”。只有小部分幼儿能有具体回答，回答的内容也反映
出不是自己的认识，主要是成人的要求或意见。如“我爸爸要我
这样”“我妈妈说小朋友要团结”“姥姥说玩具给别人玩会搞坏的”
这种认识的不足，固然与幼儿认识水平的局限有关，但更有教育
的原因。真正幼儿园的教师去研究行为教育的不多，且教师自身
缺乏对分享意识的认识，又没有教育的经验和方法，所以幼儿在
这方面所获教育较少。 

2．幼儿没有同情他人关心他人的意识 
调查显示幼儿不懂得去体察别人的心情和情绪，他们生活中

的道德行为完全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的制约。所以，当看
到别的幼儿渴望得到分享物时毫无感觉，无动于衷，甚至当有人
提醒说“你看，别人没有心里多难受啊”时，有的孩子竟说“他
难受他的”或“这是我的，他要，叫他妈妈买”。 

3．家长教育观念误区 
调查发现幼儿的不分享意识除了自身心理因素影响以外，主

要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孩子们说不分给别人，是因为“我妈妈说
自己玩自己的”“姥姥说别人会搞坏我的玩具”“如果我把东西给
别人，爸爸会打我的”而且，我们还发现，幼儿的分享行为并不
因为家长的文化程度高而增多。可见，在对幼儿的分享行为教育
上，成人的认识有待于统一，教育的误区很显然成为了幼儿分享
意识表现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 

4．幼儿缺乏分享技能 

在与小朋友共同活动的过程中，有的幼儿不知道怎样与他人
分享，如“我只有一个新书包，他们都想背，都想玩，我不知道
给谁背”。 

其次，老师要为学生的分享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学校里
每个学期都要举行知识能力水平检测，在检测中会涌现出很多优
秀的学生，这些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和体会，便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老师可以让这些学生登台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方法，与他
人分享。这既给讲演者一个自我总结，表演锻炼的机会，同时也
给其他同学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除此之外，学校不定
期可以通过办黑板报、手抄报、校报、运动会、展览、文艺演出
等多种形式提供给学生交流的机会。现在互联网的普及为资源共
享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提高了效率，拓宽了分享的范围。
只要允许，足不出户便可共享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资源，无论
是文字的、图形的、音视频的，这是科技进步发展的结果，是时
代赐予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应不负时代所托，创造更多、更有价
值的东西与他人分享。 

第三，建立建全评价机制，为善于分享、乐于分享者鼓掌喝
彩，为不能分享者敲响警钟。教师可以采用观察、谈话、记日记、
学生的成长档案袋等多种形式，了解学生分享的情况，可以设立
分享之星，激励学生学会分享、乐于分享。对不善分享者，要了
解其形成的原因，制约和影响的因素，教师要制定具体措施，予
以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沟通机制，及时与家长沟通，齐抓共管，让学生能快乐健康地
成长。 

在幼儿园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将每周的星期一作为分享
日。这一天，幼儿来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自己带一些平时非常喜
欢的玩具，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或者是将自己周末玩过的地
方、吃过的食物、看过的动画片等讲给其他小朋友听。 

在家中，父母应有意识的培养孩子做家中的小主人。平时，
父母可以让孩子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家中来客人时，让
幼儿帮忙一起招呼客人，给客人分配物品等等。 

在有意识的创造分享机会的过程中，让幼儿学会站在他人的
角度，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理解他人的需求和需要，形成良好
的观点选择能力。 

分享的行为不难做到，形成分享的品质难能可贵，学生的分
享意识要树立，学生的分享品质要培养，会分享的人一定是一个
阳光的个人，会分享的集体一定是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会分
享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事业，我们要学会分享，分享要从学生抓起。由此可见具有
分享意识是幼儿个体融入社会，被同伴和集体接纳的必要条件，
是幼儿身体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可以说，分享对于幼儿一生的
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众多的研究中，对缺乏分享给幼
儿带来的影响方面的关注度却相对较低。只有真正了解了缺乏分
享意识的危害性，才能真正引起家长和幼儿教师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