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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人一生命运的主宰，是一个人走上成功之路和实现终生财富的最有效途径。习惯的形成，必须在幼儿的

学习与日常生活中不断积淀与形成。在幼儿教育中，养成孩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是家长与幼儿园教师共同寻求的教学目标。

本文通过阐述在学前教育期间养成幼儿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的重要价值，探讨养成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合理策略，为幼儿

形成较好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与综合发展提出可参考性意见与指导方法。

学前教育；培养；幼儿；生活习惯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和推进，幼儿的行为教
育已经被纳入重要的教学之中。在学前教育期间，培养幼儿的
良好的思想品格和行为习惯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良好的行为习
惯对促进幼儿的学习能力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然
而，幼儿行为习惯的形成需要历经长期的积累，教师要端正幼
儿教育观念，从幼儿的生活细节入手，引导和帮助他们长期坚
持好的行为品德，共同培养幼儿的良好生活习惯。

1、在学前教育中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在幼儿园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将直接影响幼儿的
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培养幼儿较好的生活习惯，不仅要注重提
高幼儿的综合能力，如自理能力、行为能力等，更要提高对幼
儿的生活态度。随着素质教育的提高和完善，幼儿园作为学前
教育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提高幼儿学习能力的场所，更强调突
出对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幼儿园教师要全面了解幼儿的
作息习惯，卫生习惯、环保习惯、饮食习惯以及消费习惯等生
活习性。在幼儿学前教育中注重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可
以促进幼儿园的教学内容改革和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提高，为
幼儿未来良好的生活习惯打下基础。

2、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教育目标

所谓习惯，可以分为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狭义的习惯是
幼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社会和家庭自然影响养成的个性化的生
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这些习惯很难改变。广义的习惯是包
含的内容可涉及到幼儿的思想品德习惯以及日常行为习惯，思
想品德习惯包括善良、勇敢、坚强、仁义、果断等等。日常的
行为习惯的内容相对丰富，包括，按时起床和睡觉、讲卫生、
按时上学、不扔纸屑、注意听讲、不说脏话、懂得分享、帮助
他人和不挑食等良好习惯。幼儿园根据行为习惯的内容，明确
培养幼儿行为习惯的目标对开展学前教育具有积极作用。

3、学前教育中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中遇到的问题

3.1  幼儿园和家长之间缺乏教育一致性
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仅依靠幼儿园教师单方面的

努力，还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并保持一致性。有家长认为，幼
儿在家里不听话，无法管束，把幼儿的教育责任委托给幼儿园，
寄希望于幼儿教师的教育。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幼儿进入幼儿
园后，家长只需配合老师，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只有少数家
长认为幼儿园和家庭应该共同促进幼儿习惯的发展和养成，才
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家长产生这种思维的原因，一是没有意识
到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意义，认为幼儿会自然形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二是家长在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上缺少方法，
导致幼儿滋生一些不良习惯；三是家长对子女的溺爱，日常生

活中的一切都以子女的意愿为主，幼儿的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
被父母包办完成。

3.2  幼儿园和家长缺乏教育的同步性
有的家长已经意识到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性，会

配合幼儿园进行教育，但往往在配合方向和时间上存在差距。
幼儿园会在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方向上下功夫，但家长们认为
子女年纪还小不能做到教师所要求的标准，放弃培养子女自理
能力的机会。因为家庭教育与小学之间在家庭教育上没有同步
性，因此无法有效地提高孩子的行为能力。分析以上现象产生
的成因，一是父母没有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二是父母和幼儿
园老师之间缺少有效的交流，对幼儿园中的教学重点不够熟悉，
在合作上也会产生差异；三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交流并不
顺畅，缺乏观察孩子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习性，使孩子的正常行
为习惯没有得到有效地提高 [1]。

3.3  幼儿缺少健康生活习惯的意识
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师经常发现有很多幼儿不能很好地

面对压力，无法接受短期内出现的挫折和问题，有些幼儿甚至
不能自己简单的洗衣服或者叠被子，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要培
养幼儿的生活能力。由于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幼儿的整体生活
能力差异较大，而且大多数幼儿过于依赖父母，无法快速适应
环境，因此有些幼儿不能与其他人完成合作和交流。当幼儿遇
到问题时，由于语言能力差，他们无法表述清晰所遇到的生活
问题情况，此时，幼儿教师要有耐心的引导和指导幼儿正确的
表达个人观点和建议，让他们养成较好的生活语言表达能力和
习惯。通过良好的表达和交流，他们才能学到更多知识，实现
自我管理。

3.4  教师缺少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有效策略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重视提高幼儿的认知能

力，更要注重培养幼儿的综合学习能力。在现有的学前教育中，
有些老师没有充分考虑幼儿的天性，幼儿的生活技能普遍偏低，
甚至有些幼儿对生活习惯没有最基本的了解，教师对幼儿的兴
趣爱好也从不在意，不发掘幼儿的长处，只是为应对完成教学
任务。有的幼儿虽然在幼儿园很长时间，但还不具有照顾自己
的能力，很多幼儿不知道怎么穿衣服，甚至吃饭都需要家长的
参与才能完成，由于幼儿教师缺少有效的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
行为习惯的策略和方法，导致幼儿无法实现自理和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4、在学前教育中培养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策略方法

4.1  制定教学计划，明确教育目标
幼儿园是一个大家庭，不同家庭的幼儿融为一体组成一个

小团队，其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教学计划和目标。教师要根据
幼儿的行为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教学计划，让幼儿在快乐、
健康、宽容、充满爱心的环境中，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此外，幼儿园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行为习惯做出合理教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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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明确教育目标和方向，循序渐进地培养儿童的生活习惯。
例如，小班幼儿可以从学习穿鞋和脱鞋、穿衣脱衣练习开始。
对于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习惯，老师要保持耐心，关心每个幼
儿的思想和行为发展，并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细心的讲解和
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

4.2  通过反复练习，规范行为习惯
好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和形成。在这个学习和锻炼

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幼儿良好行为习惯进行鼓励和教育，对于
一些幼儿容易犯错和地方，教师要积极给予指出和纠正，防止
不良习惯的再次发生。尤其是小班的幼儿，他们的思想意识还
还处于朦胧期，更需要老师的帮助和引导。因此，培养幼儿良
好生活习惯的关键在于“反复练习”和“坚持习惯”。教师要
把幼儿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幼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要
具体、贴切和实用。教师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使命感，以潜移默
化的方法帮助和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例如：每次幼儿在
吃饭时喜欢用左手拿勺子和筷子，教师要及时纠正，并且在每
次吃饭时，教师都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发现问题及时帮助改正，
经过反复的练习和纠正习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吃饭习惯。

4.3  结合现有技术，促进幼儿的综合发展
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和培养策略是学

前教育探索的重要内容，其有效的培养可以提高幼儿的综合能
力。现在幼儿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好，许多幼儿无法理解良好的
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幼儿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利用多媒体技术设
计相关的动画、卡通图画和 PPT 等展示正确的生活习惯样貌，
让幼儿进行模仿和学习，纠正和引导他们的行为习惯。例如：
通过播放动画《拾金不昧》的动画，给大班幼儿演示拾到东西
应该怎样处理，让幼儿学会拾金不昧的美好的行为习惯和品格。

4.4  强化幼儿自我管理，提高幼儿良好习惯意识
有效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必须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

根据幼儿园现有的制度和教育资源对幼儿开展教育工作。大多
数幼儿已经在幼儿园学习和生活很长时间，他们一天中的大部
分时间都在幼儿园过。因此，如果他们在幼儿园养成不良习惯，

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有的幼儿上幼儿园后经常注意力不
集中，有的幼儿不会与周围的幼儿和老师交流。实践日积月累，
幼儿身上展现出的精神疾病，在这个阶段幼儿如果没有得到良
好的心理疏导，就会导致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他们无法正确
看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无法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解
决。在幼儿时期，他们个性很强，自制力非常差，但同时，他
们的可塑性却也很强。所以，教师要不断适应培养幼儿生活习
惯，努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让幼儿在生活中学会自我的情
绪管理和自我的行为管理 [3]。例如：有的幼儿喜欢大声哭泣，
每次遇到问题就会哭泣，这是幼儿教师要积极引导他们正确面
对问题，不能用哭泣来解决问题，要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找
到积极的处理方法。

4.5  重视家庭教育，形成家庭与幼儿园教育体系
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手段。幼儿自身、家庭、幼儿

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都能造成儿童不良习惯的形成。因此，
家庭、幼儿园和社会三部分应该保持密切的教育联系。要让幼
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光靠幼儿园和幼儿园老师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家庭是幼儿生活的重要场所，对形成良好行为和习
惯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家长要提高培养意识，加强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教育思想要与幼儿园教育观念相和谐统一，使幼儿在
幼儿园形成的良好习惯能够在家庭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有
效达到教育目标。 

5、总结

幼儿期是人生成长的最初阶段，也是各种行为习惯发展和
形成的关键时期。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和教育，不能只靠教师
的说教，还要通过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游戏中，让幼儿在不知
不觉中得到滋养和训练。此外，在培养幼儿良好习惯的过程中，
每一位幼儿园教师都要拥有一颗爱人之心，用爱和尊重去呵护
幼儿的健康成长，教师和家长要始终保持耐心、包容的态度，
坚定信心，积极密切配合，注重幼儿的个性化发展，把他们培
养成未来社会有用的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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