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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 题 ： 幼 儿 园 健 康 教 育 活

动常常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核心目标、出发

点和立足点是幼儿健康行为的养成。幼儿

园健康教育活动作为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

主要形式，当然也应该以幼儿健康行为的

确立为主要目标。但是，我们在幼儿园常

常发现老师们在进行健康教育活动时遇到

许多烦恼。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在笔者看来，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忽

视幼儿的情感体验是主要原因之一。请看

以下几个从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中抽取出

来的片段。

片段一：小班日常行为教育活动

幼儿已经是第三遍跟老师一起念《刷

牙歌》了。孩子们伸出的右手食指由原来

勉强看得出的“上刷刷，下刷刷”变成了

根本看不出方向和规律的动作，有些孩子

已经不再发出声音，目光也开始由老师转

向别的地方⋯⋯

片段二：小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老师意图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让幼

儿体会小狗、小猫等小动物怎样用自己力

所能及的方法帮助别人克服困难，从而使得别人和

自己都感到快乐。情境表演结束之后，老师想把这

一主题从情境表演中迁移到幼儿的生活中，于是问

幼儿：“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困难呢？”谁

知全班幼儿一致回答没有。老师开始举例 引 导 幼

儿：“比如，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妈妈走散了⋯⋯”

没想到幼儿竟把老师举的例子一一否定，认为在他

们的生活里根本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片段三：小班饮食营养教育活动

活动快要结束了，老师问小朋友们：“我们今

天知道了平时要多喝什么才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呀？”

全班幼儿异口同声地说：“水！”“好！活动到此

结束，老师请小朋友帮忙把桌上的果汁、水、牛奶

拿回教室。”老师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小朋友冲

到桌边，把一瓶橙汁紧紧地抱在怀里。大家都问他

为什么只抱这一瓶，他说： “因为我喜欢 喝 橙 汁

啊！”显然，他这时候已经忘记了刚才老师花了 !"
分钟的时间来告诉大家要多喝白开水的道理了⋯⋯

以上三个片段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幼儿园健

康教育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些

问题的出现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忽视了幼儿的情

感体验。为了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幼儿园开展幼儿健

康教育的情况，笔者在幼儿园还看了一些健康教育

活动。经过总结，发现当前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中

忽视幼儿情感体验的问题含有以下三个层面，而上

述三个片段则分别是这三个层面的典型。

层面一：在健康教育活动中采取单调枯燥的说

教形式，使得幼儿对整个活动的过程意兴阑珊，往

往在活动过程中注意力就开始转移。连注意力都不

能集中，又如何谈情感体验呢？

层面二：活动采取的形式比较灵活多样，幼儿

对活动的形式有兴趣，也有情感投入。但是幼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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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师设计的活动目的以及老师所选择的健康教育

内容却没有产生情感共鸣，甚至根本没有理解老师

所选择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

层面三：幼儿对活动的形式感兴趣，也能理解活

动的内容，但活动的效果在幼儿身上没有很好地体

现。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健康教育内容并没有有效地

调动幼儿的情感，使得活动的开展没有能够通过情

感体验在幼儿的内心形成内驱力，导致活动结束之

后幼儿仍未能有效地改变过去的不健康行为习惯。

上述可见，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未能产生预期

的效果，教师由此出现的烦恼，很重要的一方面是

健康教育忽视了幼儿的情感体验，违背了教育要有

针对性这条重要原则。笔者认为，要提高当前幼儿

园健康教育活动的质量，就要从健康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这两个方面入手。

二、对策：合适的内容!灵活的形式

（一）选择合适的健康教育内容

在进行健康教育活动前，老师应该在充分了解

幼儿的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健康教育内容。这里的

“了解幼儿”，一是指了解幼儿的生活。即了解幼儿

在生活中碰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了解幼儿在

生活中对哪些与健康有关的知识感兴趣。因为只有

来源于幼儿生活的素材才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唤起

幼儿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其行为实现的内驱力，再

回到生活中去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从

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健康教育才是真正为了

幼儿的健康教育。二是指了解幼儿的认知。在选定

健康教育的内容之后，老师应该先调查幼儿对于这

一内容知道一些什么，而不是盲目地把自己所知道

的告诉幼儿。因为成人和幼儿对于同一概念的理解

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只有了解幼儿的认知，才能

做到从幼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才能真正唤起幼

儿的情感体验。

（二）选择灵活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形式

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中幼儿的情感体验应贯穿

整个教育过程始终，因此增强健康教育活动中幼儿

的情感体验，切忌使用单一枯燥的说教形式，而应

采取多样化的形式，为幼儿的情感体验提供尽可能

大的活动空间。笔者曾在观摩某些幼儿园健康教育

活动的时候，发现有的老师采取编排儿童 剧 的 形

式，效果较好。本人觉得编排儿童剧是开展健康教

育活动的一种好形式，所以，在此建议：幼儿园健

康教育活动应考虑利用编排儿童剧的形式进行。但

必须指出的是，儿童剧的编排主体是幼儿而不是老

师；而且，健康教育活动是指儿童剧的整个编排过

程，而绝非仅仅指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一幕舞台剧景

象。具体来讲，我认为编排儿童剧应该包括科学探

索、语言交流、社会互动和艺术表达等环节。

科学探索是指在儿童剧编排的初期，对于儿童

剧的内容，也就是老师在考察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

上和幼儿一起讨论之后所选定的健康教育的内容，

应鼓励每个幼儿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式搜集相关的

资料。语言交流是指在各自的搜集之后，把大家的

资料汇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并通过交流，将儿童剧

编排的具体计划制定好。社会互动是指在确立详尽

的计划之后，幼儿在计划的基础上自主地进行儿童

剧的编排。这一过程对于幼儿来说不仅是一个将计

划付诸实施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在行动中如

何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与同伴通力合作以

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过程。艺术表达是指最后呈

现出来的一场完整的儿童剧。在儿童剧中，幼儿可

以通过美术表现舞台背景，通过音乐渲染 舞 台 气

氛，通过舞蹈表达出各种形象、各种事件和各种情

绪。而这些艺术的手段可以使得幼儿对于健康活动

的主题的情感体验达到一个高潮。

事实上，四个领域之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是

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笔者所说的“编排儿童剧”其

实就是指以综合活动作为载体来进行健康教育。之

所以选取编排儿童剧的形式在此探讨，是因为笔者

认为这种形式有助于幼儿在活动中进行情感体验。

在活动中，幼儿的情感体验是无处不在的：在编排

的过程中，它作为促进整个活动向前发展的内驱力

存在；在呈现出的舞台剧中，它作为一种在每个幼

儿身上都能看出来的外显的情绪存在；当然最重要

的是，当儿童剧结束之后，它带给幼儿的情感影响

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因为幼儿为它作出了各种努

力，而且儿童剧最后的舞台效果以及成功完成儿童

剧的成就感给幼儿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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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常法”管理模式

“五常法”是 !""# 年香港人何广明教授创造

的概念。 “五”源于五个日本字 （见表 !），这五

个 字 全 部 是 “$” 开 头 的 字 ， 所 以 它 也 称 为 %&$。

何广明教授在日本研究优秀企业的时候， 发 现 了

%&$ 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年，他整理出了

基于 %&$ 的优质管理方法，即“常组织”、“常整

顿”、“常清洁”、“常规范”、“常自律”。它是一

个由内向外、由人到物、由软件到硬件、由理论到

实践、由制度到流程、由考评到自省的完整的管理

体系。

表 ! %&$ 字面含义

在何广明教授的倡导下，香港的部分企业开始

将 “五常法”的管理运用到实践中。香港 司 法 机

构、香港电讯、伟易达、权智、飞利浦、玛嘉烈医

院等机构运用“五常法”，每年为机构节省了数亿

元的资金，并大大改善了这些公司的工作环境和综

合竞争力。对于餐饮企业而言，运用“五常法”能

对餐厅的安全、卫生、品质、效率、形象等方面进

行科学有效的现场管理，在成本控制、工作效率提

升、企业文化形成和企业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

促进的作用。

“五常法”在企业中的成功，使幼儿园的管理

者开始将它借鉴到幼儿园的管理中，并增加了“保

安” （$’()）的内容，用以管理幼儿的日常生活，

从而培养孩子的良好个性，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但鉴于习惯，仍称之为“五常法”。

二、“五常法”在幼儿园实践中的运用

“五常法”在幼儿园具体运用的解释如表 * 所

示，笔者再以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以期给同仁以

借鉴和启发。

推荐 日文 日文注音 英 文 其它中文提法

整理 整理 $)+,+ $-,./-.,+0)，$1,-，2,3’4+0’5
-+14

清 除 ，整 理 ，常 组
织

整顿 整顿 $)+-14 $60-)7+0)，$-,’+38-)4，
9)’-4)00 整理，常整顿

清扫 清そ $)+01 $’4+-+0)，$8+4)，:;)’4+43 清洁，常清洁

规范 清洁 $)+<)-0. $-’4=’,=+0)，$-’4=’,=+>) 清 洁 ，标 准 化 ，规
范化，常规范

素养 し付け $8+-0.<) $);( =+0/?;+4)， $.0-’+4，
@+0/+?;+4) ’4= A,’+4+43

培 训 与 自 律 ，修
养，常自律

可以作为一种持久的动力来影响幼儿的心 理 及 行

为。在幼儿已经具有了行为的内驱力的基础上，教

育者再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外在的督促，对幼儿的认

知水平进行适当的提升，我想幼儿健康行为的确立

应该会变得容易一些，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的目标

也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无疑，幼儿园的健康教育活动无论在内容和形

式的选择方面都是丰富多彩的。但不管怎样，在健

康教育活动中，增强幼儿情感体验的重要性是不可

否认的。除了编排儿童剧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

增强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中幼儿的情感体验，是值

得我们今后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刘蕊：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学前教育系 江

苏南京 *!BB"C）

促进幼儿个性发展的
“ 五常法”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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