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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赏识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陈  华 

（湖南省石门县宝峰街道九澧幼儿园  415300） 

 
摘要：赏识教育从幼儿的心理需求出发，体现我们对幼儿差异性的尊重，

引导幼儿肯定自我和完善自我，这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来说具有很大现实

意义。现阶段的幼儿教育活动中，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幼儿参与自主学习，
并利用赏识教育方式为幼儿建立信心，但是实际的教育活动开展环节中，

我们发现很多幼儿教师在应用赏识教育理念上还有不足。基于此，本研

究中笔者立足自身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分析赏识教育在幼儿
教育活动中的具体渗透策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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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处于启蒙教育阶段，早期教育理念和教育策略应用对幼

儿的成长和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全面课程改革影响下，幼儿
教育也要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
战。赏识教育理念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引导认识自
己、肯定自己，利于幼儿的自信心建立，这对幼儿的心理成长和
学习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对赏识教育策略在幼儿教育活
动中的应用路径展开如下分析。 

1 面向全体，创设赏识教育的良好氛围 
不同性格和特点的幼儿都渴望得到教师肯定和鼓励，但是在

实际的幼儿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性格内向的幼儿更容
易被老师忽视，这样的教学现状下，赏识教育的作用可能具有局
限性，为了摆脱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应用赏识教育策略的过程中
应该面向全体幼儿，营造整体赏识的教育氛围。因此，在幼儿教
育过程中，教师的赏识教育要注意面向全体，不但对活泼好动、
善于表现的幼儿给予赏识，而且对那些性格内向、孤僻的幼儿也
更要关注。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幼儿教师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发挥每个幼儿的特长，创设赏识教育的良好氛围，让每
个幼儿都有得到赏识的机会[1]。例如，教师通过举行音乐会、画
展、诗歌朗诵会、讲故事比赛等活动，让每个幼儿都有展示特长
的机会，教师要针对幼儿的表现及时地进行点评、鼓励。通过这
些活动，为赏识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让每一个幼儿感受到赏识
教育，享受老师的关爱，使之在赞赏中健康快乐成长，同时，赏
识教育也能够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和健全的人格，并逐渐学会用赏
识的眼光看待世界。 

2 应用语言激励策略 
幼儿和教师的主要互动方式就是语言交流，因此幼儿教师在

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一定要充分应用语言激励策略，对于胆小的
学生，教师要在提问上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启发，这样更容易帮
助幼儿建立自信，“我相信你们都是最棒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回答错了也没有关系的”，教师采用这种鼓励性、启发性的语言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幼儿的学习效率[2]。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幼儿
难免会出现回答错了的状况，教师如果不能采用合理恰当的方式
就会影响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幼儿在以后上课的时候都不敢
再举手回答问题，教师在面对幼儿回答错了的状况时要采用委婉
的启发性的语言，“再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补
充的地方”，以这样启发性的语言对幼儿的想法进行二次开发。
在教学过程中幼儿回答正确的时候，教师应该积极给予鼓励，激
励幼儿不断努力，教师要用“说得真棒”“说得太好了”、“同学
们鼓鼓掌”这种鼓励的语言激励幼儿。我们在幼儿教育实践活动
中，很容易对幼儿的表现或者观点提出模糊的评价，如只是用简
单的“对”或是“不对”来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不仅仅不利于
幼儿的教育活动参与积极性提升，也会抹杀幼儿的好奇心，也不
利于幼儿的自信心建立，因此幼儿教师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教育
需求调整语言应用策略，“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棒，我们其
他同学都要向他学习”、“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为同学
呢？”……在解答幼儿的疑问时，也有的教师认为他们的这种行
为影响了上课的进度，所以就斥责幼儿“怎么这么多问题”，这
就阻碍了幼儿对外界探究能力的发展，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该用鼓励性、启发性的语言激励幼儿不断发展进步。 
3 通过阅读引导幼儿自我完善 
很多幼儿第一次参与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体现

出胆小、退却的特点，这很大原因都是源于幼儿缺乏适应能力，
因此在指导幼儿教育活动过程中，幼儿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结合
榜样人物树立全新认知，融入集体生活[3]。有一次，在阅读《木
兰从军》时，小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花木兰代替爸爸
去当兵还要扮成男孩儿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小朋友的注
意，我看着他们好奇的眼神，慢慢解释道：“古代只有男孩儿能
当兵打仗，女孩儿不能去的，女孩儿被认为是比较柔弱的，所以，
男孩儿要保护女孩儿呀！花木兰虽然是柔弱的女孩儿，但是为了
保护父亲，只好选择扮成男孩儿去当兵了。”小朋友纷纷感叹：
“花木兰好勇敢啊！”、“男孩儿要保护女孩儿呀！”、“还可以保护
爸爸和妈妈！”我听着小朋友的议论，感觉非常欣慰，幼儿初步
建立起男强女弱的认知，且对花木兰的勇敢也有了认知，这些都
对幼儿的实际生活有指导作用。 

4 家园形成合力，促进幼儿成长 
家园共育策略是促进幼儿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办法，结合家

园共育理念，幼儿园在实施赏识教育策略的过程中，显然也需要
家庭教育为之提供助力。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补充，幼儿除了
在幼儿园的时间，其余时间就是和家长接触，因此在渗透赏识教
育的过程中，家长也应该积极配合幼儿教师。家庭氛围越和谐，
幼儿个性的塑造越成功[4]。在这一阵地内打好一场胜仗，会使学
校教育更上一层楼。比如，幼儿教师与家长做好电话沟通，主要
了解幼儿在家的表现情况，然后针对教学的模式进行重构，教学
的方案进行设计；家长通过“家长会”了解自己孩子在校的表现
情况，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协作深化赏识教育。快速形成一股合
力，赏识教育效果明显，这对于我们实践工作的推进来说是大有
助益的。再如，利用传统节日进行赏识教育，比如教师节组织“敬
爱师长”主题活动，鼓励孩子们一起编排舞蹈，从而回报老师的
爱，锻炼合作的能力。母亲节组织“孝敬父母”主题活动，要求
孩子们回家以后对自己的妈妈说声“辛苦了”“爱你”，然后写出
感受，提高实践能力、写作能力、观察能力。家长们积极配合老
师工作，促进了幼儿们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结语： 
综上，赏识教育是人性化、人文化素质教育的好理念。通过

赏识教育，幼儿教育整体进步指日可待。赏识教育在幼儿教育活
动中的渗透利于幼儿的潜能激发和全面发展，因此目前的幼儿教
育活动组织过程中，我们提倡应用赏识教育提升幼儿教育活动质
量。针对目前幼儿赏识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幼儿教育
工作者继续深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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