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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前教育中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王滢舒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 

【摘  要】习惯是一个人下意识的行为，是不假思索、无意识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稳定的行为。幼儿良好行为习惯指

的是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幼儿在主体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方式。要想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

需要长期对幼儿的健康人格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幼儿还处于人生的刚刚起步阶段，可塑造的空间非常

大，同时幼儿正处于形成较好自控能力的初始阶段，这个时期是养成习惯的关键期，也是沾染不良习惯的

危险期，一旦错过这个关键期，一些养成的不良习惯会较难改变，甚至习惯成自然变成根深蒂固。因此，

学前教育对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就是通过教育研究与教育行为来培养幼儿内部素质的发展，保障

幼儿能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不断从幼儿的外部行为习惯上促进幼儿良好习惯的养成，塑造其良好的品

格，力求幼儿富有个性地发展。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学前教育的教师及相关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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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很多家庭都在致力于培养孩子的智力开发和

兴趣技能，却忽略了中小幼儿习惯的养成，就目前大多数
家庭来说，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幼儿受宠的程度直线飙升，
导致幼儿出现很多不良习惯，诸如挑食、偏食、睡懒觉、
任性、乱发脾气、懒惰等等各种不良行为的形成，这些不
良习惯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那么会一直陪伴幼儿直到
长大，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还小，长大了再培养不迟，
或认为今后顺其自然就会改正，恰恰却忽视了良好习惯养
成的关键期就是幼儿时期，因此，一个人的良好习惯一定
要从小抓起，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才能培养良好的行为
习惯。 

1  学前教育中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现象探究与分
析 

解其事，必先知其理，追本溯源，首先需要清晰幼儿
的种种不良表现行为，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去了解所
需要面临的问题，下面就对目前国内幼儿普遍存在的一些
行为习惯的现象作以简要分析。 

1.1  睡觉不规律 
很多幼儿睡觉普遍没有什么规律性，晨起睡懒觉，

晚上不按时睡觉等等，这对于家长来说是一大难题，很
多家长会随着孩子的性子来，孩子想几点睡就几点睡，
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没有养成幼儿科学睡觉的习惯。
针对这一现象，首先家长应该明确自家孩子需要多长时
间的睡眠，根据睡眠时间制定合理的作息时间，到点督
促孩子进行休息，按时起床。根据相关数据，一般半岁
以前的婴儿对于睡眠的时间是 15~20 小时，一岁的婴儿
需要睡眠时间是 15~16 小时，2~3 岁之间的婴儿需要睡
眠时间 12~14 小时，4~6 岁的幼儿需要睡眠的时间为
11~12 小时，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需要睡眠的时间是 9~10
小时。家长要根据自家孩子的年龄段制定合理的作息时
间，养成幼儿定时定点睡觉的习惯，一般对于幼儿来说，
晚上十点之前必须睡觉，保证幼儿体内生长激素分泌最
旺盛的 10~12 点，幼儿已经进入睡眠，这样才能保障幼
儿的健康发育。 

1.2  不注重清洁洗漱 
幼儿时期对于刷牙洗脸没有什么概念性的认知，只会

认为刷牙洗脸是模仿大人，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幼儿一般
在 4 岁前后对于洗脸并洗干净脸有所认知，洗澡一般是在
6 岁前后。因此，幼儿刚开始的模仿阶段，对于刷牙洗脸
充满探知欲时，家长做好及时地引导，帮助幼儿建立定时
洗漱的好习惯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具备一
定的耐心，切不可对幼儿进行逼迫，避免幼儿产生对洗脸、
刷牙的抵触，慢慢地就会形成不爱清洁洗漱的不良习惯[1]。 

1.3  不喜欢上幼儿园 
在幼儿园，经常能看到孩子们嚎啕大哭的景象，由于

离开了以往的舒适圈，进入了需要有规则、有纪律、不能
为所欲为的幼儿园，很多幼儿对于上幼儿园是抵触的。在
幼儿园需要听从教师安排，不能独占玩具、要按时睡觉、
按时吃饭、饭前洗手、排队上厕所等等，以往的生活习惯
完全被打乱，很多幼儿在心理上会出现抵触情绪。这时，
家长要做好家庭教育，利用幼儿园的这种规律性生活来对
幼儿家庭生活习惯进行纠正，不能看到孩子哭闹，反而觉
得受委屈，更加宠溺。如果不注重改变，一些依赖性强的
幼儿就很难适应幼儿园的生活，这对孩子的培养具有一定
的抑制性。 

1.4  挑食偏食 
很多幼儿会有挑食偏食的习惯，只会吃喜欢或者习惯

的某几种食物，这对于幼儿的健康发育极为不利，不能做
到膳食平衡，营养的摄入，有些幼儿会有厌食的行为，每
次吃饭吃得特别少，这种情况长期以往会造成幼儿体重的
减轻、面黄肌瘦、皮肤无光泽，更有甚者会出现贫血、低
血糖、脉搏缓慢、营养不良的情况[2]。有些幼儿在家庭吃
饭时，大多都是边吃边玩，养成了不集中注意力吃饭的坏
习惯。而有些家庭对于幼儿的吃饭是非常关注的，追赶着
喂食、哄着吃饭，这样很容易让幼儿将进食当成威胁家长
的手段，利用不好好吃饭来博取关注，慢慢地就形成了家
长越急，孩子越不好好吃的现象。 

1.5  乱发脾气 
刚出生的婴儿会有大哭大闹，手脚乱动的行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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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如不及时得到纠正，会导致孩子形成暴躁的性格。大
多数孩子暴躁的脾气是后天形成的，造成这个性格出现的
原因有很多，被家长无限的溺爱、百依百顺、有求必应，
导致一旦不满足孩子的要求就会出现哭闹、乱发脾气的现
象。一般孩子的要求分为两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针对
孩子合理的要求，家长不能一味地拒绝，那么孩子的欲望
一直得不到满足，也会导致孩子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对
家长怀恨在心，对于家庭关系有不利的影响。针对孩子不
合理的要求，不能第一时间拒绝，要进行耐心地解释，让
孩子明白那是不合理要求，不能第一时间拒绝孩子，是让
孩子能够明白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要给予孩
子足够的耐心，听他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足够的沟通才
能保障友好地相处，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不断提高孩子的认
知水平。 

1.6  乱丢乱扔 
有些孩子在家里会将东西扔得满地都是，而这时，大

多都是家长在帮忙收拾，会让孩子有依赖性，反正有人收
拾，会让孩子对乱扔东西更加肆无忌惮。相反，有些孩子
会相对独立一点，对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玩具会收拾得整
整齐齐，不需要家长关注。这些行为，与后天形成的关系
密不可分，因此对于孩子在 2 岁左右出现的捡玩具帮家长
做事这种行为，家长要做好鼓励，满足孩子想证明自己的
欲望，及时地做好引导，这样孩子就能够养成从小就会独
立的习惯，对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2  学前教育中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策略 

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具备学前教育的
理论知识，还需要根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针对以上幼儿
不良行为习惯的内容，来展开分析，制定出相应的拟解决
方案。 

2.1  建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 
现如今，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众多，小孩的一出生

被所有人期望，对待孩子的教育上出现了争执，很多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在孩子的教育上各有偏执，隔
辈亲对于孩子过度的溺爱以及无限纵容，导致家庭教育的
零实施，很多幼儿就成了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含
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的生活。家长对于孩子无限地百依百顺和无原则地包
办、代替，对于孩子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的培养有严重不
利的影响，不及时纠正的话，很容易养成孩子任性、依赖
性强、懒惰、胆怯害怕的心理问题。而有些家庭对于孩子
过于严厉，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也比比皆是，
从小为孩子铺好了道路，对于兴趣班以及各种特长的培养
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通通为孩子安排上，这样不仅不利于
家庭的发展，还让孩子对于知识渴望有所抑制，甚至出现
较为严重的叛逆心理。因此，科学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必要
的，针对每个孩子的个性，家长需要制定合理科学的家庭
教育准则。 

2.2  一切赞美要恰到实处 
很多孩子渴望得到家长或教师的认可，因此对于幼儿

的赞美要适时适当。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性最深的需求
就是渴望别人的赞赏。家长跟教师要清晰地认知到赏识对
于孩子的重要性，在幼儿园内，一些表现好的学生，教师
要进行及时地嘉奖，树立幼儿的自信心，下次遇到同样的
事情，受到夸奖的幼儿依然还会继续，这样能够形成一个
好的循环。对于一些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的幼儿，更是要
做好及时地鼓励，帮助其克服困难，勇敢面对。切记，夸
奖要适时适当，一些容易骄傲自满的幼儿，要适量少一点
鼓励，一些自卑内向的幼儿，要适量多一点鼓励。 

2.3  榜样教育 
幼儿对于规则等很多行为是没有意识的，这时候就需

要教师进行及时地引导，很多幼儿在上课时不能遵规守
纪、爱打闹、注意力不集中，在活动时，存在独占玩具、
争抢玩具、对于教室歪倒的桌子凳子不予理睬等行为。一
般教师口头的说教甚少起到作用，往往教师说与不说两个
样子，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软件播放相关
遵规守纪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通过绘本的干预，让幼儿通
过自己喜爱故事里人物的行为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如《谁是蛀虫的朋友》《我有
友情要出租》等故事。 

2.4  耐心讲解、因势利导 
幼儿的“是非观”并非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在生活与

社会交往中不断积累更新而来，且会通过教师或家长对其
引导才能够逐步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于一些幼儿乱发
脾气、大哭大叫、挑食、厌食等行为，教师可以根据情境
来设定方法用于解决问题。通过荣誉来刺激学生规范行
为，让学生养成规范进食的好习惯。 

2.5  家园共育构建一体化模式 
家庭教育跟幼儿园教育同等重要，在幼儿良好行为

习惯的培养上，家庭和幼儿园都是主力军，幼儿的三分
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家庭，因此，家庭教育对于幼儿的成
长同等重要。幼儿处于成长的阶段，每时每刻都是在不
断变化的，在幼儿园养成的习惯，回到家以后依然也要
进行保持，好的习惯需要长久以往地建立，如果仅仅只
是在幼儿园中保持，那么幼儿很快就会弃置一旁，因此，
幼儿的教育需要家园共育，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确保为
幼儿建立良好的家园双向沟通的教育环境，以此来巩固
良好习惯。 

3  结语 

基于学前教育领域对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研究，不
仅要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还要对关于幼儿的时事具有很
强的敏感度，致力于通过理论知识的实践来不断提升自己
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幼儿是国家的未来，作为一名未
来将步入学前教育领域的教师更应该清晰自己的责任，对
于幼儿的良好习惯的培养，能够以身作则，利用自身超高
的专业素质，来对幼儿进行专业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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