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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幼儿园诚信教育策略刍议
吕秀丽

（吉林省直文化系统幼儿园，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诚信品质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对幼儿来说诚信是他们长大以后人生成功的奠基石。幼儿期是一个人的人生启蒙时期，也是

塑造健康人格和良好思想品质的重要时期。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对他们以后的成长和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促使

幼儿们养成讲诚信的好习惯。本文则主要是从幼儿的诚信教育、影响因素以及对应策略几个方面来论述幼儿诚信品质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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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与诚信教育

诚信二字在生活中一般被人定义为：“在日常生活中对人诚实，

与人的交流中有信用。”这也是在道德的范畴中的。在日常的生

活中，我们一般都希望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别人可以守诚信，所以，

在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也要培养孩子们讲诚信的良好品

德。尽管很多人都在努力做到守诚信，但实际上还是会出现一些

诚信问题，因而也就存在很多人只知道一味的抱怨教育出现了问

题。但是，很少有人回去寻找道德缺失的根源，一般都会认为是

没有搞好教育，没有重视对孩子的诚信的引导，没有树立正确的

意识。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我们应该在孩子的

幼儿时期就让他们养成诚信的品质，培养他们成为一个说到做到，

不说谎，敢于承认错误的孩子。

二、影响幼儿诚信的因素

（一）学校因素

学校不仅是他们学习的地方，也是幼儿们诚信品质养成的地

方。因此，当学校的诚信教育出现问题后，学生的诚信品质也有

可能产生缺失。比如说教师在教学时，只注重教学内容，而很少

会对幼儿们进行诚信教育，这也就导致幼儿们对诚信的认知不明

确。又或者是教师忽略了对幼儿的诚信进行培养和保护，对他们

有时表现出来的诚信也没有采取很有效的方式，缺少一定的有效

性与针对性。还有一点就是教师自身不能做到诚信，经常失信于

幼儿。例如，在吃饭的时候，教育同学们应该饭前要洗手，但是，

自己和幼儿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却又不洗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很

容易让幼儿们养成说谎话的不良习惯。

（二）家庭因素

由于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会对孩子过度溺爱，又或者是将他们过度保护，这也就导致

他们很容易在这种环境中“长歪”。比如，只知道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遇到事情后却只知道将责任推给父母又或者是他人，久而久

之，他们对家人、朋友的诚信意识就会逐渐淡化。还有，由于很

多家庭的父母过度宠爱孩子，而忽略了对孩子的诚信教育，等到

家长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的时候，孩子的性格已经定型，无法改变。

当然，也有部分家庭会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但是教育的方法不当，

这也会对孩子诚信品质的养成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很多家长在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会说：“你再不听话，你的鼻子就会变长。”

这就会给孩子一种言语预示：不听话鼻子就会变长。但是之后如

果孩子也没有听话，但鼻子确并没有变长。这就意味着父母的话

并没有诚信，这也会导致孩子认为，是不是不讲诚信也是可以的。

三、诚信教育的对应策略

要想幼儿学会诚信、懂得诚信，首先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诚信

的生活环境，并且让他们能够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可以更

好地培养他们乐于助人的诚信品质。

（一）创设诚信的校园环境

幼儿在上学之后，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是很长的，所以，创

设出一个良好的诚信校园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让幼儿

们在环境的影响下受到诚信的教育。例如，学校可以在教室的走

廊上设一些诚信教育类的专栏，如“讲卫生、懂礼貌、说实话”等，

尽量做到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学生学习诚信教育的场地。

此外，学校也可以每天进行广播，讲一些有关诚信的小故事或一

些名人诚信事迹，这样使幼儿们受到诚信教育，对教师进行诚信

教学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当学校举办一些校园活动时，也可以

将这些活动与诚信教育结合起来。

（二）创设诚信的家庭环境

要想对幼儿进行诚信教育，帮助他们养成诚信的良好品质，

也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比如说，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诚实

守信，这样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潜移默化转移。事实上，一个轻

松的、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家庭环境对养成学生的诚信品质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给予孩子一定的尊重和

理解，这会给孩子很大的自信。此外，家长也可以要求孩子们自

己穿衣、吃饭，这样不仅能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对他们的成长

很会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诚信是每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想养成良好的诚信

品质，我们应该从小做起，让诚信可以生长在孩子的心灵深处，

这样会让他们把讲诚信作为自己的一种习惯，这对他们以后的为

人处世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会对他们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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