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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幼儿园教学管理的创新研究
唐丽颖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分院，吉林 通化 134002）

摘要：教育是幼儿成长的关键环节，幼儿园教育是实施幼儿

教育的重要场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创新发展幼儿园教学管理，

更好的实现幼儿园教学目标。使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在科学合理

的教学设计和管理中，长远规划幼儿的发展，让核心价值观从小

就植根在幼儿心中，让爱国情愫从幼儿教育阶段就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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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

时代，是从历史脉络、实践主题、人民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维

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内涵的揭示。进入新时代意

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对于

朝阳产业的学前教育具有着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要求，要站位于新

时代的层面，面向职业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幼儿园的教学管理，针

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创新研究，对幼儿园的科学、规范和精细

化管理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背景

2018 年 11 月，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对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为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规范职业行为，

明确师德底线，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

传播优秀文化、潜心培幼育人、加强安全防范、关心爱护幼儿、

遵循幼教规律、秉持公平诚信和规范保教行为对教师职业行为提

出了新时代的要求。从中可以看出对幼儿园教师的重视程度日趋

规范和严格。2019 年 10 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及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推动践行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

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

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推动践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

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

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

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

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

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养成好品行。

这些至上而下的文件要求，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对思想道德的

重视和推进的决心。不管是幼儿教育一线教师的师德，还是幼儿

教育的培养目标，都离不开一个“德”字。而对于培养幼儿的教

育机构更是责任重大，不可忽视。

二、研究现状

目前，幼儿园教学管理中大都基于“特色”园的发展，这种

发展是符合家长、社会对幼儿园的认知和评价，倾向幼儿园的某

些特长。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环

境。幼儿园的发展也基于开发“新”和“特”的特长课程。“新”

在你没有我有，“特”在你有我强，这样在招生宣传和竞争中就

有了竞争的资源和资本。迎合和符合了家长和社会对孩子培养的

需求。这些特色发展是幼儿园生存的条件，但是不能丢掉对幼儿

成长良好习惯的养成和传统礼仪、品德等根本的教育体系。所以，

根据幼儿成长过程的发展规律，设计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良好

行为规范的课程，根据幼儿各自发展的特点和兴趣来为幼儿定制

发展特长，是对幼儿长远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规划。

三、创新研究

（一）把握幼儿发展的规律，适时进行教育引导，巩固幼儿

良好习惯的养成的自然性。

让孩子在“玩中做”“玩中学”。3-6 岁幼儿在生理和心理

上都不同于其他发展阶段的孩子，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大多

处于感性的认知层面。而对事物的理解也只是简单的现象和部分

的堆砌。面对这个领域的孩子，课堂教学就不能只是单纯的讲授

式和说理式形式。在教学上就要设计形式多样，孩子喜欢，乐于

参与，激发兴趣的情景模拟，故事再现，直接感官刺激和玩教具

的辅助上下功夫。而且教学内容上要不能单纯的只追求新，更要

把握幼儿的发展规律，结合幼儿认知特点，选择适合幼儿能够有

效接受的建立知识体系。爱国主义不是成年人的事，在幼儿心中

从小打下爱国的烙印就是对孩子成长的一个坚实的保证。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可以用幼儿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形式呈现出来，让孩子

在游戏中、在活动中就能够侵入身心。

（二）关注幼儿发展的差异，结合兴趣特长方向，培养幼儿

社会融入发展的社会性。

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成长环境，幼儿对社会的认知有着不同

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就是挖掘孩子自身特长的切入点。教学内容

的整体设计是让孩子有共同参与的氛围，让他们在学习中，活动

中形成互相融合、合作、交往的空间。同时，教学应设计针对不

同孩子的特色特长课程。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在与别的小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体现自身优势，获得自信的成就感，

这对孩子良好行为和性格的养成也是非常必要的途径。融入到社

会的发展不是幼儿不能达到的领域，而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主体

平台，增强幼儿的社会性教育会让幼儿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各种交

往中。

（三）创设幼儿发展的环境，融合家庭成长特点，形成幼儿

综合培养的合力。

幼儿成长的起点在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良好的家庭关系

是幼儿健康心理的重要保证。家长的示范榜样作用都会在孩子身

上显现出来。所以，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要适时的指导家长主

动参与到幼儿的教学活动中来。让家庭教育成为幼儿学校教育的

一个延伸。强化幼儿园教学中的成果，辅助幼儿园教学中的成效，

互补家校教育的配合，形成“校中学”“家中做”二合一力度。

延伸孩子学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升华孩子综合能力和素质的

厚度。让各种教育力量与孩子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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