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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幼儿道德教育变革研究 
◆廖奕丹 

（杭州市西湖区大禹路幼儿园同仁园区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0） 

 
摘要：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 因革损益 的思想:因，即继承；革，即革

新；损，即扬弃；益，即创新。历史有因有革，因革损益随时而变，守

常与求变、因循与维新是一切历史的演进模式。本文在此回顾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幼儿道德教育的变革，从几部重要文本入手，简略描述幼儿道

德教育的时代变迁，展示其时、因、革，评价其损益，以得失鉴之于当

今幼儿道德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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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幼儿是祖国的花朵，同样是祖国的未来。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性格的雏形是在幼儿时期奠定的。是否拥有良好的道
德，是否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关乎到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以
及将来的人生轨迹。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个体的要求，
同样是现今社会的需要。如今，幼儿早期的道德教育已经引起人
们的广泛的重视。作为幼儿教育行业，作为一名幼儿教育的从事
者，更应该明确幼儿道德教育的目的，研究幼儿道德教育的方法。 

1.改革开放以来幼儿道德教育变革之时  
选择改革开放为起点，是因为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重

大转型。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转折点，教育自我保存和自我更
新的双重属性在幼儿道德教育领域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改革开放
带来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表现为以
现代化为主轴的社会和人的两个双重转型。社会的双重转型指的
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
型在同一时空中交织演进的历史过程;人的双重转型指的是从人
对人的依赖向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型，与从以对
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转型在同
一时空中交织演进的历史过程。社会价值观的嬗变与两个双重转
型在同一时空中交织演进，致使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以理想化道
德人格为指向的价值观逐渐式微，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逐渐孕育生
成。当然，在自然状态下，历史本身就具有自然演进的机制，无
须任何外来的压力和主观预设，且一般而言，这种演进会使人类
的行为更合理，向更合乎人性的方向演进，增加社会获益总量。
因此，幼儿道德教育在改革开放历史关头的一番变革，既是历史
的选择，也是自然的演进。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幼儿道德教育变革措施 
2.1 明确被教育对象的特点 
显然，幼儿道德教育是针对幼儿进行的。之所以越来越多的

人们开始关注幼儿道德教育，是因为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了幼儿道
德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却有许多的家长不了解教育的方法。家长
的过分溺爱、顺从迁就，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
都是造成幼儿养成不良道德习惯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认
识到幼儿的特点。在幼儿时期，孩子们的年龄都很小，缺乏基本
的是非判断能力。而且，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有爱模仿、
好奇等特点。当我们充分认识了被教育对象的特点后，再对他们
进行适合的教育便显得不再困难。 

2.2 源于日常活动的培养方式 
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味地说教只会增加孩子对教育

内容的反感，更有可能会造成孩子们的厌恶。倘若这样，那么想
要对孩子再进行教育，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把对幼儿
的道德教育深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去。作为一名幼儿教育的工作
者，我们应该充分地看到在与孩子们的日常交往中，有许多机会，
我们更应该善于把握这样的机会。例如在孩子们午睡过后，可以
举行“叠被子比赛”，看哪一位小朋友在最短的时间内叠得又快
又好，不仅在无形之中培养了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培养了孩
子们“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又如，在孩子们活动之后，应该
引导孩子们把玩具都归还到原来的位置，实际上，这是培养了幼
儿的责任心[1]。 

2.3 坚持鼓励教育 
鼓励教育是建立在我们充分了解被教育对象的基础之上的，

在幼儿犯了错误之后，我们采取批评的教育方式是不恰当的，也
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对此，我们应该采取正面教育与鼓励教育
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在孩子们活动过后，有一部分小朋友没有把
玩具摆放回原处，教师如果说：“×××小朋友，你要把玩具放
到××地方去。”这样会显得很强硬，幼儿也无法接受，如果我
们说：“小朋友们，你们看，刚才我们玩的小汽车有好多辆没有
回到车库去，如果下雨了，它们会被淋坏的。有没有小朋友愿意
帮我把这些小汽车放回到原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请刚
才那几个孩子把车子放回去。然后，我们又可以说：“×××小
朋友，你真有爱心，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向你学习哟。下次啊，我
们玩过的玩具都要放回原处，好不好？”这时候，这些孩子就能
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在所有人中起到
榜样作用。这样，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2.4 以身作则，家校共育 
前面我们说到，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拥有很强的模仿能

力。所以，在我看来，教师与家长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举动对孩子
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即通常所
说的“榜样教育，示范教育”，我想这是再直观不过的教育方式
了。作为幼儿教师的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幼
儿的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标杆，就是榜样。在家中，父母也应
该注重自己的行为，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且，应该与教师多
沟通，通过沟通，找出孩子在哪些方面有不足之处，重点加以培
养。比如说，孩子不懂得说“谢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可
以叫孩子做一些小事情，然后对他说“谢谢”。不久，孩子便会
慢慢懂得在麻烦他人的时候应该感谢，便会模仿地说“谢谢”，
在这时，我们就应该不断地鼓励他。这样，才能有助于孩子形成
长久的、持续的好习惯。所以，对幼儿道德的教育应该靠教师和
家长的通力配合，共同完成[2]。 

2.5 感恩教育、挫折教育，不容忽视 
学会感恩，懂得怎样面对挫折，这同样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

优良道德品质。在许多的新闻报道中，我发现有很多大孩子对于
感恩非常陌生。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父母、朋友
应该为他们做的。我想，这其实就是在幼儿时期没有对他们更好
地进行过感恩教育的原因，感恩教育就应该从幼儿时期抓起。正
如前面所说，让孩子多说一句“谢谢”，可能需要我们一步步地
引导、教育。但是，它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一
个懂得感恩的人，必定会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另外，在现在，
孩子们受到一点小批评、小挫折就跳楼、自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同样，这也是因为挫折教育不到位的原因，在我们进行鼓励教育、
正面教育的同时，也应该让孩子们承受一点小挫折，让他们有勇
气去面对失败。在孩子遇到能够处理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
过多插手，甚至包办，应该让他们有勇气去面对困难，并从中成
长起来。 

结论： 
简而言之，幼儿是祖国的花朵，同样是祖国的未来。研究表

明，一个人的性格的雏形是在幼儿时期奠定的。是否拥有良好的
道德，是否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关乎到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以及将来的人生轨迹。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个体的要
求，同样是现今社会的需要。如今，幼儿早期的道德教育已经引
起人们的广泛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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