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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育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
周红

湖南省岳阳汨罗市高泉幼儿园　湖南　汨罗　414400

摘　要：常言说：行为日久成习惯，习惯日久成性格，性格日久定前途。许多幼儿都因为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形成一些不

良的行为习惯，阻碍了以后身心的良性发展。家园共育，携手努力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是塑造幼儿心灵的最便捷、最

有效的途径。只有家园共育，形成统一的合力，幼儿园才能根据幼儿身体发展的特点和幼儿品德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目的有

计划地引导家长更科学有效地对幼儿实施家庭教育，才能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富有个性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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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题提出
现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0～ 6 岁处于行为习惯养

成的敏感期，也是一个人心理发展关键期，此时不仅容易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易于矫正不良行为习惯。但是目前
由于家庭的教养态度和方式不当、家庭人际关系缺乏、家庭
变故以及生活紧张等因素，我国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以及普
通民众有待提高的教育理念素养等的影响，使得幼儿不良行
为习惯越来越多，亟须重视和指导。正所谓防患于未然，良
好的起始教育，预防性的措施，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本文从家园共育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着手进行分析。

二、影响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诱因
（一）纵容
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很多孩子的

不良习惯，都是在父母的纵容下形成的。当孩子第一次做了
错事，父母一定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予以制止，否
则一旦形成恶习，改起来就难了。后天环境和后天教育是可
以人为控制的。父母了解了不良习惯的家庭成因，从改正自
身不良习惯做起，给孩子做好的榜样，并努力在家庭教育中
加以预防，就能极大限度地降低或避免儿童不良习惯的形成。
（二）模仿
习惯源自模仿。调查发现，一般孩子容易出现的坏习惯，

绝大部分是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影响，婴幼儿时期孩子的模仿
力极强，大人的一言一行容易为孩子所吸引、模仿，进而造
成一些不良习惯的养成。

三、家园共育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措施
（一）家园共育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原则
1. 一致性原则
在家庭教育中，家庭中的所有成年人对于未成年的子女

来说，都是教育者，都担负着教育的任务，特别是对孩子良
好习惯的培养，家长必须对子女有一个一致的态度，做到要
求一致、教育统一。

（1）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前后一致，宽严相济：对子女的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培养各种良好行为习惯，使子
女掌握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个具体
的教育问题管教上，对待孩子必须宽严始终一致。

（2）家里所有长辈对孩子要求统一：现代家庭的孩子有
些是父母不在身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父母偶尔去看望孩
子一次，出现教育方式不统一。另外，孩子的父母要求也要
统一，教育要一致。

（3）教师在园，教育一致：现在一个班里带班的有两位
老师，一个保育员阿姨，在对孩子的常规教育时，三个人的
教育要求必须统一。

（4）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要一致：教师可以召开学期
初家长会，宣布孩子人园后的生活常规及对孩子的行为习惯
要求，让家长了解幼儿园对孩子的习惯培养要求，并告诉家

长在家应配合的地方。教师在孩子人园期间，通过对孩子一
段时间的训练，孩子已形成初步的常规时，可在家长开放日
请家长来园观摩孩子在园的一日生活活动，让家长了解老师
对孩子在园的要求，让家长在家可以遵循幼儿园的一日常规
制度对孩子进行训练，让孩子快速习惯幼儿园的一日生活。

2. 持之以恒原则
家长树立榜样，为孩子塑造楷模。俗话说：言传不如身

教。为了让孩子养成种种终身受用的好习惯，做家长的必须
从自身做起，从做父母那一天做起，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
关键在于家长有了良好开端，并持之以恒地培养。
（二）家园共育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措施
1. 家园合作
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位老师。

在家庭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家长的一言一行无意之中成了孩
子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因此，要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仅仅靠幼儿园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应重视家长工
作，让家长明白养成教育的重要性。

2. 创设环境
环境的教育对幼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幼儿的思维是

具体形象的，幼儿学习的途径应是具体直观的，良好的环境
可以刺激孩子的行为习惯。游戏是进行幼儿教育的形式，是
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形式，也是幼儿最能接受的教学方式。游
戏过程中，幼儿最容易进人角色，接受教育。通过游戏，幼
儿能将学到的东西得以亲身体验，加深印象，逐步融入日常
生活学习中，养成良好的习惯。

3. 言传身教
幼儿的学习往往从模仿开始。人们常说，学生身上有着

老师和家长的影子。因此老师举手投足间都孕育着教育。老
师的一切，学生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慢慢地学生都会照
着老师的样子去做。总之，幼儿期是孩子良好习惯养成的重
要时期，它关系到孩子今后的成长，关系到孩子在做人、求
知的过程中，由他律向自律的过渡，更关系到我们今后为社
会输送的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因此，小孩子良好行为习惯养
成是奠基工程，我们要常抓不懈。

叶圣陶先生说过：“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坏习惯
养成了，一辈子吃它的亏，想改也不容易。”习惯伴随着人的
一生，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成长的道路。习惯对人极为
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习惯是人生最大的指导”。所以不
管是家庭还是幼儿园，都要从实践和理论高度加深对于幼儿
良好习惯培养的重要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李生兰．学前儿童家庭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6
［2］陈鹤琴．陈鹤琴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