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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究游戏精神引领下幼儿行为习惯养成的实践与思考 
◆仇苏云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余娟实验学校幼儿园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界的不断改革提升，幼儿教育逐渐受大众所关注，

其中幼儿行为习惯的养成变成了家长及各教育界重视讨论的热门话题，

作为下一代社会接班人，在从小就要使孩子有意识的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而当下教育中，游戏作为幼儿园最受欢迎的重要活动，教师们可以

此方法来引导幼儿的习惯养成，为幼儿在未来成长道路上奠定坚固的基

础，本文旨思考探究游戏精神下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给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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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某种层面上讲，幼儿教育也可称之为是幼儿行为习惯的培

养教育，行为习惯包括日常活动中的吃饭，游戏，学习等等各种
方面，优秀的行为习惯还体现在幼儿拥有良好的品德素养及健康
心理的品质，在日常教育中，大多数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是让幼儿
处在被动接受的状态，这样的方式不仅使幼儿实现不了教育目
的，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我们只有在实施游戏模式中，积极
引导幼儿发挥出自律的精神状态，以自主性接受的方法自觉的养
成行为习惯，有效提升教育质量。 

一、当下幼儿行为习惯现状分析 
“习惯”指的是一个人不由自主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行为

动态，“行为习惯”是人在相应的时间里逐渐培养出来的，其中
包括人们的思维、情感方面内容。一个人具备着优秀的健康人格
是离不开良好行为习惯的品质。随着教育发展，幼儿行为习惯的
教育备受关注，因为优良的行为习惯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但
在现实的实践情况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导致其教育未能更好完
善。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较多，部分父母为了生存在外工
作，孩子托付给家里老人照顾，因为隔代教育外加爷爷奶奶的过
度溺爱和满足，从而忽视了培养幼儿行为习惯的教育，还有大多
父母由于老旧思想，只重视幼儿的智力发育和拥有特殊技能的本
事，导致了生活中大多数幼儿出现行为习惯不好的现状，我们时
长能听到教师的一些抱怨：现在孩子一届不如一届，坐相站相很
差等等问题。对此父母没有茫然，孩子的上进学习心欠缺，以至
于部分孩子上了大学生活都无法自理。 

在进行日常的习惯培养中，成年人往往是由于对幼儿的不信
任不放心，习惯性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幼儿，从而破坏幼儿的主体
位置。在教育中，我们往往采取让幼儿以主动学习的态度来接受
教育，效果则是十分理想的，大多时候我们为了养成他良好的行
为苦口婆心说一大堆，反而只会使幼儿产生厌倦感，麻木达不到
教育效果，由此可见，当前急需改变以上现状问题是极为重要。 

二、利用游戏的方法来养成幼儿行为习惯的途径 
在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学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所以教师和

家长把握好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学，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从而具备优秀的道
德品格。学生拥有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品格修养，不仅其所接受
的教育程度对其有影响，而且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都
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对其产生的影响最为
关键。这就为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艰巨的教育任
务，一方面要明确在学前教育阶段其教育任务，更要清楚的了解
完成其教育目标和任务所需要实施的教育模式，旨在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使其在学前教育阶段形成地良好品德可以受益终身，
为社会、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一）在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礼貌待人 
为了使幼儿能够与人融洽友好的沟通交流，就要让幼儿具备

一定的沟通技能和相处方法，礼貌用语通常是让人最能感受到的
良好交流方式，也是幼儿最容易掌握的。因此，教师在设计游戏
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正确引导幼儿使用礼貌用语的方式方法。 

假如：可以为幼儿提供类似于真是生活场景的画面，比如模
仿商店导购员以及顾客之间的对话，或者朋友之间去家里做客的
一些交流用语，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同时教师可以让幼儿进行

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进行互相交流，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引
导幼儿使用礼貌用语和热情的态度。此外，教师也可为幼儿布置
出一个专门用来进行各种不同场所的游戏区域，可以在孩子们扮
演家长及孩子的角色时，引导幼儿怎样与人见面打招呼，怎样相
处；在扮演医院游戏的场景下，教导幼儿怎样去关心他人的表达
言语等等。 

（二）利用玩儿玩具的方式纠正幼儿的不良行为 
第一我们教师要保证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有充足数量的玩具，

在幼儿进行场景游戏时，玩具是幼儿不可缺少的道具，而由于幼
儿的年龄尚小原因，一定会有种想要和人一模一样的心理，所以
在游戏的过程中，老师要考虑将一样角色的玩具准备多份儿，将
不同角色的玩具发给孩子，同时保证一样角色的道具在数量上足
够能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一阶段的幼儿想象力都较为丰富，幼儿
大多都喜欢用大脑中的想象形象来树立自己，教师完全可以利用
这一特点，来引导幼儿想象出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人物，从而促
进帮助幼儿实现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 

（三）游戏中规定游戏准则，使幼儿有遵守制度的意识 
因幼儿阶段孩子年龄较小，在制度规则上还缺乏较强的意

识，不能实现快速遵守游戏制度，这时就需教师采取有意识的引
导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尽量去强调游戏制度和使用一些幽
默有趣的言语来对游戏进行指导，使幼儿被动的明白游戏的规则
制度，此外对幼儿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来锻炼幼儿的语言能
力。 

例如：教师可以为幼儿设计一个简单好学的游戏活动，老师
可以示范一遍让幼儿明白游戏的大概规则，接下来让幼儿开始自
主游戏，同时在游戏中要求幼儿按照游戏规则来完成。这样的游
戏过程中，幼儿不但体会到了游戏乐趣，通过实践，在对于社会
的规范行为意识和制度准则以及道德规定的约束上，在脑海中都
会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范围，学会约束自身的控制力，这点对幼儿
养成很好的行为习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总结： 
总之，幼儿的行为养成是需要家长以及教师们长期耐心引导

的一个重要过程，更是当下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一重要环节，
在实践中，教师要做到积极观察每一位幼儿的日常行为，及时给
予纠正。同时学校为幼儿创立丰富多样化的游戏化场景活动，为
幼儿打造出有意义的教学区域，使幼儿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下自主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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