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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分享，从小班开始 
◆张颖颖 

（浙江省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摘要：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在

生活中更多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具备分享的品质。然而，现在由于独生子

女的增多，家庭中满是宠爱以及溺爱的教养形式，使宝宝们产生一种不

良的意识，认为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都能要到手。生活中更多的需要

人与人之间具备分享的品质，然而，处于小班年龄段的幼儿，“以自我为

中心”的意识非常突出，幼儿独占现象十分普遍，为了让幼儿的素质全

面的提高以及将来能做个对社会有利的人，笔者觉得学习分享要从小班

开始培养是很有必要的。那如何让他们学会分享呢？笔者通过教学活动、

日常生活、在错误中学习分享、创设机会学习分享以及家园合作，共同

熏陶等各种途径尝试培养小班幼儿的分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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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的
提高，在生活中更多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具备分享的品质。然而，
现在由于独生子女的增多，家庭中满是宠爱以及溺爱的教养形
式，使宝宝们产生一种不良的意识，认为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都能要到手。尤其是处于小班年龄段的幼儿，“以自我为中心”
的意识非常突出，幼儿独占现象十分普遍，不会与同伴相处，不
善于与同伴分享。为了让幼儿的素质全面的提高以及将来做个对
社会有利的人，我觉得学习分享要从小班开始培养是很有必要
的。那如何让他们学会分享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在小班下
学期做了以下尝试。 

一、在教学活动中学习分享 
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有许多的儿歌、故事的内容都是引导

幼儿如何进行分享的，于是我们在学习儿歌或故事时，就会根据
学习的内容设计情景，让幼儿通过观察、模仿这些内容，从中学
习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 

比如故事《一起玩》中，请幼儿扮演故事中的角色——小猫
和小兔，学说故事中的语句：“请你和我一起玩好吗？你玩一会，
我玩一会吧！”然后教师让每两个幼儿玩一个皮球，要求模仿故
事中小猫和小兔一起玩皮球时说的话。同时，还适时的进行表扬、
鼓励幼儿，借助榜样的作用来激发幼儿的内在情绪，从而生成分
享的愿望。 

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分享 
《纲要》中指出：幼儿的教育既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又有助

于拓展幼儿的经验；注重综合性、趣味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蕴藏着无数的教育时机，教师要注意随机的
的教育。 

比如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操场上的玩具车不够了，其中有两
个小朋友玩一辆车，这时教师要及时的表扬这两名幼儿“你们两
个真棒，两个人玩更好玩哦！”这样其他的幼儿也会马上效仿他
们，而不会再为争夺而吵架哭闹了。 

平时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有意思的事讲给孩子们，
让他们和老师一起开心，伤心，慢慢的，孩子们也会把自己高兴
的、伤心的事讲给老师和同伴听，让幼儿潜移默化的获得情感的
分享。 

班上的一些小朋友过生日，会将生日蛋糕带到班级与大家分
享。就以此为契机，对小班幼儿进行分享行为的培养。可以用这
样的语言引导幼儿对同伴的分享行为进行关注与模仿：“某某小
朋友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日蛋糕，大家是不是很高兴啊？老师希望
大家向他学习，学会和更多人一起分享，为大家带来快乐。”在
这样的引导下，小班幼儿就会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分享行为上，逐
渐落实到实践中。 

三、在错误中学习分享 
《纲要》中对社会领域的教育要求中指出：加强师生之间、

同伴之间的交往，培养幼儿对人亲近、友爱的态度，教给必要的 
交往技能，学会和睦相处；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行动，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帮助幼儿理解行为规则的必要性，
学习遵守规则；分享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必要技能，因此我们要让
幼儿在错误的交往技能中学会使用分享。 

一次，乐乐和诞诞在抢一个虫吃苹果的玩具，诞诞很生气的
把玩具扔到地上，还很大声的哭起来。我很生气，重新拿了一个
一样的玩具给乐乐并对诞诞说：“因为你把玩具扔了，玩具生气
了，它再也不和你玩了，他要和喜欢它的小朋友一起玩。等下次
你会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再给你玩这个。”让幼儿知道不与
人分享的结果是会被人排斥的，自己也会没有人和他玩的做法，
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当幼儿因不与人分享带来负面结果时，我
们就要帮他分析原因并进行引导，让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
自己的错误行为，达到教育的目的。 

四、给幼儿创设分享的机会 
为了让幼儿能更好的学会分享，我们创设了一定的环境和机

会为幼儿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条件，提高教育效益。比如我
们特定了一个时间比如在饭后，离园前，让幼儿将自己带的玩具、
图书以及零食与大家一起分享，从而产生一种因分享带来的快乐
和满足感。 

而且还经常组织幼儿进行一些具有配合性的游戏，如：一起
搭积木，让幼儿几个人合作一起搭建玩具。又比如在美术活动中，
请幼儿在勾画好轮廓的图纸上每人图一小范围，相互配合一起为
一只小动物涂色。这样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合作能力还体验了分享
的快乐。 

五、家园合作，共同熏陶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告诉我们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

合作伙伴。家园配合，使幼儿在园获得的学习经验能够在家庭中
得到延续、巩固和发展；同时，使幼儿在家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
幼儿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应用。为了能让幼儿分享的意识得以延
续，而不是只有在幼儿园在老师的督促下完成，我们希望的是幼
儿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很自然的表现这种分享，那我们就需要
家长们的配合。 

在家长会和来、离园的时候，与家长交流幼儿的分享活动情
况。并且我们在主题墙上经常展示一些幼儿分享的照片，贴一些
有关分享的宣传资料，让家长了解分享的重要性，并引导家长要
以身作则，给幼儿一个良好的熏陶的环境。并且在家中为幼儿提
供分享的机会，比如家里来客人了，让幼儿将水果、点心分给大
家，与大家一起分享，使幼儿在家中也会分享。 

孩子是一张白纸，他不是天生就不愿意或不会分享，而是作
为引导者和教育者的我们没有给他们渗透分享的概念，没有为他
们创造分享的条件，孩子们没有分享的实践，更没有从分享中体
会到快乐的经验。因此，笔者觉得一定要从小班开始，有计划、
有目的的对幼儿进行分享教育，培养他们大方、谦让、礼貌、友
爱的美好情感。 

学会分享是一件长期的事，因为小班幼儿的年龄小，老师和
家长应有极大的耐心和信心，要时刻关注幼儿的行为细节，及时
的多给予他们肯定和表扬，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幼儿，让他
们逐渐学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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