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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德育教育促进幼儿成长发展的实践研究
许佳柠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英才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今天，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发展

尤为重要，这要求幼儿教师切实加强对幼儿德育教育和内在生活

精神的构建，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德育理念和道德意识，为未来

幼儿成长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幼儿园必须加强德育教育，重视德

育教育，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运用德育教育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提高幼儿道德水平发展，促进幼儿道德生成与发展，挖掘更多潜

力，根植德育意识，发挥德育主体，丰富课堂教学，改进德育方法，

提升幼儿综合素质，让幼儿在德育教育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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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德育教育现存问题

（一）德育认识偏差

 德育教育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为最初环节，担负奠基重任，

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某些教师对幼

儿园德育教育观念不明确，教育动机把握不到位，在教育实际操

作中研究不深入，导致幼儿园德育存在许多偏差，其偏差来源于

认识。

在幼儿德育教育过程中，不少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把德育

运用成一个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缺少用幼儿的心理看待问题，

缺乏与幼儿的平等对话，同时组织活动也让幼儿理解偏差。例，

济南市某幼儿园教师在给幼儿上“我的大中国”的教育活动中这

样引导的：“我们的大中国就像是一只公鸡，这只公鸡很大很大，

从鸡头到鸡尾很长很长，开着火车从白天到黑夜都逛不完。小朋

友们要热爱我们的大中国，从小要好好学习，将来把中国建设的

更强更壮。”整堂课结束后小朋友们互相嘀咕：“公鸡一点都不大，

怎么会是大公鸡呢？我长大要把它变成牛。”“中国怎么变成公

鸡了呢？为什么不是奥特曼？不是变形金刚了呢？我长大好好努

力，争取把它变成奥特曼。”通过这堂德育活动课，教师其目的

是帮助幼儿感知祖国的地域面积幅员辽阔，树立幼儿热爱祖国的

思想意识，将来在热爱的基础上建设祖国，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而在小朋友的认知里，他们只理解到了自己认知内的事物，教师

的输出与产出背道而驰，幼儿完全没有理解教师的意图，根本没

有切身的体验，其最主要核心是德育教育理解不到位，认识偏差

造成的。

（二）德育主体性缺乏

幼儿园德育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幼儿德育发展，其核心是

培养幼儿具备良好的德育意识，使其运用到幼儿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也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让幼儿参与德育活动，乐在其中，

知行合一。

幼儿的主体性是指幼儿在其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

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幼儿教育活动中，幼儿不但是教育的对象，

更是教育的主体。但在日常教育活动中，部分教师无视幼儿的主

体性地位，不考虑幼儿的内在需要和发展水平，是不可取的。幼

儿应已自己的方式去感知教师意图，来理解对他影响作出的反应。

幼儿园开展德育活动其目的就是促进幼儿德育发展，潜移默化的

根植德育意识，改变自身不良德育行为，养成良好德育规范，利

用德育教育充分发挥幼儿主体性，但实际教育活动中失之毫厘差

之千里，不但幼儿主体性缺失，而且德育教育目的也大相径庭。

例如：某幼儿园在国庆节举办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德育艺术周活

动，幼儿教师安排班内学生布置教室、做宣传海报、参加演讲比赛，

但在现实操作中，布置教室和宣传海报的版面设计、绘图、手工

等均由学生家长完成，而安排的演讲比赛幼儿因不知何为演讲？

比赛从头到尾流程均是幼儿教师亲自完成，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

德育活动结束，几乎连年如此。事后学生家长着手准备下一年活动，

而幼儿认为国庆节就是家长做手工他们在台上读文章。该幼儿园

组织安排的德育活动理念被改得面目全非，其内容和形式出现偏

成人化，用成人的眼光看待幼儿，该幼儿园举办活动没有切实加

强幼儿的主体性地位，教师凭借自身主观能动性，用自己设计好

的内容和流程来展开德育活动，没有考虑幼儿对国庆德育活动的

认识，从而导致幼儿内在需求和发展水平不一致的问题，更没有

根植德育意识，改变幼儿德育行为，潜移默化影响幼儿德育的突

出发展。

（三）德育形式单一

从目前深入了解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来看，让德育走进幼儿园，

深入人心，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以此来影响幼儿的德育观，

这是素质教育下共同的培养目的。幼儿园在开展德育活动时还存

在诸多问题，如开展德育教育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幼儿思想不成熟，

没有辨识能力，其道德行为正逐步形成，很容易模仿他人如模仿

教师，这是根据幼儿的向师性决定，这一行为其最终结果为无论

教师作出何种行为，幼儿都积极配合并且效仿，而教师所开展的

活动没有具体针对性，形式单一，方法不当，产出不理想。

幼儿根据向师性的特性，其行为很容易模仿教师，而幼儿教

师在平日的工作和生活中忽视其言行举止对幼儿的影响，不注重

自己的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其德育活动引导、实施、产出等多

个环节中，存在思路不清，内容枯燥，活动混乱给等场面。如历

城区某幼儿园在组织幼儿开展中华礼仪此课程时，教师在课堂内

跟幼儿描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要求幼儿在

平日工作生活中要主动问好，待人要有礼貌，但是整堂课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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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何讲礼貌？日后该如何做？而幼儿只是听教师口述，简单

机械的说教方式，告诉幼儿要有礼貌，没有生动的视频动画案例，

没有组织小组讨论，没有模拟场景再现，幼儿授课结束后，难以

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难以消化什么叫礼仪之邦，更无法区分有

礼貌和无礼貌。因此，幼儿在此次德育教育活动中很难建立认同感，

形成消极的价值观，德育活动没有做到实效，输入和产出不一致，

幼儿无法理解其内涵，很难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个别教师课上

和课下言行不一，例如上课给幼儿讲要有礼貌见人要主动问好，

幼儿在课下见到老师也会主动打招呼，但个别教师却没有做出反

馈，在言行举止上没有给予幼儿同等的呼应，其行为导致幼儿幼

小心灵受到伤害，也难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一行为不可取的，

要坚决杜绝。

二、幼儿园德育问题解决对策

（一）更新德育理念

依据现阶段幼儿园德育教育现存问题，更新德育理念迫在眉

睫至关重要。幼儿园要不断加大对一线幼儿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

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形式来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多邀

请专家名师进校开展专题讲座，或开展派出培训，委派一线幼儿

教师进知名幼儿园学习，也可以开展优质公开课，此目的一是提

高幼儿教师的德育理念，让其意识到德育理念的重要性，德育对

幼儿成长发展的影响，二是更新德育理念，及时有效的改进工作

方式与方法，从而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强化教学技能，更好的学

以致用。 

在德育活动教育方法上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从教学

的导入、案例、课程引入等方面题材要新颖，要瞄准德育时机，

准确介入德育理念，让幼儿深刻感受到德育影响，保证输入和产

出达到同等的效果，不能出现德育理念认识偏差，要学会正确引

导的同时还要合理运用。

（二）发挥德育主体性

1. 幼儿主动参与，满足幼儿需求特性

幼儿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德育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幼儿

的主体性，要注重激发幼儿的内在潜力，充当主人翁的地位。教

师在实施德育活动过程中要从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入手，选择德育

内容要准确，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德育活动，多深入交流，多聆听

幼儿心声。教师在德育活动中切忌用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活动，幼

儿不能只是言听计从服从教师安排，因此，在德育活动中不能施

加各种规则教育，教师也不能只传授，不关注幼儿的需求特性。

幼儿是整个德育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要让幼儿独立自主的发挥自

身需求特性，教师才能真正明白幼儿想法，了解幼儿是否真正掌

握德育理念，以此目的来充分发挥幼儿在德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

位，除此之外，进一步让幼儿感知德育活动的平等性、趣味性和

积极性，能切实解决幼儿的自我需求特性。

2. 日常活动中渗透德育，根植德育意识

幼儿行为规范大多是在幼儿园阶段形成的，幼儿园也是通过

德育活动来促进幼儿日常行为养成，因此，教师必须重视日常活动，

同时也在日常活动中渗透德育理念。幼儿园应多开展显性和隐性

的德育活动，教师可将德育内容植入幼儿日常生活和平日活动中，

以此来潜移默化的进行渗透。在日常的活动中要渗透德育理念，

同时也让幼儿懂得规则意识，让其渗透德育理念，根植德育意识，

遵守各种规则。因幼儿好奇心较重，好动性较强，身心发展尚未

成熟，经常出现违背道德行为和规则的行为。如，幼儿在午餐就

餐时，要叮嘱幼儿不能大声喧哗要珍惜粮食，就餐完毕时要叮嘱

幼儿有序摆放桌椅餐具；如在重阳节来临之前，带着幼儿共同制

作手工，表达对爷爷奶奶的祝福；如看到行动不便同学时要主动

尽力帮助等。这就要求幼儿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强化德育意识，

同时也让幼儿耳濡目染的养成规则意识。

（二）改进德育方法

首先，借助多媒体平台开展德育教育。幼儿园德育教育不只

是教师讲学生听，更多是让幼儿有所感知，脑海里要有画面感，

提高幼儿的知能水平，因此，幼儿教师要多借助网络平台开展丰

富多彩的德育活动，选取幼儿适宜的德育内容，用动画、视频、

音效等形式展现。

其次，丰富德育形式掌握德育内容。教师在此阶段应从幼儿

视角出发，站在幼儿角度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要深

入幼儿群体了解幼儿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多深入交流，以小

组讨论形式、模拟场景再现、讲故事比赛等形式展开德育活动。

最后，注重言行举止提高师德修养。幼儿具有具体形象思维

的特点，教师与幼儿朝夕相处，比起说教，言传身教更具有说服

力和感染力，因此，幼儿教师必须注重外在形象和内心修养的塑造，

树立高尚幼儿教师形象，做个有修养的幼儿教师，以此来促进幼

儿身心全面发展。要言行举止文雅，心态平和乐观，要求幼儿做

到的教师也必须做到，在德育教育过程中要上行下效、知行合一、

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幼儿才能更好的向教师学习。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德育教育在幼儿成长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对培

养新时代素质教育理念下幼儿全面发展影响深远。幼儿园切实加

强德育教育，渗透德育理念、根植德育意识、丰富德育活动、发

挥德育主体、改进德育方法、提高师德修养，以此来提升幼儿综

合素质、培养幼儿社会公德、养成良好行为规范，发挥自主管理

能力、锻炼解决问题能力，树立正确德育观念，为幼儿未来成长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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