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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全方位加强幼儿园教学管理 
王璇 

（张家口市崇礼区第二幼儿园  076350） 

摘要：幼儿园发展历程并不久远，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成立于 1816 年，而幼儿园最早的概念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性格形成。维新

运动时，我国首次提出幼儿园相关的理念，并在第一所幼儿园建成后，迅速普及到各个家庭。这就说明，早在一百多年前，社会就

开始注重幼儿园教育，幼儿园教育的受众都还处于心智不全的发展阶段，也是幼儿离开家庭这个温馨的小环境，走向集体生活和社

会实践的第一步。近年来，随着教育方针的不断改革创新，幼儿园也需要在管理和教学方面有所创新，为 3-6 岁儿童的身心发展创

造一个全面优良的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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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著名的需求理论来看，只有满足了幼儿基本的安全需求和生

理需求，才能进一步实现其性格的培养与引导工作。目前，大部分

幼儿在初次接触幼儿园时，会出现害怕、哭闹、反抗等没有安全感

的表现，如果这种现象和心理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幼儿在

幼儿园的整个学习阶段。对此，幼儿教育者必须加强幼儿园的管理

工作，在幼儿园相关条例的约束下，通过改善幼儿园环境、拉近幼

儿园与家庭的距离、积极引导幼儿的心理发展方向等方面，给幼儿

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从多元化的角度完善幼儿园的教学管

理工作。 

一、安全视角的幼儿园管理 

（一）幼儿日常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幼儿本身对危险没有明确的认知，因此，幼儿在玩耍与学习时，

容易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例如，幼儿在饮食过程中，若使用饮水

机不当，则容易造成烫伤，若幼儿在进食过程中出现嬉戏打闹的情

况，则容易出现食具戳伤和噎食的情况；为了加强幼儿安全管理工

作，许多幼儿班级可能会准备消毒液、碘伏等常用药品，若存放不

当，容易被幼儿误食；幼儿活动中会使用刀具类尖锐的器材，教师

无法全面关注每一位幼儿，若幼儿错误使用器材，则容易造成切割

伤；电源插座是幼儿班级必备的设备，是为幼儿活动提供电能的重

要设备，其设置的位置不能过低，或者设置在较为隐蔽的地方，不

能让幼儿私自接触电插座，以免对幼儿造成触电伤害；幼儿在游戏

中，喜欢嬉笑打闹与追逐，若幼儿园区环境中的建筑物的边角没有

进行防护，幼儿则容易出现磕伤，是较为常见的安全隐患之一；除

了这些看得见的安全隐患，幼儿的日常活动中还存在许多看不见的

安全隐患[1]。例如，幼儿午睡时，教师若疏于看管，会出现跌落或

窒息的意外；教师和幼儿的配饰，教师的指甲都可能对幼儿造成伤

害。门卫看管不当时，容易造成幼儿走丢的隐患。若教师对幼儿的

家长不够熟悉，也没有检查家长的证件，则容易造成幼儿被陌生人

接走，对幼儿、幼儿家长及幼儿园都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由于

幼儿年龄的问题，潜在的危险因素较多，需要加强安全教育管理。 

（二）幼儿园环境：创设舒适安全的幼儿教育环境 

幼儿园理念萌发阶段，将大自然作为幼儿的教育天然场所，以

大自然的万物作为学习内容，通过动手实践和游戏玩乐的方式，让

幼儿更全面系统的学习社会生存法则。随着适龄儿童的增加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幼儿园必须走向系统化和规模化，在幼儿园的创立条

件中，对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有明确的要求，需要通过氛围的营造保

证幼儿全身心接受幼儿教育，达到创设幼儿园教书育人的终极目

标。氛围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可以从情感层面去进行营造，也可

以通过创设和谐的环境达到氛围的铺设。 

因此，加强幼儿园教学管理的首要条件是创设和营造良好舒适

的教育环境[1]。首先，幼儿园的整体环境需要以绿色和童真为主，

在操场区域配置滑滑梯等幼儿玩乐设施，便于教师开展户外的幼儿

教育活动。当然，为了保证幼儿的安全，教学场所依旧以教室为主，

因此，幼儿园也要十分注重教室的环境创设工作，不能使用有害的

装修材料，将桌椅的边角进行防护，杜绝教室安全隐患，同时要保

证教室温度适宜，以免因季节的变化引起幼儿的身体不适，影响教

学效果。其次，还需要加强教师的沟通技巧和教育方式，让教师与

幼儿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建立完善和谐的情感联系，便于消除幼儿

刚入学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幼儿园教学方式主要以游戏为主，在进

行“小蚂蚁钻洞”的教学活动时，通过设置安全的教学用具，让幼

儿保持身心的放松与愉悦，从而配合教师完成活动。通过活动的参

与，了解蚂蚁的特点和蚂蚁的生活习惯，增加幼儿的生活常识。 

（三）家园联动，形成闭环式安全教育 

幼儿在上学阶段接触的场所不仅仅有幼儿园，还有家庭与社会

环境，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环境。在开展幼儿安全教育活动时，就需

要考虑到这一问题，加强与家长及社会组织的联系，形成双向的信

息反馈制度，融合各方力量。园区在组织家长会议时，也要加强园

区安全管理工作的宣传，让家长认识到安全教育的重要性。通过问

卷调查的形式，调查家长对安全常识的认知程度，并且了解幼儿在

家庭环境中是否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开设“家园安全沟通”

的桥梁板块，按时更新安全教育有关专栏，家长与园区双向交流，

反馈幼儿的情况，若有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则需要家园共同努力，

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工作；通过安全亲子活动，家长与幼儿在活动

中不仅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还能对安全知识与更深入的理解。

在活动中，园区需要把控好游戏环节的节奏，避免游戏过程中出现

安全事故，违背设置活动的初心；加强家园联系的目的，不仅仅是

让家长在家庭环境中做好安全预防措施，最重要的是提高家长的安

全意识。部分家长忙于工作，无法顾忌到幼儿的日常工作，对幼儿

的成长环境关心不多，导致园区所开展的安全教育不够统一与和

谐。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家长个人的安全意识，积极主

动的参与到排除家庭危险因素的工作中，将幼儿园区的安全教育体

系形成完成的闭环，全面整合安全教育资源，为幼儿的成长营造一

个健康、安全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二、园区生活：幼儿活动时间与休息时间合理化 

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前，在家庭的生活习惯是零散无章的，学习

的对象主要是父母，而大部分父母没有专业教师的教学方式，通常

会出现错误的示范和引导。因此，幼儿在进入幼儿园初期还需要较

长的缓冲期，以便于更好的接受系统的教育。为了纠正幼儿在学习

和生活上的一些缺点，实现幼儿园的高效管理，幼儿园需要对幼儿

在园区的日常活动进行合理的规划，让幼儿在多次熏陶和纠正下，

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首先，在进行日常活动的规划时，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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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园区的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在场地允许的情况下，在早晨、课

间可以给幼儿适当的安排一些体操练习，让幼儿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神[2]。宽阔的园区还能辅助教师完成更多

的教学活动，例如，在进行“光和影的游戏”活动时，可以通过户

外的场地，让幼儿和自然环境中的影子做游戏，不仅仅是局限在教

室的光影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通过自然光照形成的影子，给幼儿

灌输更加专业和系统的知识。 

其次，幼儿是幼儿教育的主要角色，其心智、体力等方面的发

展是影响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进行每日课程安

排时，需要结合幼儿的身体发展情况来定。幼儿园是幼儿接触群体

生活的第一站，刚进小班的孩子，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和小伙

伴们畅通交流，走出家庭生活的“舒适圈”，步入集体生活的学习

环境。为了更好的管理小班幼儿的日常学习生活，教师需要保证幼

儿的睡眠充足，适当的安排午休时间[3]，只有满足幼儿的睡眠需要，

才能让幼儿保持轻松的心情，不至于出现不适应集体生活的现象。

季节也是影响幼儿园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夏季的气温偏高，长时

间的室外活动会给幼儿的身体造成压力，但也不能因为温度的原

因，完全取消户外活动，因此，教师可以将户外活动安排在上午进

行，能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三、师资力量：不断强化幼教的专业技能，提高幼儿园的

教育水平 

幼教是幼儿园管理是否完善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作为家长和园

区的连接者，作为幼儿的主要指导者，不仅需要基本的耐心、责任

心，还需要更加专业系统的知识体系。幼儿园不仅是依靠游戏来进

行教学活动，教师需要及时关注幼儿的心理发展状况，利用专业的

教育技术和沟通技巧，提高幼儿对知识的接受度。幼儿的大脑还处

于发展阶段，没有形成有效的自我控制能力，部分孩子由于性格原

因，在未感受到教师关注和关心时，容易产生排斥集体的孤独心理，

从而消极面对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因此，园区管理者需要定期组织

教师研讨会，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安排教师定期进行学情分析、

幼儿心理分析等工作，与幼儿家长保持粘度，从而掌握幼儿在家庭

的学习生活情况，便于更全面的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从根源上强

化幼儿园教学管理工作[4]。 

四、教学方式：构建“游戏化”学校日常生活 

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会课本的知

识点，学校的教育是“规范”和“强制”的，大部分学生在刚接触

学校生活时会出现严重的抵触情绪，不仅因为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

变化，生活方式也变得愈加统一的无趣。幼儿园学生在学校体会不

到趣味和轻松的生活，也会对学习产生排斥心理，这十分不利于学

生启蒙教育阶段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于此，针对幼儿园学生的

心理特征，教师需要将学校的生活“游戏化”，在轻松的教学环境

中，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例如，

学生入园这个时段，是学生和熟悉的人群环境说再见的时候，往往

会出现情绪激动，抗拒学校等行为，对此，教师可设置“躲猫猫”

的游戏环节，让家长“躲起来”，再引导学生通过其他游戏，获得

找到家长的线索，不仅能缓解学生与家长分离的焦虑，还能增加学

生在学校的积极性。 

幼儿园学生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还没有形成“他人意识”和

“角色意识”，不能准确的区别自我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也不能及

时融入学生的角色。对此，教师可在学生用餐时，建立“购买制度”，

让学生主动制作能“购买”食物的手工品，或者协助教师做好教师

卫生等带有工作性质的服务，获得兑换食物的奖励，这样的方式不

仅能增加学生对角色的认知，对外界其他事物的认知，还能让学生

接触到“等价交换”的社会规则，并且培养学生的自主动手和学习

能力。当然，学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在用餐、上厕所、午休、

洗手等各种环节，都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

生活习惯，这些环节的“游戏化”也至关重要，毕竟成年人的思维

和表达方式不是 3-6 岁儿童能准确探知的领域。对此，教师可以编

写有趣简单的洗手歌，结合美妙的旋律和简单的动作，将正确洗手

的步骤有效的传播给学生。当幼儿进入学龄儿童阶段，大部分的时

间是在幼儿园度过的，教师要把控好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利

用有引导性的音乐，刺激学生的潜意识，培养学生的惯性思维，从

而能让学生在有趣的学校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五、幼儿园教学区域的生活化管理 

在传统的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学环境主要以教室为主，幼儿只

有在课堂保持端正的坐姿、进行清晰的口语表达，才能获得家长和

教师的认可与表扬[2]。这样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方式不利于幼儿进入

高年级的学习，也不利于培养幼儿的核心素养和社会能力。在过度

规范化的教学模式下，幼儿园儿童会逐渐丢失自主思考能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这并不符合幼儿教育指导纲要的基本要求，也无法将生

活与教育有机结合。对此，教师要合理规划游戏区域与教学区域，

给幼儿提供更多户外游戏的机会。互联网时代不仅推动了社会的高

速发展，还牵引了新世纪儿童的学习方向。通过对 3-6 岁儿童在家

使用电子设备情况的调查发现，有部分幼儿已经沉迷于电子游戏和

网络视频，在快消费时代下，各种信息充斥着幼儿的大脑，不仅不

利于幼儿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幼儿的心理健康。因此，幼儿园在

幼儿区域规划中，将游戏区域生活化，让幼儿进行一些攀岩、老鹰

抓小鸡等提高幼儿身体技能的运动类游戏。除此之外，幼儿园还可

设立涵盖医院、交通、餐饮等社会机构的游戏场景，在与生活相关

的游戏中，提高幼儿的凝聚力，进一步培养幼儿的角色意识，了解

社会规则。 

在幼儿园的游戏区域，幼儿是可以改变环境的主人，因此，环

境的变化与有机利用，都与幼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设置区域游戏

活动时，需要从幼儿的需求出发，并引导幼儿参与到游戏环境的创

设中，与幼儿一同制定游戏规则，规划游戏各个区域的标志。突出

不同年龄层次幼儿的需求差异，从而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例如，要强化小班幼儿的精细动作，可以在游戏区域设置不同形状

与不同色彩的纸盒动物，并且以动物的习性为基础，准备不同的食

物，让幼儿在投喂过程中，不断强化生活意识，提高精细动作。 

六、结束语 

近年来，幼儿园的管理工作不仅受到国家部门强有力的监管，

也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共同监督。互联网的发展，让幼儿园在教育管

理中的疏漏无所遁形，基于舆论和社会压力，幼儿园需要从日常教

学活动，园区教学环境，幼教专业技能等多方面多角度加以强化，

完善幼儿园教学管理工作，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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