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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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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阶段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时期，也是人们生长学习的一个

重要的阶段，老师对幼儿进行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幼儿的发散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的锻炼学生们的自信心，幼儿老师

负担着非常重大的任务，需要老师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在对幼儿进行教

育的众多手段之中，赏识教育的教学效果尤其优秀，因为这种手段能够

拉近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距离，让幼儿能够对老师产生信任，进而实现教

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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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老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赏识教育通常

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师在平时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
候，必须要对孩子更加的关心和体贴，老师要把自己当作幼儿们
的家长，在处理幼儿的问题上时，要站在家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让这些幼儿们对老师产生更多的依赖感，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爱
护，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亦师亦友的新型师生关系，通过这样
的模式，让赏识教学的效果最大限度的显现出来，为幼儿以后的
学习和生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赏识教育的积极作用 
老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幼儿合理的运用赏

识教育能够对幼儿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第一，运用赏识
教育能够有效的克服幼儿的自卑心理，让幼儿们的自信心得到完
全的提升和保障，第二，由于幼儿所具有的自身特点，使得他们
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同大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况
下，通过合理的运用赏识教育，能够对孩子们的想法保持最大限
度的尊重，并且还能够让幼儿们学会自爱，塑造幼儿们的理性思
维。最后，通过积极的对幼儿们进行鼓励，可以让幼儿们的主观
能动性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并以此为基础，让幼儿在学习和玩
耍过程中更加的投入[1]。总而言之，赏识教育对幼儿至关重要，
老师务必要根据每名幼儿所具有的自身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对幼儿进行赏识教育，让幼儿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赏识教育在幼儿教育中应用 
1、鼓励为基础，体验成功 
幼儿是国家的未来和花朵，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呵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幼儿进行最
科学合理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要关注的首要问
题，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笔者认为幼儿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放在
培养幼儿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建立自信心这些方面上，只有把幼儿
的自信心充分的建立起来，才能够让他们以后面临问题和困难处
理的更加从容和坦然，基于这样的原因，老师在给幼儿授课的过
程中，可以积极的运用情境教学的方法，通过给幼儿创设恰当的
情境，让他们在情境之中去感悟、去体会，以此种方式让他们的
自信心得以极大的提升[2]。老师在对幼儿进行情境教育的时候还
应该注意，老师要对自己的教学过程中的定位保持足够的认识，
老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幼儿进行引导，而不是主导他们的学习方
向，老师要改变自身传统教学观念中的思想，要把幼儿作为课堂
授课环节之中的主体，树立老师是为幼儿服务的心态，正因为如
此，老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候，要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
动手去实践，当他们通过自己的意愿去完成教育目标时，他们就
能够体会到获得成功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那种荣耀感，进而建立
起他们的学习自信。 

2、大胆去尝试，鼓励探索 
对事情充满好奇却又有些恐惧，是幼儿所共有的特点。在他

们的世界当中，任何事情都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他们在对未知事
物充满向往的同时又夹杂着恐惧，这是幼儿成长的必经阶段。幼
儿教育工作就是要将他们对事物的好奇心激发出来，鼓励他们去
对未知事物进行探索，将他们心中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感消除，鼓

励他们去进行尝试，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3]。在实际教学工作当
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内向的孩子，他们不愿意与人交流，当班级组
织游戏或活动时，他们只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却不愿意参与到
游戏当中来。但笔者通过对他们的细心观察，发现当进行活动时，
他们的眼中还是充满了渴望的。笔者分析在他们心里极有可能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而恰恰是这种自卑心理促使他们选择
做一个活动的“旁观者”。为了改变他们的这种现状，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笔者经常用实际行动和语言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去敢
于尝试，去动手做、去开口说，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去建立起他们
的自信心。 

3、积极去评价，增强自信 
在整个赏识教育方法在幼儿教育的实施过程当中，笔者认为

最重要的就是评价阶段。处在幼儿学习阶段的幼儿，他们的心智
不成熟，认知能力弱，所以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往往来自于教师
或家长的评价。教师赞扬他，他就知道他这件事做得对；教师批
评他，他就知道这件事他做的不对。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
必须要给予他们积极的评价，去鼓励他们、认可他们，让他们在
鼓励和认可当中学会成长[4]。恰当的评价能够给予幼儿鼓励，在
他们心中树立起自信心，进而更好的完成教育目标[2]。若评价不
够恰当，就会对幼儿的自信心造成打击，程度轻的有可能变成上
文所说的“旁观者”，程度重的则有可能在他们心中形成心理阴
影，对于他们以后未来的学习工作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教师必须
要学会评价。笔者在对幼儿进行评价时，无论他们是对是错，笔
者都采用赞扬和鼓励的方式迸行评价。做对的幼儿笔者这样鼓励
他们“小宝贝!你真棒!继续努力!老师期待你更好的表现!”；而对
于做的不对的幼儿笔者则这样鼓励他们“小宝贝!你真棒!不过老
师觉着那样做是不是更好呢?继续努力!老师期待你更好的表
现”。两种评价始终都是坚持鼓励和赏识的态度，建立起了幼儿
的自信。 

4、家园同步，家长参与赏识教育 
家庭教育必须与幼儿园教育形成一股合力。家园同步开展赏

识教育，能使教育效果事半功倍。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
家长们聚在一起，总爱把彼此的孩子进行比较，并会因自己的孩
子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家的孩子，觉得自己“不会教孩子“而感
到愧疚。实践证明，创造条件让家长参与赏识教育，是促使孩子
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催化剂。幼儿园通过举办专家讲座、个别
交流、家访、家园互动等形式，可以帮助家长掌握幼儿教育学、
心理学的有关知识，让他们了解到一些现代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从而学会了解孩子，尊重孩子，赏识孩子，理解孩子，掌握教育
子女的方法和艺术。 

结语： 
幼儿在成长阶段，其自信心的建立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活有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幼儿教育阶段采用赏识教育法来实现对
他们的教育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在实际工作当中，教师必须要
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上去体贴孩子们，让他们感受到来自教师的
关爱，建立起他们心中对教师的信任，进而使赏识教育法的作用
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为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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