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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生活化的意义与实施 
◆郭玉洁 

（山西省晋城阳城县演礼乡中心学校新庄幼儿园  山西晋城  048100） 

 
摘要：幼儿教育生活化发展符合幼儿认知规律和兴趣特点，该教育理念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落实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全新的教育思路。基于

此，本研究将尝试在下文集中分析幼儿教育生活化的意义和实施方法，

研究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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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化教学方法在幼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用利于幼儿的

思维发展和行为习惯培养，但是在实际教学应用中，我们还是需
要关注对生活化教学方法的有效掌控，提升应用的合理性和针对
性。以生活化教育理念为指导，幼儿教师在实际指导教学活动的
过程中，应该积极利用生活化场景实现模拟教学，引导幼儿认知
生活本质、习得自理方法，渗透幼儿教育目标。 

1 幼儿教育生活化的意义 
幼儿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实践过程，

其活动目标就旨在引导幼儿积极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
活中获得成长和发展。而生活化的幼儿教育活动和这一目标不谋
而合，能够体现对幼儿生活习惯、能力和社会性的综合培养，幼
儿教师观察幼儿在生活化教育活动中的行为和表现并记录下来，
以此判断幼儿的身心发展情况，并做出针对性的教育方式调整，
也为幼儿家长了解幼儿提供了机会。所以幼儿教育生活化就是幼
儿教育的一种途径，也是教育评判的一种途径，让幼儿在生活中
接受教育，让幼儿在教育中享受生活，生活与幼儿的教育就这样
紧紧的缠连在一起，使幼儿健康、愉快的生活才是我国幼儿教育
的根本宗旨。 

2 幼儿园教育中生活化的实施 
2.1 依托环境，使生活化课程呈现开放性 
2.1.1 让家长走进课程 
一直以来，将家庭教育资源整合到幼儿园的教育之中便是我

国所提倡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而通过家庭教育资源的引进，无
疑将能为幼儿园教育增添更多的生活化味道。对此，作为因而教
师，其应积极邀请家长到校与孩子们开展亲子游戏，如此一来，
既能让家长感受到孩子的点滴成长，又能让家人之间的情感更加
亲近，继而让家长亦能对幼儿教育产生更深的体悟[1]。 

2.1.2 让课程走入社会 
儿童的成长健康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社区作为儿

童生活最先接触到的社会环境，其与儿童成长之间更是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联。当然，社区丰富的资源与设施也为幼儿教育提供了
许多的有利条件。对此，教师的教育不应仅是局限于课堂，而是
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师，将欢乐带来周围社区的居民，如此一来，
既能让孩子们接触到健康、文明的社会，从而学习到我国传统的
文化礼仪，有能开拓幼儿的生活事业，这对幼儿日后的发展而言，
无疑将大有助益。 

2.1.3 让环境贴近幼儿 
当前，许多幼儿园所拥有的主题活动经验均来自于幼儿的日

常生活。对此，在实际的活动开展过程中，学校也应设置相应的
生活化的活动情境，以进一步丰富活动主题的内涵。与此同时，
在幼儿活动过程中，教育也应随时随行，如此方能切实将教育融
入到幼儿的生活中去，继而保证幼儿个性的形成[2]。 

2.2 创设生活化的教学过程，加强学生对生活的感知 
生活即是教育，幼儿自幼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其在很大程度

上也将决定幼儿日后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因此，要想确保幼儿日
后的生活健康，健康的教育必不可少。与此同时，幼儿生活亦是
一种生活，而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因此，唯有切实将
生活化的元素引进幼儿教育，方能切实促进幼儿各方面能力得到
有效发展。有生活经验的教育内容可以提高幼儿的观察生活、收
集信息能力，幼儿在得到这些信息后生活经验得以丰富，生活经
验会不断提高，同时幼儿也会积极主动地感受和了解生活。教学

形式上多采用情景互动的模式进行，可以进一步让幼儿在生活中
接受教育。例如，我们可以在小班开展分水果的游戏，通过这个
游戏来激发幼儿的判断能力、计数能力、使用数字的能力。总之，
我们在组织教学的时候，要有目标的创设生活化的情景，在游戏
中体验生活，在生活中接受教育，让幼儿的感性认知不断增加[3]。 

2.3 强调系统，使生活化课程更显融合性 
2.3.1 一日活动的内容整合 
幼儿于幼儿园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教育所不容忽视的重要

环节。幼儿正是基于每一次的活动与游戏，逐步养成了各种习惯
以及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对此，将生活化的教育策略引进幼
儿园教学中，则教师也应时刻注重将生活化元素融入到实际教学
过程中，以切实抓住一切有利于展开幼儿教育的机会，诸如幼儿
园早晨的入园、早教、游戏、活动、午餐以及午睡等时机，通过
帮助幼儿梳理这些零散的生活经验，并促使其逐步完整化、系统
化，其对幼儿今后的发展必将大有助益。 

2.3.2 主题活动的内容整合 
在教育活动的五大领域中，若教师均能融入生活化的教育理

念，则势必能让幼儿感受到学习的美好，继而维护幼儿身心的健
康发展。如在艺术活动开展过程中，无论孩子们运用怎样的技法
来展现自己心中的美好生活，其均是幼儿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感
悟。若教师能对此加以整合，则更有助于深化幼儿的活动感受，
继而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4]。 

结束语： 
综上，幼儿教育生活化发展为现代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全

新的教育思路，幼儿的兴趣得到激发、生活能力得到培养，这对
其未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积极意义。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因此本研究立足幼儿教育发展实际，展开上述内容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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