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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教学中提升幼儿实践能力的具体措施探究 
◆张秀峰 

（山东省肥城市实验幼儿园  山东肥城  271600） 

 
摘要：实践是新时代培养人才的主旋律，同样也是社会对人才提出的素

质要求。培养实践型人才，需要从小入手，帮助孩子们打下实践的扎实

根基。如今，我国的学前教育正不断发展，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在逐步完

善。在幼儿教育中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应成为每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不断研究的课题。本文就将从笔者自身的

教学经验出发，提出几点培养幼儿实践能力的教学策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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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龄前幼儿正在逐步完善自我的认知，认识社会，培养他们

的实践能力将增强他们的生活技能，教会他们基本的生活常识，
对于他们创造力的发展以及健全人格的形成都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要借助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实
践教育，使幼儿教育的实效性更强，真正作用于孩子们的成长与
发展。 

一、在故事中体现实践  
幼儿实践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从逐步拓

宽他们的认知入手。平时，孩子们接触到的任何一项事物都将对
他们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教师要从孩子们喜爱的元素入
手，使他们的实践能力在认知发展中不断增强。幼儿都喜欢听故
事，丰富的故事情节能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教师可以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渗透实践教育，给幼儿以警醒。 

例如，在教学《小红帽》这篇童话故事时，教师可以通过问
题引导幼儿产生思考，例如：“小红帽有哪些话不应该告诉大灰
狼？如果你是小红帽你会怎么做？”此类的问题，幼儿对这类童
话故事一直都保持着喜爱和学习热情，会主动去思考教师提出的
相关问题，甚至会互相讨论来。这样的问题引导能够增强幼儿的
自我保护意识，对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险有躲避、保护自我的
意识和能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  

二、创设情境体会实践 
当然，培养幼儿的实践能力仅仅依靠“听”和“说”是无法

实现的，必须要让他们真实的参与实践，获得体验。创设情境是
在课堂上模拟生活中的某些场景，这不仅能够增强幼儿的生活技
能，习得一些常识，还能够使他们获得有趣的学习体验。例如，
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购物环节，将幼儿分
组，分别担任顾客及工作人员的角色进行情境表演。教师可以提
供一些材料供其购买和售卖。幼儿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教师需要在
旁细心观看，发现并记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活
动中来，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幼儿解决。这样在加强师生之间互动
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幼儿解决一些表达上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在活
动结束之后，教师与幼儿一起对此次活动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之
处。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能够渗透品德教育，也帮助幼儿树立
正确的三观。 

三、探究活动感受实践  
探究性教学是通过幼儿自身探索、实践而获得资料、信息，

并进行总结、运用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对提升幼儿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具有重大作用[2]。幼儿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迫切想
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将孩子的好
奇心调动起来，引导孩子进行探索实践。如在认识植物的教学中，
教师让孩子走出课堂，在幼儿园内捡起飘落的叶子，让孩子观察
叶子的形状，并从多种叶子中找出不同形状的叶子，引导孩子形
成“叶子从哪里来的？”“叶子上面的脉络是什么样子的？”“叶
子是什么颜色的？它的颜色会变吗？”“叶子落到地面后会怎
样？”等一系列问题，加深孩子对叶子、植物的了解，扩展孩子
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孩子的思考问题的能力[3]。在收集完成
后，教师教孩们做贴画、面具、标本等，并让他们参照叶子在图
画本上画出叶子，通过孩子们的的亲手操作，了解叶子的用途，
提升了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 

四、课外资源深化实践  
幼儿园中有大量的玩具、材料，教师要将这些材料、资源，

充分利用起来，借助已有的材料，让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
制造个性化的作品。如教师要求幼儿用积木排成各种形状，用线
和珠子展开串珠活动，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如让幼儿通过原有
的材料，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制作成各种玩具，如“小机器人”、
“洋娃娃”等。再如通过各种资源，展开多样化的活动，可借助
彩纸、拉花、小剪 等材料或工具，开展“过节”活动，让孩子
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剪出多彩多样的窗花、小人、动物等，并让
孩子进行分组协作，将剪彩贴在黑板上，将拉花挂起，此刻孩子
的参与力提升，且自由地展现自己。当然，幼儿毕竟是孩子，他
们的手工制作水平有限，但是作品里充满了天真、个性，因此，
教师要对孩子的劳动成果进行肯定，并鼓励他们做出更漂亮的艺
术品，使他们树立动手创造、提升自信心[4]。  

五、课后活动延伸实践  
课后活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在每一小节的课程教学完成

之后，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布置一些具有实践性的课后活动，以便
进一步提高幼儿的实践能力。  

一是探究性活动。探究性活动有助于促进幼儿自主探究问
题，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幼儿收集各方面的资料，积极思考。
比如，在让孩子们初步认识社会职业时，可以要求他们对自己的
父母进行一次“采访”，了解父母的职业和相应的具体工作，以
绘画等形式记录下来，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共同交流。二是实践性
活动。比如要求幼儿去调查当前幼儿园环境中的问题及不足等，
再让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这样，孩
子们的思维能力就会得到有效的提升。。  

六、结语 
总而言之，实践是孩子们走入社会、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

将使懵懂的他们快速成长起来，能够将所学化为实际生活能力和
认知。从幼儿的长远发展考虑，教师必须将以往理论性的教育转
为实践，借助多样化的教育手段使孩子们的成长需求得到满足。
希望基于本文提出的几点培养幼儿实践能力的方法能够为一线
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创新出更多的教学策略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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