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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教育对儿童生活的背离和回归
刘　洪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第六幼儿园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关注幼儿的生活和提高幼儿的生活质量，是学前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在幼儿园中，幼儿的学习和生活是一体的，

幼儿生活教育的途径多样。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提高幼儿的生活质量成为学前教育的一个价值追求。

本文对幼儿园活动设计进行探究，以期让幼儿园活动设计回归幼儿生活，减少对幼儿生活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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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当下幼儿教育事业

中，开展幼儿园教育活动要寓教育于一日生活、游戏之中，

即幼儿教师在开展幼儿教育时，要注重游戏化教学及一日生

活活动的开展，通过游戏活动渗透教育，使幼儿在活动中提

升思想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游戏活动生活化

戏通常需要集体完成，每个幼儿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他们都要与小伙伴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组织民间游戏活动，

调动幼儿的游戏积极性，有利于增强幼儿的社会性。幼儿学

前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联系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来看，要注

重联系生活化游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对知识进

行有效地学习。幼儿教育融入生活理念，深入地分析了幼儿

的成长及发展特点，注重把握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引导幼儿对知识进行有效地感知和体验，促进知识的内化。

联系游戏教学，遵循幼儿的天性，使幼儿在快乐中学习及成

长。同时，利用生活游戏进行教学引导，能够使幼儿主动学

习，并在游戏中做好知识的体验，调动幼儿感知力，强化知

识点的学习及理解。

二、体育活动生活化

体育活动也是幼儿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活动，在参与体育

活动的同时，幼儿的身体素质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将幼儿

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体育活动纳入幼儿园的体育课程，变竞

技为兴趣，是幼儿园体育课程改革的方向。这样，体育活动

不再只是单纯的竞技训练，特色、休闲运动将使体育活动更

加生动、有趣，能激发幼儿的参与欲望，还能开发他们的体

能和智力。幼儿的“规则意识”较弱，在上幼儿园之前，无

拘无束仿佛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教师可以用体育活动来加

强他们的“规则意识”，将体育活动纳入幼儿的日常生活，帮

助幼儿在体育锻炼中找到乐趣，让幼儿不自觉地进行体育活

动，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一习惯。

三、区域活动生活化

区域活动是进行幼儿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教师要利用

好幼儿的心理认知、习惯，选择具有影响力和教育指向性的

区域活动，让幼儿区域活动富有生机、新意，激发幼儿的区

域活动兴趣，让幼儿在活动中获得快乐，培养幼儿热爱生活、

珍爱伙伴、呵护生命的好品格，提升幼儿的活动素养。区域

活动迎合了幼儿心理发展的需求，将大的场景化小，使幼儿

拥有更多机会认识社会、接触生活。

鉴于此，教师可以给幼儿创造一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

关的区域情境，如“超市”“图书馆”等，让幼儿仿佛置身

其中，从而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技能。如教师可

以让幼儿在模拟“超市”中进行区域活动，与同伴一起“购

物”，唤醒幼儿与家长在超市购物的记忆，并加以运用，使幼

儿学会一些新的交往技能，掌握找不到想要的物品时如何向

他人表达诉求，在接受别人的帮助以后如何向他人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让幼儿在“图书馆”中进行区域活动，

对书籍的检索、借还有一个清晰认识，并养成在“图书馆”

中不大声喧哗、不打扰他人的好习惯。这样践行区域活动生

活化的理念，有利于给幼儿营造贴近生活现实的场景，让幼

儿学会处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给他们更多锻炼的机会，提

高他们的社会交往技能。

四、信息技术活动生活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俨然进入身边各领域中，人

们仿佛已经离不开它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符合幼儿的年

龄特点、能有效促进幼儿发展的信息技术，才是幼儿需要的，

并不是任何信息技术都有利于幼儿的发展与成长。让信息技

术贴近幼儿生活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信息技术提供的信息实

在太多，又不易监管，其中还可能有幼儿难以理解的或者超

前理解的信息，这无异于是对幼儿生活的一种背离，是不符

合幼儿成长的信息，容易造成幼儿心理上的“早熟”“扭曲”

等。

因此教师要对信息进行筛选，留下适合幼儿年龄阶段的

内容，如此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向幼

儿传递音乐、美术知识，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一方面，教

师可以给幼儿播放音乐和图像，让幼儿做艺术赏析，在他们

心中树立起“美”的意识，提高他们“发现美”的能力。另

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幼儿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艺术创作。只要

把控得当、设计合理，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教师可以

让幼儿结合对生活的感触进行艺术创作，利用画图工具描绘

生活景象。这样践行信息技术活动生活化的理念，有利于提

高幼儿对信息技术的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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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教育活动生活化

科学教育活动生活化指在组织、设计和实施幼儿园科学

活动时，把活动与幼儿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联系起来，使

幼儿获得身心和谐发展。将科学知识传递给幼儿，在他们心

中提前树立科学意识，使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将生活

融入科学教育活动，能够激发和保持幼儿的探究欲望和兴趣，

使得“科学”不再是冷冰冰的内容。只要幼儿细心观察，他

们就能够发现，生活中隐藏着不少科学知识。虽然这时他们

心中“科学”的含义稍显模糊，但是依然能够在他们幼小的

心灵埋下科学的种子。

六、结束语

总之，在生活化教学的大背景下，“让幼儿园活动设计回

归幼儿生活”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能够让幼儿在生活中参与

实践，在体验中学习和发展，并且从中培养幼儿亲自然、亲

社会的人文情感。教师可以从以上五种活动形式出发，选择

贴近幼儿生活的活动内容，采取积极的教学策略，对幼儿进

行全方位培养，开发幼儿的体能与智力，注重将生活与幼儿

教育教学活动进行联系，促进幼儿快乐成长，使得幼儿获得

身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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