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69 

“研”劳动，“趣”服务 
——记在劳动活动中中培养幼儿服务意识的策略 

钱佳晖 

（张家港市北庄幼儿园  215611） 

摘要：陈鹤琴强调“活教育”的观点，本质即“需引导儿童了解应该帮助他人，明白为他人服务，培养服务精神。”他讲到：

“当教育者培样的儿童，掌握相关知识以及技能，却不懂得服务，不会去帮助他人，则该教育方法称之为无效教育方法。本文深入

阐述了培养幼儿的服务意识契合终身教育的理念同时在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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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陈鹤琴强调“活教育”的观点，本质即“需引导儿童了解应该

帮助他人，明白为他人服务，培养服务精神。”他讲到：“当教育

者培样的儿童，掌握相关知识以及技能，却不懂得服务，不会去帮

助他人，则该教育方法称之为无效教育方法。形成服务意识的幼儿，

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中才可能使服务变成习以为常的举动，在以后的

社会生活中向国家、向大众献出自己的贡献。因而，引导树立幼儿

的服务意识是培养美好品德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但目前，

教育者在引导树立服务意识的过程中还有着若干问题： 

（一）独生子女被长辈溺爱，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不具备自

我服务意识 

现阶段幼儿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良好的条件以及家中的溺爱使

其形成光考虑自己、不顾及他人的性格。家长的过度纵容以及包办

代替隐藏了幼儿在平常生活、学习娱乐以及困境中锻炼意志的机

会，使得幼儿不具备自我服务意识、依赖感性强、缺乏独立性、自

理能力不强。 

（二）幼儿园、家庭、社会缺乏给幼儿创造他人服务的环境与

机会 

为他人服务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求家长在日

常生活中引导以及对幼儿开展持续的锻炼。然而鉴于社会背景以及

父母的影响，幼儿园授课时服务他人教育的部分匮乏，教育者自身

也不具备相关意识，因而，给幼儿锻炼的机会也少之又少。 

（三）“学雷锋”热潮褪去，幼儿接触、了解的机会变少，为

他人服务的品德渐渐被遗忘 

伴随“学雷锋”热潮的不在，对现阶段大部分孩子而言，“雷

锋”的名字大多数都并不了解。甚至部分孩子压根不清楚雷锋是什

么人。雷锋帮助他人、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也渐渐被大众忘却。

在日常的教育中，大部分家长较为关注孩子才艺技能方面的培养，

轻视了幼儿人格道德的培养。 

考虑到以上因素，本文将结合课堂主题教学、社区以及家长资

源等各方协同联动的形式，把大班幼儿服务意识的培养从单纯的幼

儿园教师教育扩大至家庭，乃至全社会，全方位大面积宣传雷锋精

神，从幼儿生活的日常中细小之处开始，从小树立幼儿健康的服务

意识，让雷锋精神促使他们不断进步，同时全方位提升素养。 

二、幼儿期是道德品格、行为习惯以及性格逐渐形成的关

键时期 

从小树立幼儿的服务意识对幼儿自身、家庭以及社会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最近一段时期来，利用幼儿园自身特点，通过实践活动

为载体，主动开展幼儿服务意识培养的摸索以及实践。 

（一）树立幼儿服务意识的重要性 

树立幼儿的服务意识是幼儿发展的内在趋势。幼儿期是情绪的

产生、波动的时期，该时期幼儿开始建立自身形象，意识到自我价

值的核心时期。该时期的幼儿渴望获得教师以及其他同龄人的接

纳，想要获得欣赏，，利用自我服务，帮助他人，能够收获一定的

认可及接纳。 

（二）培养幼儿的服务意识符合终身教育的需要 

《幼儿教育指导纲要》中强调“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核心

构成，是国内校园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的基石阶段。城镇相关幼儿园

均需要从实际入手，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素质教育，给幼儿一生的发

展奠定好基石。”国内知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 1940 年提

出了“活教育”观点，强调“活教育”的本质即“必须引导幼儿清

楚如何帮助他人，明白为他人服务，有服务精神。”他讲到：“一

旦教育者培育的儿童，掌握相关知识及技能，却不了解服务，不清

楚怎样去帮助人，则该教育则是毫无意义的。”服务意识是为人处

世的基本要求，当乐意帮助别人、奉献自己，才可以获得社会的认

可及接纳，进而有存在的意义，该意义完全超越知识、技能以及技

巧的所有组合。 

在当今时代，不同各业均需要有服务精神的人。有着服务意识

的幼童，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会把服务转换成为习惯，进而具备更

开朗活泼的性格，自信同时有同理心，乐观积极，在将来的社会中，

为社会做贡献，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因而，树立幼儿的服务意识

是培养良好道德品格的基石，是社会进步所要求的。 

三、在劳动活动中中培养幼儿服务意识的策略 

（一）幼儿园缺乏重视 

结合现阶段的幼儿教育而言，鉴于以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以

及应试教育的作用，在现实生活里，教师重视幼儿的智力发展的开

发，较多地强调知识以及技能的掌握和生活方面的照顾，认真周到

的提供幼儿看护服务，迎合家长对幼儿知识掌握的要求。然而教师

不太好关注幼儿能做哪些可以看到哪些。 

（二）家长认识存在误区 

伴随现阶段社会的持续发展，关注智力教育忽视品德教育、关

注智力教育忽视情感教育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大部分家长眼中，幼

儿语言发展是及其需要关注的，掌握知识是及其需要关注的，提升

幼儿智力是及其需要关注的，然而幼儿的自理能力以及生活习惯，

例如良好的学习质量等等，觉得幼儿还小，长大就好了的观念深深

印刻在父母脑海里，因而，现阶段的家庭中，在家里幼儿都是公主、

王子，父母长辈们做的相关事情，正有意、无意地剔除了幼儿的实

践机会，因而束缚了幼儿发展服务的意识，使得幼儿形成依赖的个

性，导致幼儿在各方面的成长中，没有生活能力体验，没有实践能

力，无法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幼儿经常表现的较为自私，因而，



理论探讨 

 170 

接受新颖观点，并引导教师，家中关注智力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

清楚服务意识在幼儿成长阶段的关键作用，引导树立幼儿的主动服

务意识，锻炼幼儿的服务能力迫在眉睫。 

四、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幼儿服务意识的策略 

体验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指利用实践来辨识周围的事物。体

验重视的是自身的实际经历，关注的是对事物的直接感知、融入活

动以及经验的积累，因为仅仅亲身体验后，才可以具备相应的经验。

幼儿园体验教育是帮助幼儿自身看、听、闻、问、做后所具备的社

会认知、社会情感、行为习惯的经历，是幼儿学习成长最高效的办

法之一。在树立幼儿服务意识的教育活动中，将体验活动视作载体，

尽可能的发挥幼儿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引导幼儿收获充实的、积极

的自我体验；帮助幼儿利用实践来认知、感悟四周事物同自身生活

的联系，帮助幼儿在体验的基础上来建立知识体系、通过自身实践

来积累经验，给幼儿的不断进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在参访活动中感受 

社会是大平台，是大讲堂，为大众创建了较为宽广的领域。陶

行知先生提到：“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因而，帮助幼

儿走出幼儿园，进入不同领域，进入社会，利用参观、开展服务性

劳动的实践活动，教育幼儿观察不同行业为大众提供的服务，体会

服务的作用，进而获得充实的感性认识。比如：教育者通过社区资

源来拓宽教育途径，同幼儿一起前往南宁火车站，了解售票厅、候

车室，领悟售票员、安检员、列车员温暖细致的服务；在节假日时

前往车站慰问放假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叔叔阿姨，明白工

作人员服务他人、奉献自己的精神；参观南宁车辆段，看看铁路检

修工作者的不容易以及仔细、认真的服务作风。幼儿在体会和领悟

有着利他精神、热情温暖的铁路服务文化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社会

各个方面离不开服务，服务是为帮助大众而开展的，此外，对别人

提供的服务，也能够产生感恩的情愫。 

（二）在一日生活中渗透 

教育渗透在幼儿园日常中的不同环节。因而需要把幼儿的学

习、发展同日常生活联结起来，把服务意识的树立渗透进幼儿生活

的方方面面。比如：让幼儿成为“值日生”，活动过程中包含为植

物浇水，帮助老师擦椅子，吃饭时分发碗、筷，擦拭桌子等，幼儿

得到了任命，因而服务的态度积极；起床活动时，老师鼓励幼儿互

相帮忙，引导幼儿互相帮忙系鞋带、整理床铺等，幼儿在互相帮助

中领悟到小伙伴的关心及热情；园内活动结束时引导幼儿整理图

书、玩具，户外体育课时整理玩器具等，适当的引导幼儿为班集体

做能做的事，并不断强调他们的举动为大家带去的便利，进而，帮

助幼儿真实领悟会到为他人服务的满足感。 

（三）在主题活动中实践 

教育者在持续的摸索及实践中，将幼儿自身经验同现实进行融

合，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进而变成提升教育质量的途径。如

大班开展“我是小大人”活动，幼儿到小班一对一地为小班幼儿进

行服务，为比自己更小的幼儿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感受帮助他人的愉

悦感；中班主题“为妈妈洗脚脚”，以三八节为活动内容开展开，

利用助这一主题的开展，幼儿懂得了怎样向他人表达自己的爱；大

班主题“爷爷奶奶的节日”，以重阳节内容展开，幼儿做礼物、递

茶水、洗水果给爷爷奶奶，感受到了关心祖辈的满足感；“包饺子”

活动，家中教授学习包饺子、煮饺子，幼儿一起分享，孩子们体会

到了分享的快乐。同时，也开展部分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

对幼儿而言是新鲜的事情，也是实践能力的锻炼。如带幼儿到周围

的敬老院为长者表演节目，打扫房屋卫生，幼儿感受到提供的服务

能让他人感到温暖及愉快。在世界环境日，同幼儿一起进入社区宣

传环保，教育幼儿做环保的孩子，捡起垃圾，让四周的环境更加干

净，提升了幼儿的责任感。组织“幼儿园是我家”劳动实践活动，

让家长带着孩子共同加入幼儿园环境建设活动中，如制作吊饰、体

育活动器械、美化轮胎等，当孩子们为幼儿园环境的美化开心时，

幼儿也有了难忘的相关感受。 

（四）在快乐游戏中升华 

游戏是幼儿较为喜欢的活动形式，教育者重视给幼儿创造游戏

情境，引导幼儿在模仿中重现实际的过程，同时在该过程中成长、

进步。幼儿园设了了“南宁小站”、“美味小餐车”、“兰兰花店”、

“快乐照相屋”、“靓丽发廊”、“小超市”等幼儿游戏的场所，

“开心小餐车”中服务员、大厨为乘客服务；“快乐照相屋”中照

相师、灯光师的角色的设置，同时让幼儿通过角色的建立以及扮演，

引导幼儿在游戏中领悟帮助别人的技能，为客人服务。老师在开展

活动时，尽可能地引导幼儿，对服务的质量给出一定的要求如：为

别人服务时要礼貌热情，服务尽量地认真细致，使顾客感到满意等。

当幼儿轮流站队买票、过安检、等车、进站，坐上干净整洁、温馨

如家的列车担任者乘客角色享受旅途的舒适时；当幼儿挑选个人喜

欢的角色承担工作者职务员为客人一一服务时，不管是客人还是服

务者都非常激动，忙得团团转，大家都在体验着成功及开心。 

五、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幼儿服务意识明显增强 

利用幼儿园不同形式的实践教育活动，幼儿具备了自理能力，

激发了幼儿对周围人、事物的关心，领悟到爱的情感，帮组养成了

帮助他人的习惯，愿意为集体、为别人、为社会服务。幼儿变得更

加乐观，个性更加开朗活泼，更加积极向上，有着同理心、感恩之

情、关心周围的人、乐于同别人分享，身心获得了综合发展。 

（二）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发生了转变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精神指导下的体验教育活动，引导老师树立起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

念，把游戏视作基本活动的教育理念，一日生活即课程的教育理念，

幼儿园培养了一批“南宁市教学骨干”，西乡塘区“Ｃ类人才”等

骨干力量。 

（三）家长观念和行为发生转变 

实现了幼儿父母从初期的无法理解，怕麻烦到最后的主动配

合、融入的转变过程。家长对幼儿的成长教育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其教育理念及行为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 

结束语： 

结合上述观点，高质量的实践活动，可以促进幼儿的自我服务

能力形成，帮助幼儿较快的高素质成长，特别是在幼儿的肢体协调

力以及自理能力等方面，同时也可以帮助树立幼儿优良的品质特

性，帮助幼儿全面的成长。因而，老师及家长务必要协同联动，有

方向、有目标的对幼儿展开教育，进而帮助幼儿逐步提升的自我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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