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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小学化教学倾向的危害
魏　梅

水城县蟠龙镇中心幼儿园　贵州　六盘水　553021

摘　要：幼儿教育对人一生的成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园教育“小学化”问题已是幼儿教育过程中难以治愈的

流感，不断在幼儿教育阶段蔓延开来。严重违背了学前儿童的年龄特征、认知发展水平及其身心发展规律，不利于幼儿的健

康成长，与此同时也给家庭与社会造成了非常不益的影响。作为广大幼教工作者，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幼儿的

主体性、自主性，落实以游戏为主的教育活动，保教结合。本文主要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现象、成因等的分析，探究

解决预防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有效策略，进而为广大幼教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帮助幼儿教育向着绿色健

康方向发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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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学前年龄段最适合在游戏活动中接受新知识、认
识新事物。如果幼儿园像小学一样，每天让孩子上课、做作
业，会使小朋友产生厌学感，因此，幼儿教育遵循的一条重
要原则就是从幼儿心理、生理特点出发，边玩边学才是幼儿
最适宜的学习方式，重在陶冶情操，激发孩子们的学习乐趣。

一、幼儿小学化教学倾向的危害
（一）教学内容知识化
人的生理成长是有阶段性和规律性的，幼儿的大脑发育

还不成熟，认知缺乏稳定性和可逆性，无法进行复杂的思维
活动。所以教育部对幼儿的认知教育要求普遍较低，只是要
求幼儿能“感知和理解数量关系”；要求 3-4 岁幼儿能数出
5 个物体、4-5 岁幼儿能简单比较数的大小、5-6 岁儿童懂
得 10 以内的加、减法等。但是许多幼儿园不顾幼儿的生理发
展、思维能力特点和教学大纲要求，随意增加幼儿园课程的
难度，甚至要求幼儿会 100 以内的加、减法，掌握几百个汉
字，并将这些作为幼儿教学的主要成绩。这无疑给幼儿身心
健康发展带来诸多负而影响，如许多幼儿对写字、数数等产
生了厌烦心理，使幼儿在很小的时候就丧失了学习兴趣。
（二）教学形式课堂化的负而影响
游戏是幼儿教学中的最好方式。通过游戏教学能够调动

幼儿的积极性、培养幼儿的兴趣，促使幼儿充分认识周围的
事物和环境。但许多幼儿园对游戏教学并不青睐，而是采用
班级授课制、集中授课制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展幼儿教学。教
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知识，儿童在下而回答问题或做练习，
这样会导致幼儿教学完全失去了游戏色彩，不利于幼儿认知
能力、情绪感知能力、心理体验能力的培养，产生欲速则不
达的负而教育效果。此外，许多幼儿园都开设了形形色色的
兴趣班，如舞蹈班、音乐班、武术班、外语班等，这些辅导
班占据了幼儿大多数课外时间，也给幼儿的身心健康带来一
些不利影响。

二、幼儿小学化教学倾向的应对策略
（一）选取适当的幼儿教育内容
根据幼儿园教育的相关指示，在幼儿教育阶段，教师应

该从健康、社会、科学、语言以及艺术等方面，制定相关的
幼儿教育内容，促使幼儿接触多元化的教育，以充分发展幼
儿的大脑思维。教师还应并将相关的指导纲要有效地宣传到
每位教师和家长，使得幼儿园教师以及家长都能明白幼儿教
育的真正意义和作用，进而选取对幼儿身心发展有益的教育
内容。

比如，在日常幼儿教育中，根据幼儿学习以及发展特点，

明确幼儿应当接受哪方面的教育、哪些教育是幼儿可以接受
的、哪些教育对幼儿的成长有益，等等。
（二）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为了应对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问题，除了选对幼儿教育内

容外，还需要创新现有的教学方式，促使教学更加的有趣和
生动，这样幼儿才会产生学习的欲望。一般幼儿都比较喜欢
游戏的教学方式，而也有很多幼儿园采取游戏教学方式来引
导幼儿学习相关的知识，同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果。那么
在实际幼儿教育中，我们可以尝试利用一些游戏活动，对知
识进行演示、拓展以及延伸，从而让幼儿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比如，为了锻炼幼儿的空间思维能力，教师可以开展一
些趣味积木搭建游戏，先提供一些物体图片，让幼儿产生一
定的感官认识，并鼓励幼儿利用手中的积木进行搭建，以尽
可能还原物体的形状，从而开发幼儿的空间思维。而有趣的
积木搭建游戏不仅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还能为幼儿创造
一个愉快的学习氛围，符合幼儿教育的目标。
（三）丰富幼儿园的教育方式
在常规课上，老师引导幼儿进行学习的方法就较为单一。

幼儿教师需积极探索在更丰富些教育方式，引导幼儿观察、
比较、操作、实验……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学习。在幼儿园中，
教学方法是多样的，教师可以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操
作、实验等方法去学习。因此丰富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方式，
也是帮助幼儿园数学教育去“小学化”行之有效的方法。

幼儿园的数学教育应是更生活化、情景化。比如，数字
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数字也叫阿拉伯数字，它有很多含义：
表示数量，年龄、时间、价格等等。感知数字的含义就要把
它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对于数字含义的感知，教师可以
这样教：生活教学：如，老师会拿起一本书让孩子回答，可
以用数字几表示。

三、结语
总之，想要解决幼儿园教育“小学化”问题，首先就需

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并且注
重和家长交流，探讨幼儿教育出现的问题，找出符合幼儿的
教学方法，这样才能解决幼儿教育“小学化”问题，为幼小
衔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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