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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工作中如何引导与发展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 
王丽丽 

（合水县幼儿园  甘肃庆阳  745400） 

摘要：随着教育形势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学前教育阶段是幼儿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黄金时

期。高质量学前教育不仅能加强幼儿对小学生活的适应速度，并且对个体的终身发展与学习有着关键的奠基作用，可以说，学前教

育是孩子发展的基础。笔者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十分有价值。基于上述，本文中笔者就立足幼儿的综合

全面发展，就学前教育工作中如何引导与发展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为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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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前教育是每一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也属于学

习的基础时期。在学前教育工作中，良好的学习习惯基金能辅助学

生学好每一学科，同时，为个体日后的综合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我

们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对幼儿进行良好学习习惯的引导与

发展，让学生能养成有益于学习与自身发展学习习惯，实现自主高

效的学习。教师再对学生良好学习习惯进行引导与发展的同时，应

当创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尊重幼儿的课堂主体性，发掘个体在学习

过程中的内在能力，在课堂中给予幼儿更多的表现平台，辅助幼儿

树立学习自信心的同时，用良好的学习习惯来为幼儿自身的日后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习习惯的特点简析 

（一）幼儿的自控能力较差，对事物注意力的有效集中时间极

短 

幼儿阶段的孩子，他们的身心还处于发展的启蒙阶段，因此，

他们的自控能力较差，在课堂中极其容易被我们成年人看来毫不起

眼的事物所吸引，例如，笔者课堂中，孩子们集体地对直升机、飞

鸟昆虫十分感兴趣，只要一人发现一只落在纱窗上的飞虫，几乎全

班孩子的注意力皆被飞虫吸引。这种情况下，幼儿的注意力被“新

鲜事物”所吸引，对课堂的注意力就直线下滑。这种自控力严重缺

失的特点下，会出现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幼儿看见同伴做什么，

便会立马丢下自己手里正在进行的任务，而后进行与同伴一样的游

戏或者其他行为。对这种现象进行归因，就是幼儿自控力差，无法

自主集中注意力。 

（二）喜欢玩耍，缺乏自主思考的习惯 

我们都知道，理想的思考能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理基础之上

的。幼儿的身体还处于发展的最初段，所以，他们存在缺乏自主思

考的问题。在理性情绪的驱使下，他们通常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个人行为十分情绪化，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各种形式的游

戏，各种各样的玩具，但就是对课堂兴趣平平。 

（三）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差，需要家园之间的有效合作 

幼小衔接工作中，阅读与写作使幼儿需要具备的学习技能之

一，占据听、说、读、写中的一般，由此可见，阅读与写作对幼儿

发展的不可或缺性。在学前教育工作中，我们教师在日常教学中，

我们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了幼儿听力能力及语言表述能力的提升

上，对个体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培养较少。这十分不利于幼儿的小学

阶段学习，同时，家长将教育责任全数推给了幼儿园，家庭教育不

同程度的缺失，导致幼儿的学习习惯发展缓慢。 

二、学前教育工作中如何引导与发展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 

（一）运用趣味性的课堂活动培养幼儿的学习内驱力 

学前教育阶段，趣味性的课堂活动与教学方法，是教师们最常

用的方式之一。这种方法充分尊重了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

立足幼儿兴趣开展课堂教学，是最受幼儿欢迎的教学模式之一。另

外，在幼儿教育课堂中，部分同仁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

个体学习习惯培养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课堂

教学效率的更高发展。例如，部分孩子的学习态度不端正。他们认

为课堂中教师所布置的作业等学习任务，是教师为了优化自身教学

成果而进行的，与自身的科学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偏差，更没有在教

师布置的作业等学习任务中，优化自己文化水平。另外，笔者还在

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部分幼儿对美术、绘画、绘本学习等方面存

在一定误解。幼儿在这个阶段，出现对基础能力学习的误解是正常

的，因为孩子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会给予直接的拒绝，不配合教

师的教学活动，这就表明幼儿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没有太大的兴趣。

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幼儿认知发展缓慢，他

们需要用有趣的教学活动来集中注意力，达到学习的目的。假如教

师的教学过程缺乏趣味性，那么幼儿既然就对课堂失去了关注欲。

因此，我们教师若想实现对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科学引导与发展，

首先就要从自身的教学模式改革入手，用创意的教学手段，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弱项优先发展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笔者在日常教学

中，就从幼儿感兴趣的食物入手，是课堂活动充满趣味性与挑战性，

让课堂环境更加积极向上的同时，教学过程更加生动立体。例如，

笔者会与幼儿一起看展趣味性的画画、跳舞等比赛。用这种教学方

法，让学生在集体游戏中，发展自身的艺术能力等。帮助幼儿发现

自身有优势或感兴趣的领域，用自己的爱好来维持后续的学习。 

（二）从教学的细微之处引导幼儿的良好学习习惯发展 

细节对整个事件的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常生活中，我么

可以从洗胃之处，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学习中也是如此，笔者

建议，我们教师可从教学的细微之处，引导幼儿学习习惯的发展。

例如，在笔者的工作中，在与家长进行交流之后发现，有部分幼儿

存在不收拾书包、丢三落四的习惯。笔者深知这种不良的行为习惯，

对幼儿日后学习与发展方面的巨大影响，于是开始思考教育办法。

在笔者的多方借鉴与自我设计下，为幼儿设计了如下一款小游戏：

开展一场名为《早上出门谁最快最好》的活动。这个活动中，笔者

将叠被、自主洗漱、自主进餐、书包收拾效率、出门速度等设计评

价指标，让家长积极配合笔者的教学活动。首先，从日常训练开始，

从幼儿开始起床时算起，不要过度催促，或者帮孩子代劳，收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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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文具等，因为有的孩子会越催越慢，同时，还会使他们养成懒

散的生活习惯，一切靠父母，严重依赖家长。记录孩子的起床时间

到出门时间，同时，观察孩子有没有叠被、洗漱情况等，而后将数

据提供给笔者。在家长与教师的通力合作下，到学期末，在班级中

开展《早上出门谁最快最好》的比赛，五名幼儿为一组，进行叠被、

收拾书包等一系列日常行为比赛。对表现突出者，基于奖励，对表

现欠缺者，家长与教师会给予鼓励，并告诉孩子：下学期还有机会，

想要赢得比赛，就从现在开始加油吧！在笔者这种游戏的引导下，

大部分孩子养成了手脚动作快、注意力集中的良好习惯。通过对幼

儿学生生活习惯的培养，促进学生学习习惯的纠正，既有利于学生

人格品质的发展，也能为学生长远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运用适切性较强的奖惩制度激励幼儿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合理的奖惩制度，会辅助教学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因为该阶段的幼儿十分看重教师的奖励，相信诸位同仁

也发现，部分幼儿为了教师的满勤奖，坚持天天上学，在满勤奖的

“诱惑”下，幼儿们养成不被客观因素影响，坚持入园学习的良好

习惯。因此，幼儿在园内的学习与生活中，教师应当充分抓住幼儿

看重奖励与惩罚的这一特点，运用恰当的教育与引导方式，规范幼

儿的学习习惯与行为举止。另外，恰当的激励方式会使幼儿养成正

确的学习动机，并会坚持去做有助于自身学习的正确行为，并逐渐

养成习惯。因此，教师在面对幼儿不正确的学习习惯时，应当给予

及时的指点与适度惩罚，让幼儿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并慢慢改

正，以后不再犯。可以说，奖惩制度的合理化应用，并不是单单是

教师规范课堂的一种手段，更是发展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举

措。谈及此处，笔者想起来之前带过的一名幼儿，在他写字或者绘

画时，笔者慢慢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这名幼儿用右手写字画画，

但左手从来不扶本子上，而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放在右腿的大腿

上。笔者与其尝试交流，也没得出有效的结论。作为一名学前教育

工作者，笔者深知若不将该名幼儿的这种习惯改正过来，对其自身

日后发展将有极大的影响。于是，在一个周末选择上门家访。在笔

者与孩子奶奶的交谈中，得知该名幼儿父母离异，孩子跟着妈妈生

活。妈妈为了生计，忙于工作，把孩子给奶奶带。听到这里，笔者

也并未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困惑之余，笔者还是将这一情况反映

给奶奶。奶奶听完后，立马向笔者做出解释：原来孩子爷爷在几年

前脑血栓，左肢无法动弹，平时只能平放在右腿上，并且带笔者去

看了孩子爷爷，确实如奶奶所说，此时笔者才恍然大悟。接下来，

笔者与孩子母亲和奶奶充分沟通，让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识地纠

正孩子的这种行为，同时笔者在班级中开展了关于学习中的正确坐

姿训练，若孩子们坐姿正确，笔者会在学习习惯养成一栏中，为他

们多贴一枚奖励的小红花，不正确的就不贴。这种看似简单的奖励，

却对孩子的影响十分深远。随后，在教师与家长的共同努力下，该

名幼儿逐渐改正了这种习惯，学习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此外，关于对幼儿的奖惩，笔者还是建议多以鼓励为主，惩罚

措施为辅在活动开始之前，教师要对幼儿讲清楚具体的奖励与惩罚

措施，避免因为幼儿不了解规则，而受到惩罚，打击他们的个体积

极性。同时，教师还要特别注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我们都应

当注意适度原则，奖励适度的同时，惩罚也要更加慎重，幼儿身心

发育尚未成熟，若惩罚手段过重，影响师生关系的同时，还会对幼

儿的未来发展留下阴影。同时，笔者建议将奖惩模式进行适时改革，

套用一种方法，会导致幼儿对课堂失去参与兴趣。用多种符合本班

幼儿实际的奖惩制度，让幼儿在学习时，在心里为自己树立一根标

尺，督促自己更加努力学习，持续进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

不断正视与反思自己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意识与习惯。 

（四）注意运用强化练习来加强孩子的学习习惯内化 

幼儿学习习惯的养成，除了教师的正确引导之外，最后还有一

部环节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要注意运用强化练习来加强孩子的学

习习惯内化。我们都知道，幼儿学习习惯的养成需要大量反复的练

习，让学习习惯立起来是关键，但是，若实现学习习惯的内化，我

们教师更是要辅助幼儿“立住”良好学习习惯。幼儿阶段的孩子们，

学习能力与素养较其他学段的孩子而言，发展迟缓且水平较低，同

时，他们学习新事物时，所需的时间更长，并且遗忘速度极快。幼

儿的学习能力不低，但若在后期，缺乏了教师的强化训练，那么他

们将很容易的遗忘，最后教师与家长的工作到头来就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对此，笔者建议诸位同仁，要对幼儿的学习习惯进行多次反

复的强化与纠正，让学习习惯来幼儿的认知中形成不可动摇的认

知，并在学习与生活中，恪守习惯，高效学习。关于学习习惯的强

化训练，我们教师要充分尊重幼儿的学习特点，为其设置数量、难

度适中的强化训练，例如，在进行普通话教学时，只要笔者听到幼

儿的不正确发音，都会第一时间指出，不厌其烦，指出幼儿的发音

错误后，还会让他们反复揣摩，练习几遍。同时，带领幼儿观看天

安门朗诵等视频，让幼儿“说地地道道地普通话，做堂堂正正地中

国人”。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中笔者就学前教育工作中如何引导与发展幼儿

的良好学习习惯为题展开论述。文章分析了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

习习惯的特点：幼儿的自控能力较差，对事物注意力的有效集中时

间极短；喜欢玩耍，缺乏自主思考的习惯；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差，

需要家园之间的有效合作。而后给出了学前教育工作中引导与发展

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策略：运用趣味性的课堂活动培养幼儿的学习

内驱力；从日常教学细节中规范孩子的学习习惯；运用适切性较强

的奖惩制度激励幼儿学习；注意运用强化练习来加强孩子的学习习

惯内化。笔者作为一名学前教育工作者，深知教育之路的漫长，且

永远需要我们在路上学习、探索，用最科学规范的教学手段发展幼

儿的学习习惯，助力个体日后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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