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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活力”与核心素养的同向培育
徐　龙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当下“核心素养”正成为教育领域探讨的“热词”，而幼儿核心素养的培育应该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将核心素养

的内容与“生活力”的要求进行比对发现，利用五大领域这一阵地同向培育幼儿“生活力”和核心素养，将受到异曲同工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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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3 日，北师大举行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

究成果发布会。这项历时三年权威出炉的研究成果，对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的内涵、表现、落实途径等做了具体阐释。但在众多热

议中却鲜有听到核心素养与学前教育关系的讨论，因此难免有如

此困惑：幼儿核心素养的“核心”究竟在哪里？在幼儿园通过什

么方法培育幼儿的核心素养和“生活力”？这个话题值得广大教

育工作者认真研究。

一、对“生活力”的界定

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说，尚未找到标准而公认的“生活力”

的精确概念。诸多研究者从生物学、语辞学入手，提出种种讨论。

陶行知在《我们的信条》中说：“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

使学生向上长。”也就是说，生活力的作用是清楚的，即“向上

长”——这与杜威提倡的教育本质为“教育即生长”有异曲同工

之妙。1926年 12月陶行知先生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指出：

“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去征服自然，

改造社会。”他建议培养学生能运用“活的知识”，有“行动能

力”“有生活力”“有创造力”。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认为，

生活教育来自生活，生活教育在生活中进行，生活教育伴学生一生。

为此，要指导学生利用各种途径和场合去学习，开拓视野，提升

能力，丰富生活经验，应付各种挑战，植入现代“生活力”。

二、学生核心素养与“生活力”

按照北师大公布的结果，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

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以下六大素养。

1. 人文底蕴。主要是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人文领域知识

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基本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具体包

括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等基本要点。

2. 科学精神。主要是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

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具体包括理

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基本要点。

3.学会学习。主要是学生在学习意识形成、学习方式方法选择、

学习进程评估调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具体包括乐学善学、勤于

反思、信息意识等基本要点。

4. 健康生活。主要是学生在认识自我、发展身心、规划人生

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具体包括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等

基本要点。

5. 责任担当。主要是学生在处理与社会、国家、国际等关系

方面所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具体包括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国际理解等基本要点。

6. 实践创新。主要是学生在日常活动、问题解决、适应挑战

等方面所形成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行为表现。具体包括劳动

意识、问题解决、技术应用等基本要点。

以上六大素养均与“生活力”有关，正好也与陶行知先生提

出观点高度吻合。既涵盖了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应有

的品格与能力，又反映了核心素养“最关键、最必要”的重要特征。

六大素养之间互联、互补、互通、互利，在不同情境中整体发挥作用。

通过对比发现，核心素养的内容和幼儿园五大领域（健康、语言、

社会、科学、艺术）有着融通之处。

三、如何培育幼儿核心素养和“生活力”

（一）在生活和游戏中增强幼儿的健康意识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同伴关系，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温暖，

心情愉快，形成安全感、信赖感；与家长配合，根据幼儿的需要

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教育幼儿讲卫生，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生活自理能力；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的保健教育，

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开展丰富的户外游戏活动，培养幼儿参

与活动的兴趣和习惯，提高适应环境能力，在活动中培养幼儿坚强、

勇敢、刚毅的品质和主观、乐观、合作的态度。

（二）在生活和游戏中提升幼儿的语言水平

要多采用游戏的教学形式与方法，在不同游戏中让幼儿多看、

多听、多讲，为幼儿创设交流、表达的机会，教师可利用日常生

活中语言多用、经常重复的条件，巩固幼儿语言基础并加深对语

言的理解，使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向更高水平发展；扩大幼儿的

交往范围，开展跨年龄段的相互交往活动，促进幼儿语言交往能

力的发展，自由交谈令幼儿讲话无拘无束、思维活跃、畅所欲言，

而且不受空间、时间、人物的限制。

（三）在生活和游戏中培养幼儿的科学精神

经常带幼儿接触大自然，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观察周围事物，

学习观察的基本方法，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望，培养观察能力；

支持、鼓励幼儿在探究中思考，并尝试进行简单的推理和分析，

引导幼儿关注和了解自然，懂得热爱、尊重、敬畏自然；引导幼

儿关注周围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数的信息，体会各种数所代表

的含义，丰富幼儿空间方位识别的经验，引导幼儿运用空间方位

经验解决问题。

（四）在生活和游戏中磨练幼儿的社会能力

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教师应给幼儿充分的游戏活动时间，

鼓励幼儿敢讲话、爱讲话，消除羞涩、胆小的心理，培养幼儿群

体意识与合作精神，体验交往的乐趣；愉快的交往经验可以提高

幼儿的自信心，而自信心的增强又会引发更强的交往主动性，两

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共同磨练幼儿的社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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