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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集体教学中违规行为减少的策略研究 

陈俊月 

（嘉峪关市第三幼儿园  甘肃嘉峪关  735100） 

摘要：正确面对幼儿违规行为是考验幼儿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指标，有效减少幼儿在集体教学中的违规行为是每一位幼儿教育
者每天必须面对的职业考验。本文立足一线教学，通过观察，从树立科学的教育规则理念、运用合理多样的规则教育方法、积极训
练和培养幼儿的学习规则等方面就减少幼儿集体教学中违规行为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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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科学的教育规则理念 
（一）尊重幼儿个体身心发展特点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园教育应该尊重幼

儿的权利以及人格，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教
师不能根据统一的标准去指定纠正幼儿的违规行为，应尊重幼
儿的个体差异和身心发展特点，根据幼儿自身的性格特点去制
定规则和要求并了解幼儿，满足幼儿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关注
每一位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在适合的要求内提升和发展幼儿，
培养其良好的规则意识。但是如果要求高于幼儿的身心发展水
平，就会对幼儿的发展造成相反的影响。 

（二）杜绝训斥，“威胁”幼儿 
在集体教学中当幼儿违反规则时，教师要以良好的语气和

幼儿沟通，告诉幼儿他的行为对课堂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他的
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让幼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三）帮助幼儿理解规则的意义 
教师要对幼儿解释清楚规则的意思，让幼儿理解和明白规

则的含义，这样幼儿才能在集体教学中更好的配合教师，让教
师用更少的时间去管理纪律，让幼儿用更多的时间主动的去遵
守规则。 

二、运用合理多样的规则教育方法 
（一）宽容对待首次违规 
对于第一次违规的幼儿教师要宽容对待，告诉幼儿第一次

犯错是没有关系的。让幼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教师并不
会惩罚他，给予幼儿宽容和自由。这样的做法能够让幼儿不必
过于紧张，心理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幼儿有时候并不是故意违
规，所以教师不能以严厉的态度和语气对待幼儿。教师要做到
让幼儿明白谁都有可能会犯错，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课堂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幼儿能够理解和知道问题，就能够更好
的纠错误的行为。 

（二）制定合理，科学的规则 
教师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以合理和科学为标准，不能一

味的让幼儿在课堂上保持安静。规则要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和
个体差异。制定规则是为了让幼儿能够具有规则意识，为幼小
衔接和将来的发展做好基础。教师不能只是为了让自己省事，
所以让幼儿保持课堂纪律遵守规则。教师要明确遵守规则的目
的，而且规则的内容要能够在幼儿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内，这样
幼儿在集体教学中才能更好的遵守规则。 

（三）利用示范和榜样的作用 
幼儿具有很强的模范能力，如果有好的榜样幼儿就能够去

模仿他，从而提高自己的行为能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
将表现好的幼儿、遵守规则的幼儿着重提出表扬，提示这样的
做法可以得到教师的鼓励和夸奖。而且教师在集体教学中也要
树立好自己的行为和榜样，让幼儿知道教师的做法是正确的，
也学习其他幼儿正确的做法，让幼儿通过模仿来改正自己的行
为。 

（四）发挥奖励机制 
奖励机制在幼儿园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当幼儿在活动中

表现得好就可以得到教师的小礼物。在遵守规则方面也是一样
的，对于多次违规的幼儿，如果某一节课表现得稍微好一点，
教师就可以进行奖励从而鼓励幼儿的做法，久而久之，幼儿就
会慢慢改正自己的行为。做的好的幼儿教师也可以进行奖励，
语言夸奖或者物质奖励，让做的好的幼儿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五）发挥幼儿的主观能动性 
在制定规则方面,幼儿没有参与性，应积极发挥幼儿主观能

动性，主动告诉幼儿一个好的课堂环境需要制定什么规则，让
幼儿主动来想一想，并把适合的规则用于幼儿的集体教学中。
当幼儿遇到问题和矛盾，教师可以邀请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找
出原因并且制定相应的规则。教师减少对幼儿行为的片面掌控，
让幼儿主动体验规则。这样幼儿能够感同身受，并能够更好的
理解和感受规则的意义。 

（六）发挥即时评价作用 
教师应该发挥即时评价作用，当幼儿遵守规则或者在遵守

规则方面有进步时，教师都要对幼儿进行即时评价，对幼儿的
行为表示鼓励和支持。幼儿的自信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并
且能够即时纠正自己的行为。当幼儿出现违规行为时，教师也
要立即指出幼儿的问题和错误，用幼儿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一
些行为不能做的原因，不应把问题留在之后，只有这样幼儿才
知道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是什么。 

三、积极训练和培养幼儿的学习规则 
（一）养成幼儿良好的坐姿习惯 
教师要培养幼儿在集体教学中良好的坐姿，而且教会幼儿

正确搬放椅子的方法。幼儿出现坐姿不正确的时候教师要发挥
同伴的榜样，同伴竞争赛等方法。教师也要树立好榜样，正确
给幼儿示范坐姿。而且在平时的集体教学中教师要做到多提醒，
多引导正确的坐姿，当发现幼儿有错误的坐姿时要及时纠正，
也可以用儿歌或者手指操强化坐姿训练。 

（二）培养幼儿学会倾听的能力 
教师要训练幼儿的倾听能力，让幼儿能够结合情景感受不

同的语气，语调表达不同的意思。当幼儿出现听不清或者有疑
问时能够主动的向教师提问，教师也要解答，而不是忽略幼儿
的问题。当幼儿不会倾听或者心不在焉时，教师要利用游戏培
养幼儿倾听的习惯与能力，让幼儿学会做一个文明的听众。这
样也能减少教师在集体教学中被幼儿打断的情况，让课程更好
的进行下去。 

（三）练习幼儿表达的能力 
在集体教学中为了让幼儿能够有序的发言，不在课堂中发

生混乱的情况，教师要让幼儿学会与他人交谈，知道回应并且
懂得有次序的轮流回答。对于幼儿插话和抢着说等问题，教师
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给幼儿讲一些例子，用拟人化的故事让幼
儿知道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只有学会正确的表达的方式才能
更好的表达自己。 

（四）培养幼儿良好的操作习惯 
让幼儿有良好的操作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运用教具的

课堂中，只有培养良好的操作习惯才能不出现打闹和争抢的情
况。教师要告诉幼儿在操作的过程中学会交往，有事可和同伴、
教师协商。而且要教育幼儿爱护操作材料，学会收拾和整理材
料。在集体教学中出现场面混乱的情况时，教师要明确规则，
在教室里循环的走动，当发现违规行为时要正确的引导。并且
在活动结束后要和幼儿进行小结，规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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