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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孩子关爱精神培养的策略 
◆钱灵燕 

（尤溪镇中心幼儿园  317025） 

 
摘要：教育、引导幼儿学会关爱，是当今幼儿教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无论是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还是从幼儿自身成长、成材的需要

来看，这一课题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幼儿在学会关
爱方面却存在许多不足，因此，通过分析幼儿在学会关爱方面存在的问

题及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提出策略，为幼儿的发展做出努力，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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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使幼儿乐于与人交往，

学习互助、合作、分享、有同情心；使幼儿爱父母长辈、老师和
同伴；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世界各国也不断呼吁要教会
孩子学会生活、学会学习、特别强调要教育孩子学会关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1989 年在北京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国际教育研讨会
上，就曾提出要培养儿童的关爱精神，使儿童学会“关心家庭、
朋友和同伴”，“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生态利益，
关心其他物种，关心全球的生活条件。”由此可见，学会互相关
爱是人的基本道德，也是社会和谐发展对人的基本要求。 

一、教育幼儿学会关爱的重要性 
教育、引导幼儿学会关爱，是当今幼儿教育中的一个重大课

题，无论是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还是从幼儿自身成长的
需要来看，这一课题都有重要研究意义。 

（一）从社会的发展层面来看教育幼儿学会关爱的重要性。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广博的知识和聪明的才智，更要有良
好的人格、个性品质和社会适应性。其中，对人善良、关爱他人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进入在 21 世纪的今天，更需要
人类从关心自我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经济、
关心自然、关心社会，个体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从幼儿自身成长、成材的需要来看教育幼儿学会关爱
的重要性。 

由于现有的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及父母不正确的教育态度及
方式，使得家庭教育将其全部重心放在关爱孩子身上，独占、自
私、以自我为中心等现象相当普遍。幼儿期是情感培养、个性初
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缺乏知识经验，
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情感的感染作用大，可塑性强。成人应利
用幼儿的这些特点，创造条件，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关
爱教育，强化关爱意识，逐渐使幼儿形成比较稳定的情感和良好
个性品质，为其个体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幼儿在学会关爱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现在的孩子无论是在家庭、幼儿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明显表

现出自私、冷漠、自我为中心，很少顾及周围的人和事物，针对
这种现象我们分析了幼儿在学会关爱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
素，具体如下： 

（一）在家庭环境中滋生了幼儿冷漠、自私的性格。 
1.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幼儿缺乏与人交往的机会。 
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许多家庭多为封闭的“三口之家”。

生活在高楼大厦的人门，每天回到家中房门紧闭，邻里之间互不
来往，因此孩子生活、交往的环境很受限制，缺乏与他人沟通交
流的机会。另外，由于家长的高要求使得孩子的时间大部分被“学
习”所占据。而学习之余便与电视、电子产品成为“朋友”，这
种缺乏人际互动的环境，使幼儿缺乏关爱。 

2.由于家庭中父母残缺的、不健全的爱使得幼儿缺乏关爱。 
现在的孩子在“独占、独有、独享”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的

物质需要：吃喝穿等最先得到满足，情感表达：喜怒哀乐最先得
到关注，久而久之，他们认为自己是家中的小太阳，一切东西都
是他们的。他们只知道别人为自己服务、体会不到别人给予的爱，
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家长不理
智的爱造成的，家长事事都包办代替、姑息纵容，在幼儿发展过

程中剥夺了幼儿关爱他人的权利和机会。 
3.由于家庭中父母缺乏教育素养而忽略了幼儿心理的发展。 
（1）许多家长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一心只顾自己的事

业，无暇顾及幼儿心理、人格方面的发展，即便关心也只是身体
和生活方面。并且一些家长还认为只要将幼儿送入幼儿园，幼儿
园就承担了教育的责任，而推卸掉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2）部分家长不尊重幼儿、不倾听幼儿的看法和意见，可
能孩子在爱心方面已有萌芽，但常被家长的不理会、没有回应所
抹杀。 

（二）幼儿园教育中欠缺爱心教育。 
许多幼儿园在今天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营利场所，既然目的

是盈利，那么生源是关键，于是迎合家长的口味成了幼儿园课程
设置的标准，幼儿家长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孩子在幼
儿园学了多少汉字、会做几个数学题，然而真正的幼儿教育只能
是“养成教育”而并非是“立竿见影”的教育，把目标放在立竿
见影的教育内容上本身就是对幼儿的不负责任和缺失爱心的表
现。 

（三） 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社会教育的不协调导致幼
儿的爱心教育无法保障。 

经常听到一些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两个样，孩子在幼儿园里
主动关心老师和小朋友，而在家里或日常生活中则变得不听话、
蛮横、自私，这其实反应出了家庭、幼儿园、社会教育的不协调
不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从家庭、幼儿园、社会三方面对幼儿在学会
关爱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下面将有针对性的
提出教育幼儿学会关爱的策略。 

三、教育幼儿学会关爱的策略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经指出：儿童教育的目的是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科学
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早出人才快
出人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使得人们对早期教育抱以过高的
期望，而家长们惟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和要求，更直接对
幼儿园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社会、家庭、幼儿园将
教育的理念定为“高智商、高技能”即教育的重心完全倾向于知
识（智力）与技能，忽视了幼儿在做人方面素质的培养。因此，
我们认为越是高科技时代，教育理念越应该回归到“做人”上，
而会关心他人是做人的基本品质之一。 

（一）家庭生活中教育幼儿学会关爱。  
家庭是人进行社会化教育的初始场所，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因此，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幼儿进行关爱教育首先应从家庭教育开始。 

1.创设融洽的家庭氛围，培养爱心。 
家庭中爱心和亲情要靠父母精心营造，父母要用爱熏陶孩子

的心灵，就应该多关心和尊重孩子，说话要温柔体贴，注意倾听
孩子的感受，多与孩子进行情感的沟通交流，多给孩子讲互助友
爱的童话故事。同时，父母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要充满爱心，
夫妻之间相互关爱、体贴、尊重和孝敬长辈。通过榜样效应创造
一种融洽的氛围，感染幼儿，使幼儿在关爱方面建立初步的关爱
意识。 

2.日常随机教育和有意识的行为训练。 
家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抓住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关爱、友善等
品质的教育，家长在给予爱的同时，引导孩子对爱自己的人产生
感激之情和回报之心，并学着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关心别人。如：
“知道爸爸妈妈要工作，又要照顾自己很累，能体谅、关心父母，
给他们倒杯水、拿拖鞋或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等；自己的事
情尽量自己做，不让爸爸妈妈操心；看到父母不舒服或累时，不
给他们添麻烦，不打搅父母等；看到小朋友或其他人有困难，能
主动地询问、想办法帮助，表示关心。为人父母一方面抓住有利
的时机，另一方面还要对幼儿的这种积极行为给予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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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教育中教育幼儿学会关爱。 
《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同伴群体及幼儿园教师集体是宝

贵的教育资源，应充分发挥这一资源的作用。”“幼儿与成人、同
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
途径，应为幼儿提供人际间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
并加以指导。”幼儿园集体教育的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幼儿
教育是充分发挥一日生活的整体功能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
教育，《纲要》中社会领域的一个指导要点明确说明：“幼儿社会
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
环节之中”。因此，幼儿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
式对幼儿进行关爱教育.如：可以在各个教育领域中渗透关爱教
育（语言活动中使幼儿用言语准确的表达；艺术活动中可以通过
唱歌、跳舞、画画等方式表达等）可以将关爱教育与主题活动有
机的结合起来；可以根据情况在生成课程中拓展幼儿在学会关爱
方面的经验，强化关爱意识；可以在游戏或自由活动时多种形式
的渗透关爱教育并使幼儿表现出关爱行为；可以在一日生活的各
个环节渗透（排队、进餐、上厕所、教育活动、游戏等），以保
证一日生活的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幼儿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应广泛利用园内外各种资源，
促进幼儿的发展。 

幼儿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应广泛利用园内外各种资源，充分
发挥家庭、幼儿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纲要》中
明确指出：“幼儿园、家庭、和社会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共同
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性品质的形成。”因此成人应为幼儿创造条件，

利用园内外各种资源，强化幼儿的爱心意识并积极的转化为爱心
行动.如：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孩子进行体验活动，帮助那些
需要给予帮助的人。并在活动结束后开展小组讨论（幼儿园）或
家庭讨论，帮助幼儿正确的理解学会关爱。 

四、结论 
教育幼儿学会关爱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实际

的生活中，我们的孩子却非常缺乏关爱，因此为了孩子的长远发
展仅靠单一的教育是不行的，这需要家庭、幼儿园、社会密切配
合，共同促进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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