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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行知教育理念探索幼儿园生活化德育新模式

浦红霞

如皋高新区实验幼儿园，中国·江苏　如皋　226500

【摘　要】陶行知先生曾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德育教育应从小培养，始于家庭启蒙，贯穿幼儿园日常生活。基

于此，本文在研究中以行知理念和幼儿园德育教育相结合展开相关探讨。在研究中指出，当前幼儿园德育教学面临边缘

化、内容单一和方法死板等问题，影响了教育效果。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提出了以兴趣为引，创设生活化游戏情境，以及

家校协同，共同构建德育教育环境的方法。通过角色扮演、团队合作等游戏活动，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受德育教育，

培养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幼儿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格，为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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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先生曾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

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由此可知，德育在

人才培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应该从个体的幼年时

期就开始培养，从家庭的早期教育起步，从幼儿园的日常活

动中逐步展开。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理念为我们提

供了宝贵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对幼儿进行德育的过程可以

自然地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幼年时期德育的实施不应局限

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境来实

现。为了更好地实施德育，我们需要创造适合德育的环境和

环节，将德育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使之生活化。这

样，德育就能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出积极的引导作用，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旅程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作为教育者，

我们应当成为幼儿成长道路上的守护者，帮助他们在道德的

指引下，勇往直前，乘风破浪。

1  行知教育理念概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是一个全面、创新、包容并具有

发展潜力的综合性思想体系。该理念主张教育与生活的紧密

结合，批判了将教育与生活割裂的单一思维方式，提倡教育

应基于生活的实际，整合学校、社会和生活等多元要素，实

现教学与活动的统一，以幼儿为中心，根据他们的个性和

能力进行教育，以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在这一体系中，

生活教育的思想占据核心地位，明确指出教育的本质源自生

活，并通过实践、活力和行动三个维度进一步阐释其理念。

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这一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们补充了生活教育的核心思想。实践性意味着教育内容应由

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来决定，随着生活的变化，教育内容也

应相应调整。这并不是说教育要完全复制生活，而是要在教

育目标的指导下，筛选出生活中积极、健康的元素，引导幼

儿接触实际，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来培养良好品质。活力性

强调教育内容应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利用生活中的实例来

增强教育内容的生动性和活力，教育不应仅限于课堂，这与

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相吻合。行动性强调教学和学习的基

础在于生活的实践需求，不应仅依赖课本传授知识，而应鼓

励幼儿自主探索和实践，激发他们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

力。将课程与生活情境相结合，培养他们独立个性和正确的

社会价值观，实现生活教育的教学目标。

2  幼儿园生活化德育教学现状

幼儿园作为孩子们步入社会的第一站，德育教学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幼儿个人品质的塑造，更是他们未来

能否顺利融入社会的关键。然而，当前幼儿园生活化德育教学

的现状却令人担忧，层出不穷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效果提升的

最大阻碍。一方面，德育教育在某些幼儿园中被边缘化，缺乏

足够的重视和投入；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单一性，

使得德育教育难以真正触及幼儿的心灵，影响了教育效果的发

挥。对于教师而言，他们都明白在教学实践中应重视幼儿德育

教学，尊重幼儿的主体性，但往往事与愿违，仍有教师习惯于

按照课本内容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激发幼

儿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导致幼儿形成唯命是从、胆小怕事的性

格，不利于他们未来适应社会竞争。再者，传统的以说教为主

的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幼儿园德育教育需要

创新，设计更多贴近幼儿生活、富有趣味性的德育活动。依托

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活动，使德育教育更加生动、具体，更好

地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

3   行知教育理念指导下幼儿园生活化德育教学方法

3.1以兴趣为引，创设生活化游戏情境

在幼儿园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兴趣和



8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年龄特点，设计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游戏活动。例如，通过

角色扮演游戏，幼儿可以模拟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医生、

警察、教师等，通过这些角色的扮演，幼儿不仅能学习到

与角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更能在模拟的情境中学习到尊

重、责任、合作等道德品质。例如，可以设计一个“小小

社区”的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扮演社区中的不同角色。

在这个游戏中，每个幼儿都有自己的“工作”和“责任”

，如“小医生”需要照顾“病人”，“小警察”需要维护

社区秩序，而“小教师”则需要教导其他“小朋友”。在

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不仅能够学习到如何与人交往，

还能体会到助人为乐的快乐，从而在无形中培养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和同理心。通过这些生活化的游戏体验，幼儿在

快乐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德育教育，而教师则能够

更有效地将道德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传递给幼儿。这种教学

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促进他们全面

发展，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3.2以德育为重，创设生活化游戏情境

在幼儿园教育中，德育教育是培养幼儿良好品德和社会

适应能力的核心。行知教育理念强调“生活即教育”，提倡

将德育教育自然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中。为此，幼儿园教师

可以创设一系列生活化的游戏情境，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德

育知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可以设计

一个名为“小小园丁”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将幼儿

分为几个小组，并为每个小组分配一个小花园。每个小组

的成员需要共同决定如何种植和照顾花园中的植物。幼儿们

需要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浇水，有的负责除草，有的负责观

察植物生长情况。通过这个过程，幼儿不仅能学习到植物生

长的知识，更能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照顾他人的责任

感。通过这些简单而富有趣味的游戏，幼儿在快乐的氛围中

学习到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合作解决问题。这些游戏情境的

创设，使得德育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变成了幼儿乐

于参与的活动。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

任感得到了有效的培养和提升。教师通过观察和引导，可以

进一步巩固幼儿的德育成果，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中，成为有责任感、有爱心、懂得合作的人。

3.3家校协同，创设生活化游戏情境

在行知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幼儿园德育教学方法强调家

校协同，共同构建生活化的德育教育环境。这种教育模式不

仅要求幼儿园教师在校园内实施德育教育，还需要家长在家

中延续和加强这一教育，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教育模式。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简单有趣的游戏活动，

让幼儿在学校和家庭中都能参与。例如，可以开展一个名

为“家庭小帮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幼儿园教师可以

向幼儿介绍一些简单的家务任务，如整理玩具、折叠衣物、

分类垃圾等，并鼓励幼儿在家中与父母一起完成这些任务。

通过这样的活动，幼儿不仅能学习到生活技能，还能在实践

中体会到帮助家人的重要性，培养责任感和爱心。与此同

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幼儿园的德育教育中来，通过举办“

亲子环保日”，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参与制作环保手工艺

品，或者一起参与社区的环保活动。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加

深家长对幼儿德育教育的理解和支持，还能增进亲子间的情

感交流，共同培养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家校协同的

努力，幼儿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影响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德育教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格。这种生活化

的德育教学方法，不仅能够让幼儿在学校和家庭中都得到德

育的熏陶，还能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结语：

通过运用行知教育理念，幼儿园德育教学模式得到了创

新和发展。本文提出的幼儿园生活化德育教学方法，不仅

提升了幼儿的学习兴趣，还促进了他们全面发展，为幼儿

未来的人生旅程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家校协同的教育

模式，使得德育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延伸到家庭和

社区，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教育网络。这种教育模式的实

施，有助于幼儿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和体验道德价值，

培养出具有责任感、爱心和合作精神的新一代。未来的教

育实践中，我们应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模式，确保每个幼

儿都能在道德的指引下，勇往直前，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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