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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礼仪教育实践初探 
张秋琳 

（新疆石河子市实验幼儿园） 

摘要：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衡量待人接物的道德标准之一，幼儿园开展礼仪教育，不论对幼

儿个体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幼儿园开展礼仪教育活动的途径主要通过创设环境、主题区域活动、角色游戏、家园共

育、日常文明礼仪行为渗透等多方面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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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期开展礼仪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礼仪教育是儿童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幼儿园开展文明

礼仪教育，不仅创新和促进幼儿园道德教育，更能提高儿童文明素

质，培养儿童良好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幼儿期是养成习惯的关键

时期，教育家蒙特梭利指出，儿童养成良好行为的最佳时期是 2 岁

半至 6 岁。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像在编织毛衣时失去一针。

即使被发现，将来也总会有修补的痕迹。如果找不到，丢失的针迹

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大漏洞，只是毛衣丢失针迹可以拆掉重织，而

儿童行为习惯的教育却无法重来。因此，幼儿期礼仪教育的发展将

为他们一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打下基础。 

二、幼儿园开展礼仪教育的途径与策略 

（一）创设优质环境，营造浓厚氛围 

开展儿童文明礼仪教育，必须从儿童年龄特点入手，合理建构

适合儿童行为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利用环境的微妙影响加深儿童内

在理解，促进其形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1.突显教育 

我班活动室的墙壁装饰会根据主题的变化而定期更改——春

天“花儿的世界”主题环境，提醒孩子从身边开始，爱护环境，保

护大自然。秋天“让我们一起捡落叶”亲子主题绘画，带领孩子们

走进大自然，捡落叶，制作叶子粘贴画，并在主题活动中渗透垃圾

分类的教育理念，孩子们努力成为保护环境的守护者。 

从“入园、离园礼貌小明星”、“礼貌待人、帮助同伴小明星”、

“进餐有序、文明干净小明星”、“讲究卫生、爱护班级公物小明星”、

“遵守秩序、做事有序小明星”、这五方面入手，创建生动有趣的

课堂环境，全面展示儿童的文明行为，使他们能够在各种教育活动

中感知行为并内化品质。 

2.内容趣味 

儿童的思维较具体形象，容易受外界影响和控制。礼仪主题环

境的创设必须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引起儿童的兴趣并与之产生有

效的互动。经过讨论和统一规划，各教研组在校园内布置了文明礼

仪宣传窗口，在醒目的位置张贴了适合儿童阅读的卡通标语，并充

分利用醒目的礼仪儿歌，走廊上的礼仪故事，和绿草地里温馨可爱

的提示语，让环境说话，内化与心，使孩子和家长可以自觉接受文

明礼仪环境的熏陶。 

（二）塑造师德形象，发挥榜样作用 

1.规范教师文明礼仪行为 

幼儿园教师是儿童的启蒙教师，在培养儿童良好的文明习惯和

行为方面起着示范作用。在开展儿童礼仪教育活动中，幼儿园组织

教师认真学习，规范自身文明礼仪行为，从礼仪的内涵，礼仪的重

要性，个人礼仪（装扮和化妆），课堂礼仪和与父母互动时应注意

的礼仪渗透教育。 

2.注重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儿童的模仿天性非常强。教师的言行可以辐射到儿童的认知世

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儿童道德的形成。因此，教师必须注重细节，

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惯性。教师是孩子们的一面镜子，举手投足会

照亮他们的心。 

（三）定期开展活动进行随机教育 

1.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礼仪教育 

教师要做有心人，善于抓住机会，从细节上进行随机教育。将

养成、节约、感恩等礼仪教育渗透到区域、角色游戏及日常生活的

各个方面。如入园时要求幼儿穿着干净整洁，入园前与父母道别，

进班主动向老师和同伴打招呼，“老师早晨好”“××早上好”、离

园时鞠躬：“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育，老师再见！”，进餐时文明用餐，

要求幼儿保持桌面整洁干净，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用餐前说：“谢

谢食堂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请长辈先吃”，餐后自觉收拾餐具，

饭后养成擦嘴漱口的好习惯。用完餐说：“我吃好了，你们请慢用”；

盥洗时“文明入厕、节约用水、”行为的培养；上下楼梯“有序排

队，你不推我不挤”；户外活动时“不随地大小便；不采摘花草”，

小伙伴摔倒或遇到困难时及时相助等。由于各类礼仪教育已融入环

境中，营造了积极健康的花园文化氛围，儿童受益匪浅。 

细节彰显文明，礼仪注重实践。在丰富的一日活动中，幼儿不

仅不受集体设定规则的限制，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更加自主和自由。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孩子们的文明礼仪规则得到了明显加强，很

多良好的行为带到幼儿园以外的生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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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主题活动，培养幼儿礼仪和文明意识 

我园各班级开设了《幼儿礼仪常规教育》课程，该课程分为五

个主题：基本礼仪，幼儿园礼仪，家庭礼仪，公共礼仪和节日礼仪。

每个主题根据内容的不同设有“看一看、说一说、做一做、家庭渗

透、温馨提示”五个版块。将这些礼仪行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逐

步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班中开展了“文明礼仪小明星”活动，师

幼、幼幼互评，每周评选一次 “文明礼仪小明星”。获得礼仪明星

的幼儿胸前佩戴“大笑脸”集体合影，获得心理满足，从而更乐于

做这些工作，幼儿潜能也更容易发挥出来。 

此外，我班针对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

“睡前宝宝讲礼仪故事”、“小鬼当家—我是值日生”、“做个爱劳动

的孩子”等系列礼仪活动，让幼儿通过当小老师为同伴讲礼仪故事，

当值日生为同伴服务、当小主人为班级服务，培养幼儿关心集体、

帮助同伴及组织管理能力。 

3.在区域、角色游戏活动中体验文明行为 

班级教师创设了符合幼儿年龄特征的区域和角色游戏环境，并

且贯穿了文明礼仪教育。在角色游戏中把“懂礼貌、乐表达”作为

礼仪实施的重点，在每次游戏之前，教师会和孩子们一起回顾上次

游戏的细节，并组织讨论“您想与他人合作并分配角色时该怎么

说？”“餐厅服务员怎样有礼貌的招待顾客?”“理发店搞促销活动怎

么让顾客知道?”等，能运用礼貌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征求同

伴的意见，寻求合作。 

大班“亚克西烧烤店”，老师与孩子们一起游戏，引导孩子们

学习礼貌地招待客人并成为文明服务员；中班“娃娃家”，引导孩

子们学会在家中尊重和照顾长者，并尽其所能。小班“咪咪玩具店”，

培养幼儿不争抢玩具，有序放置和整理玩具。 

（四）家园教育合力，共建文明行为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

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并积极支

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在开展文明礼仪常规教育活动时，

要注重引导家庭教育与班级建设，保持教育的一致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文明礼仪教育仅靠幼儿园实施是远

远不够的，幼儿园教育要与家庭教育保持一致性、连贯性，共同为

孩子们搭建健康家园，在“家长座谈会”上，首先组织家长学习如

何在家庭教育中为孩子提供文明礼仪的生活环境，其次是家长之间

交流体会，介绍经验，反思不足，最后是班级与家长达成共识，有

的放矢的为幼儿找准当下需要改进的教育计划及下一步的培养目

标。  

1.召开家长会、达成教育共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家庭是孩子最早进行礼仪教育的

地方。父母对子女的言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避免“一个宝宝在

家在园两个样”现象，我班通过《家园礼仪教育》讲座——向家长

宣杨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带动家长积极学习文明礼仪知识，注重

言传身教；在个别访谈和日常交流中，自觉加强与父母沟通，使父

母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明确，促进文明礼仪活动有效地渗透到

家庭中来。 

2.利用节日实践、渗透礼仪教育 

我班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对孩子进行文明礼仪教育，在心中种下

感恩的种子，家园合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如：每逢“国庆节、

重阳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时，班中适时开展“我为祖国妈妈献

支歌、画幅画”“我为爷爷奶奶捶背洗脚”主题活动，温馨提示父

母和孩子文明出行，尊重老人，在走亲访友时，争做文明小使者。 

3.发放《我是礼仪好宝宝》记录表，见证孩子成长 

我班每周一离园时发《我是礼仪好宝宝》记录表，下周一老师

对上交记录表统计，针对各项细节每周进行反馈总结。每周一评出

上周礼仪小明星。通过这样一个日积月累的方法培养孩子懂礼貌、

负责任等好习惯。 

幼儿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项长

期、持续的工作。我班的“礼仪小明星”活动正是基于这个目的而

贯穿于孩子的一日生活，通过活动学习基本的社交礼仪，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心理学家约翰・ 戈特曼的研究结果显示，那些会以

恰当的方式与人交往和有良好礼仪习惯的孩子，其身心更加健康，

而且更会关心他人，更富有同情心，朋友更多，学习成绩也更好[1]。 

经过一年的实践尝试，深深感受到幼儿的文明礼仪素养渐渐提

高，孩子们变得懂事、大方、有礼貌了。早晨来园时与家长有礼貌

的再见，在门口看到不是自己班的老师也能热情打招呼声，许多家

长也时常写来表扬信反映孩子胆子变大了、自信心增强、更加懂礼

貌了，家里有客人来能主动打招呼并热情招待！孩子们的沟通能力、

语言能力、礼貌行为等在自身基础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

高。相信我们携手同努力，塑造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启迪孩子幼

小的心灵，孩子们的礼仪教育一定会留下烙印卓见成效的！ 

参考文献 

[1]张慧英.幼儿园礼仪教育的实施途径 [J].学前教育研究，

2010，10（10）：6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