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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微课程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俞婷婷 

（扬州大学第一幼儿园  225000） 

 
摘要：幼儿教育主要是针对 3 至 6 岁的幼儿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该阶段

幼儿年龄较小，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自身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弱，

因此进行幼儿教育工作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幼儿进行轻松快乐地学

习，并培养其学以致用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来幼儿教育工作者研究的热

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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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概念的不断深化，当前社会对于幼儿教育的质
量要求不断提高，加之幼儿阶段的学生具有注意力不集中，缺乏
自制能力等特点，因此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幼儿的发展
需要。微课程在教学中的应用为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 

一、幼儿教育中基本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目前大多数幼儿教育中都存在很多共性问题，就其原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幼儿本身接受挫折能力低。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

响，目前大部分的幼儿都是独生，在其从小的家庭教育中存在家
人以幼儿为核心的现象，过度的家庭溺爱导致在幼儿教育中经常
出现很多幼儿不能接受游戏失败的现象，很多幼儿一旦不能在游
戏中取得成功就会放弃或者选择其它游戏。这样的现象充分说明
幼儿自身的受挫能力较弱，缺乏直面失败再次获得成功的信心。 

第二，幼儿本身自控能力差。 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幼儿中存
在十分普遍的“抢东西”现象，通过调查发现这主要是因此在家
庭教育中家长们从幼儿手中获取某样东西时多半会采取直接抢
走或者是边商量边抢的方式，事实上这样不仅不能够让幼儿心甘
情愿地放下手中的东西，还有影响其思维意识的正确性，导致幼
儿缺少自控能力以及规范的交往准则。  

第三，幼儿课程内容存在问题。当前幼儿教学的内容存在严
重的“小学化”趋势，希望在幼儿教育期间就让其掌握小学阶段
应当掌握的知识，实际上这样的课程设置过早地将学习负担和学
习压力传递给幼儿，对其身心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幼儿教育在具体问题的解析上往往具有“单一化”的特
点，很少会真正启发幼儿从不同角度对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思
考。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教师在常年的教学中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思
维模式，只关注问题解答的对错，却忽视了幼儿教育的关键是培
养幼儿学习思考的积极性。 

第四，缺乏开放式特色教育。尽管目前很多幼儿园都宣称自
己课程的丰富性，包括音乐、舞蹈、书画等，但实际上这些课程
在授课时间和授课数量上都有明确的限制，幼儿在其中没有根据
自己兴趣自由选择的权利。可能幼儿并不感兴趣的课程却不得不
参加，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幼儿对于兴趣爱好的合理发展，阻碍
其创造性思维形成。 

第五，过于强调英语知识的学习。随着中国教育国际化趋势
越来越明显，很多幼儿园都开始刮起“英语学习风”。在幼儿教
学内容中英语知识的学习成为其必修内容，并且占据大量学习时
间。除此之外幼儿教育中的英语学习存在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的现象，不仅压抑了幼儿语言学习的天性，更严重影响了幼儿汉
语的正常学习。 

二、幼儿教育微课程基本特点 
首先微课程 基本的特点就是耗时短，通过多媒体呈现的方

式将授课内容简洁化，适应力幼儿注意力集中难的情况； 
第二，课程内容源自教育实践工作，因此微课程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实践性，能够在常 教学中落地执行； 
第三，微课程的设置以幼儿成长规律为基础，在内容的设置

上关注的是幼儿个性以及兴趣差异，能够更好地满足其成长需
要。 

其四，微课程拓宽了教师的课程建设空间，教师可以根据自
身的教学和兴趣特点建设具有特色的课程内容，增添微课程的特

色性。 
三、幼儿教育中微课程的主要优势 
（一）教学形式更加直观 
直观的教学形式能够激发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唤起其知识学

习的兴趣。借助微课程教师可以创建生动的教学场景，利用微课
程可视可听的特点吸引幼儿对于知识内容的注意力，引导其对画
面中的场景进行细致观察深入思考，达到注意力转换的目的。以
幼儿阅读教学为例，现阶段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幼儿更关注电
视、手机、平板电脑上的信息，不愿意阅读纸质图书，加之大部
分家长工作时间紧张，陪伴幼儿进行阅读的时间十分有限，长此
以往幼儿的阅读兴趣随之降低。借助微课程的教学形式能够有效
解决上述问题，比如对阅读不感兴趣的幼儿教师可以借助微课程
的动画设计形式提高其对阅读的兴趣，然后针对幼儿的情况针对
性进行课程设计，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幼儿掌握自主阅读的技巧
和注意点，包括如何选择图书，如何阅读书中插画和文字等。 

（二）声画并茂的形式能够提高幼儿理解和表达能力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对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培

养明确提出了要培养幼儿倾听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因此教师在日
常教学中要鼓励幼儿对简单的事物进行描述说明。幼儿语言能力
的提高实际上也是其理解能力的发展，在微课程教学中通过将音
乐、美术、动画等多种要素结合在一起，能够加深幼儿对课程内
容的理解，加深画面在幼儿脑中的印象帮助其更好地将该知识内
容描述出来。 

在幼儿美术教学中，尽管美术本身以绘画为主，但是仍然可
以借助到语言表达的形式，例如教师可以提高幼儿：在画中看到
了什么？ 喜欢哪张画？喜欢这张画的原因是什么等。如果教师
采取传统的示范绘画教学的形式，采用语言讲述的方法对幼儿进
行教学，往往会出现幼儿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但是利用微课程
进行美术教学能很好地避免上述问题。比如在进行美术活动大班
教学《好看的版画》时，教师可以在微课内容中插入作品赏析、
版画制作材料讲解、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讲解等内容，这样幼儿
在看过微课程之后对版画的制作一目了然。 

（三）短小精悍的形式有利于提高幼儿记忆能力 
在幼儿阶段人的身心发展速度较快，非常容易被新鲜的事物

吸引，价值幼儿活泼好动的天性，导致其对很多知识内容都没有
特意进行记忆，经常出现第二天就忘光的情况。但是微课程能够
充分吸引幼儿注意力，让其认真观察画面中的内容，加深其印象，
在折叠衣服的课程教学中采用微课程教学就是很好的例子。 

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微课程对于激发幼儿对于知识学习的形式，

培养其主动学习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引导幼儿在学习中
进行积极探索，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方式，能够让幼儿感受到自然
和生活中的知识无处不在，引导其明白对于知识的掌握和探索能
够帮助其解决很多现实性问题。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善于运用微
课程，结合幼儿教学活动的基本特点，增强幼儿教学的特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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