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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前幼儿素质教育质量研究 
◆曾玉燕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中泉镇中心幼儿园  730404） 

 
摘要：幼儿园教育是人接受的启蒙教育，通过高质量的教育能够帮助幼

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其未来的成长以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社会各级对幼儿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全新的幼儿教学标准对幼
儿园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幼儿园教育模式下，幼儿被

动接受知识的灌输，教学过程缺乏足够的趣味性，幼儿的学习需求无法

得到有效的满足，为此教师需要结合幼儿的实际特点，积极调整教学方
法，采取素质教育的基本模式，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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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合理的教学
模式优化学前教育，为幼儿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是教师需要重点
解决的问题。现阶段，幼儿学前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
问题，教师和幼儿家长重视程度严重不足，教育方法陈旧落后，
严重阻碍了幼儿的成长以及发展，为此教师应当以素质教育理念
为基础，积极调整教学模式，确立合理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学内
容的趣味性，增强幼儿的学习兴趣，通过各种综合性的措施，解
决目前教育过程中出存在的各类问题，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一、学前幼儿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幼儿由于自身年龄特点，认知能力和智力发展迅速，通过高

质量的学前幼儿素质教育能够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提高，使幼儿
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基本的语言交流技能以及生活技能，为今后的
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与幼儿家中开展
合作，实现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联动效应，使幼儿在探
究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为保证教学质量，
教师需要确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重点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和自我控
制能力，提高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主探究意识，使幼儿能够以积
极的状态迎接未来的生活[1]。 

二、幼儿学前素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幼儿学前素质教育尚存在诸多问题，很多教师受到传

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学过程中依然采用传统的灌输教学模式，
缺乏对幼儿特点的考察，教学主要内容为背诗、算数、学字等，
幼儿机械的重复背诵，对教学内容缺乏深入的理解，综合能力未
得到有效提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幼儿做出了过多的限制，
教学定位不合理，幼儿的天性受到严重限制，严重阻碍了幼儿的
成长以及发展。 

三、提升学前幼儿素质教育质量的策略 
（一）树立平等化的教育理念 
传统的幼儿教育模式之下，教师是课堂教育的核心，幼儿被

动接受教师的各种指令，为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教师需要建立
起平等化的教育理念，形成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2]。在幼儿园各
类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当减少对幼儿语言以及行为的限制，采取
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幼儿进行管理，保证教育过程的理性。在平等
的教育模式下，幼儿能够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完成知识的学习，教
学质量能够得到全面提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强与幼儿
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导幼儿主动进行探究，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
理念。比如在进行折纸类活动时，教师应当避免采用简单的折纸
模仿教学，鼓励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纸张，发挥自身的想象力，
折出自己喜爱的形状，在幼儿完成折纸后，教师需要给予必要的
鼓励和肯定，向其他幼儿展示优秀的折纸作品，提高幼儿的学习
兴趣。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幼儿成为了教育活动的主体，学习兴
趣显著提高，对幼儿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积极开展启发式教学 
幼儿阶段是每个人智力开发的关键时期，由于自身年龄特

点，幼儿的创造力普遍比较强，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充
分利用幼儿的实际特点，全面开发幼儿的潜能，创新教学目标，
改革教学模式，积极践行素质教育的理念，加强对幼儿学习过程
的关注，通过不断的启发，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

生活经验的有效积累，为幼儿将来的成长以及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学前幼儿素质教育中存在诸多适合启发教育的元素，教师应
当积极挖掘利用，实现对幼儿智力的有效开发[3]。比如很多幼儿
对不同的颜色比较感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告知幼
儿草地是绿色的，引导幼儿在教室中寻找其他绿色的物品，在这
种教学模式下，幼儿的思维得到充分锻炼，学习兴趣显著提高。 

（三）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丰富幼儿的学习体验 
农村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自主学生走

出幼儿园，到大自然中欣赏各类野花、树木等植物，教师可以组
织幼儿将看到的景物画在之上，也可以在自然中选取各类材料，
如树叶、树枝、花朵等，编织各类工艺品，幼儿通过亲身参与，
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的魅力，在绘画以及编织工艺品的过程中，幼
儿的学习兴趣能够得到全面提高，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均
得到充分锻炼，相比于传统的灌输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法的优
势显著[4]。另外，幼儿普遍对于游戏类的教学活动比较感兴趣，
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各类游戏活动，培养
幼儿的合作能力以及沟通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将幼儿分成若干个
小组，组织进行照镜子的游戏活动，其中一名幼儿手持镜子，另
一名幼儿照镜子，并在额头位置点上红点。在这个过程中两名幼
儿需要交流合作，调整镜子的高度和点红点的方法，幼儿的合作
交流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对幼儿的成长以及发展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5]。 

结束语： 
幼儿园阶段的教育对人的成长以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针对

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教师应当以素质教育理念作为基础，
将幼儿作为教育的核心，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对幼儿的引导和启
发，采取游戏化的教学方法，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促进幼儿综
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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