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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幼儿启蒙教育时期是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阶段，同时也

能够对幼儿未来的校园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幼儿的身心尚未发

育成熟，各项身体机能和心理能力都在逐步健全，因此在这个

阶段培养幼儿的行为习惯需要防止急于求成，需要在日常的幼儿

教育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而幼儿教育主要以生活化教学为

主，因此应用“生活教育”理论可以促进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

1  关注生活细节，将其作为行为训练进行渗透

幼儿的行为规范与否需要教师的耐心示范与讲解，例如在幼

儿园的小托班教学活动开展中，首先培养的即是幼儿的生活习惯，

例如如何洗手，七步洗手法的应用等，在教学中若以讲述的方式

告知幼儿，是难以达到行为训练目的的，因此教师可以将幼儿按

照号牌分组后，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个小组进行讲解：“先挽袖子

再洗手，手心手心搓搓，手背搓搓，双手交叉搓搓，右手搓搓左

手，左手搓搓右手，再转转两个拇指头，手心痒痒指甲挠，两边

都要挠一挠，挠完清水冲一冲，自己毛巾拿准确，擦完小手香喷

喷。”幼儿天性爱玩水，在教师的带领下，幼儿感受到洗手的乐趣，

并可以展开家园共育，引导幼儿在家中以模仿教师的模式教爸爸

妈妈洗手，以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另外，还要应用生活化的情境

告知幼儿什么情况下需要洗手。再例如告诉幼儿节约用水、爱惜

粮食时，也需要通过生活细节，让幼儿自小具备节约意识[1 ]。

2  制定班级秩序，严格约束幼儿行为

而对于班级秩序的建立，有助于更好地约束幼儿的行为，

并且能够影响到幼儿的思想。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应用音

乐教学活动辅助幼儿明确自己生活计划，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影响下，幼儿园教育工作需要紧密结合生活教育理论有效展开和

实施，需要将生活元素融入到教学中去。比如可以向幼儿播放轻

松欢快的歌曲作品，让幼儿通过欣赏音乐作品即可知道教师的主

要目的。比如教师向幼儿播放《虫儿飞》歌曲作品时，幼儿能够

意识到这是到了睡觉时间，需要幼儿做好睡觉的准备。

因此教师向幼儿播放不同的音乐作品，幼儿就会知晓需要做

的事情，从而能够制定并完善班级秩序，幼儿能够在班级秩序中

更好的认识生活，体会生活，并且注重自身的行为，进而对幼儿

良好习惯的养成产生了关键的作用[2]。

比如很多小朋友喜欢游戏，而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味性的

游戏，让幼儿积极参与，并让幼儿明确游戏规则，让幼儿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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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遵守游戏规则才能获得最终游戏的胜利。对于违反规则的幼

儿，要给予积极的引导，让幼儿逐渐遵守纪律，遵守规则，从而

能够保证游戏教学正常有效地开展和实施。

3  引导幼儿参与规则制定，调动参与积极性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明确指出，生活与教育需要有机结

合，并且共同发展。为了更好地约束幼儿不正确的行为，需要

教师引导幼儿参与规则的制定，让幼儿能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

法。而对于幼儿提出的想法如果有助于规则的制定以及教学工作

的开展和实施，那么需要积极采纳，从而可以激发幼儿的参与

积极性，并且幼儿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遵守规则，最终有助于幼

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3]。

例如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向班级中幼儿提出需要整理桌面上

的玩具，有一些幼儿爱好表现，会争先恐后地整理玩具，而这可

能会造成争吵和抢夺的情况出现。对于这方面问题，可以让幼儿

提出如何更好更快地整理玩具而不会出现争吵以及抢夺的行为，

那么可以让幼儿参与规则的制定，进而幼儿可能逐渐认识到制定

规则并让幼儿严格遵守，需要排队，根据先后顺序整理桌面玩具，

从而可以调动幼儿的参与积极性，并且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操作

能力，幼儿能够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幼儿的成长、学习

以及发展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教学内容，

因此需要合理地制定参与规则。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需要得到教师的

关注和重视，能够从日常生活着手实施，将教育教学活动与日常

生活有机结合，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积极影响下展开教学工

作，因此需要关注生活细节，将其作为行为训练进行渗透、制定

班级秩序，严格约束幼儿行为、引导幼儿参与规则制定，调动参

与积极性，提高教育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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