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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认识不足。树立正确的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观应采取加强学前

儿童的身体健康发展、心理健康发展和安全卫生教育等策略。

　　关键词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健康教育观 ;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 : G616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 0845 (2011) 01 - 0018 - 02

收稿日期 : 2010 - 11 - 10

作者简介 :高庆春 (1964 - ) ,男 ,黑龙江巴彦人 ,副教授 ,从事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研究。

　　学前儿童家庭健康教育作为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针对性 ,幼教工作者及广大家长

朋友对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树立正确的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观

11部分家长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认识不足

健康是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基本潜能。我国著名的学

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 :“身心健康是一个人最大

的资本。”1989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的概念定义为 :“健

康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由于学前儿童道德发展水平十分有限 ,所以身体与心理的

健康便成为判断其健康状况的主要标志 ,并且两者密切相

关。学前儿童的健康是指 :学前儿童各器官、组织的正常生

长发育 ,没有生理缺陷 ,能较好地抵抗各种疾病 ,体质不断

增强 ;心理发展达到相应年龄组儿童的正常水平 ,性格开

朗 ,情绪乐观 ,无心理障碍 ,对环境有较快的适应能力。

学前儿童健康的获得需要成人的关心和教育。毋庸讳

言 ,不少人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认识还存有偏颇 ,认为这

种教育应在幼儿园的特定环境中进行 ,对家庭教育在儿童

健康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认识不清。实践证明 ,正确指导

家长科学地开展家庭教育 ,能最大限度地缓解外界给予孩

子的压力和紧张感 ,同时也有利于父母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孩子 ,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我们在对学前儿童家庭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的调查、

访谈中发现 ,一些家长只关注学前儿童对知识、技能掌握的

情况 ,而对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各种兴趣的培养、生活能

力的获得等却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孩子认识了多少汉

字、演算了多少习题、背诵了多少诗文等有形的知识性内

容 ,往往把这些作为衡量孩子发展的唯一标准。而对于学

前儿童表现出的自理能力差、身体素质不佳、挑食、偏食等

现象却重视不够。一些家长对学前儿童健康的认识和理解

仍停留在没有疾病就是健康的层面上 ,较少与孩子共同游

戏、共同参加体育锻炼、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他们根本不注

意孩子的膳食营养 ,认为幼儿喜欢吃什么就让他 (她 )吃什

么 ;有的家长还把自己的生存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 ,违背了

孩子身心发展规律 ,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由于国情所致 ,目前在我国的许多家庭中 ,往往是由祖

辈担当着学前教育的主要角色。调查表明 ,隔代教育中存

在的对于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非理性成分更多 ,存在的误

区也更多 ,使得家庭教育中的分歧、矛盾也随之增多 ,不利

于学前儿童的健康发展 ,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并积极加以解

决。

21提高家长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认识刻不容缓

应提高家长对学前儿童家庭健康教育的认识 ,要帮助

家长树立正确的健康教育观 ,使家长认识到身体健康是幼

儿成长的先决条件 ,知识并不是学前儿童学习的唯一内容 ,

应把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家庭是幼儿成长的第一环境 ,是其人生的第一站 ,家长

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 ,让幼儿健康成长是家长的责任和义

务 ,家长必须树立“健康第一 ”的观念。家长应成为幼儿健

康教育中的首席教师 ,并将家庭视为幼儿获得健康意识的

第一个平台 ,在与幼儿的密切接触中 ,要随时抓住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对其实施健康教育。

家长应学习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 ,并积极参加家长学

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了解儿童的饮食营养与疾病预访等知

识 ,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另外 ,还应借鉴其他家长的

成功教育经验和真实生动的案例 ,使其充分认识“生命在于

运动 ”的实际意义 ,提高其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 ,使其认

识到锻炼不仅能促进幼儿的生长发育 ,促进其身体健康 ,增

强其机体的抵抗力 ,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行为及

交往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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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前儿童家庭健康教育的实施策略

11应加强学前儿童的身体健康发展教育

(1)家长要为学前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教育环

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强调幼儿园体育活动应以培养

幼儿体育活动兴趣、发展基本动作、提高幼儿动作的协调性

和灵活性为主。家长带幼儿开展体育活动时 ,由于受到器

材、场地、活动内容等方面的限制 ,有时会在培养孩子运动

兴趣与能力时感到束手无策 ,无从做起。其实 ,家长可以充

分利用自然条件 (爬山 ,在田埂上走 ,在草地上自由爬、跑、

滚、翻 )和小区的体育设施带幼儿进行运动。家长还可以带

幼儿做些小游戏 ,多运用轻巧、实用的小器材 ,如沙包、布

袋、跳跳球、雪碧瓶、各种纸盒等 ;还可以利用自己身体的不

同造型 ,如变换高、矮、大、小 ,或山或洞 ,引导幼儿或钻或

爬。另外 ,家长应每天抽出半小时时间和孩子一起做游戏 ,

并利用双休日和孩子一起做运动 ,应尽量让家庭中的活动

带上游戏的色彩 ,寓教于游戏之中 ,让家庭教育充满乐趣 ,

使幼儿既能在体育活动中锻炼身体 ,又能在游戏中愉悦身

心。每次游戏结束后 ,家长还应和孩子一同整理物品 ,打扫

场地 ,以培养孩子的自立和自理的能力 ,培养他们的任务意

识和责任感。

(2)家长要成为学前儿童动作练习活动的参与者和指

导者

家长应了解幼儿的身体发育和动作发展的特点 ,掌握

相应的教育方法和技巧 ,针对孩子的身体发育状况和动作

发展情况 ,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家长要参与到活动中去 ,

成为孩子活动的玩伴 ,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活

动的内容和形式 ,并及时地对其进行引导 ,以激发幼儿游戏

的热情 ,培养幼儿的运动兴趣和良好习惯。

儿童动作功能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时期 ,即姿势摆

位 (0～2岁 )、粗大动作 (2～4岁 )、精细动作 (4～8岁 )和技

巧 (5岁以后 )。每一时期的发展都在为下一阶段打基础 ,只

有基础扎实了 ,才能更好地促进其身体素质的提高。因此 ,

家长要针对不同时期儿童动作发展的特点 ,科学地指导孩

子进行动作练习活动 ,保证活动的时间和适宜的强度 ,不必

在技能和技巧方面对其提出过多的要求 ,达到提高体能及

增强身体的整体素质的目的即可。

(3)在家庭亲子远足活动中促进学前儿童身心的健康

发展

远足不仅是一项积极的健身活动 ,而且能促进学前儿

童智力的发展 ,达到陶冶性情、锻炼意志的目的。同时 ,它

又为学前儿童提供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 ,为其扩大了接触、

认识社会的活动空间。家庭亲子远足活动是亲子教育与远

足活动的结合 ,是一种开放式的家园合作教育形式。现今

大多数学前儿童的家长由于忙于事业 ,与子女的沟通较少。

而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在孩子的健康教育中的特

殊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家长自身的意志品质会对孩子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 ,尤其是勇敢、坚强、有恒心、有毅力、不怕

困难、心胸开阔等优良品质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家长在远

足活动中可利用自然环境为孩子创设困难情境 (如爬高山、

走独木桥、钻山洞等 ) ,让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解

决困难。因此 ,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家庭亲子远足活动 ,

能有效地增强学前儿童的体能 ,提高其耐受力 ;同时 ,能够

提高学前儿童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提高其抗寒、抗热以及

抵抗各种病菌侵入机体的能力 ;该活动还能够促进家庭成

员间的情感交流 ,满足学前儿童良好的情绪体验并锻炼其

意志品质。

21应加强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教育

学前儿童的情绪容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他们不善于用

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往往是用行为来表达高兴、悲伤、生

气、害怕等情绪 ,他们尚缺乏自我表达和调节、控制情绪的能

力 ,他们在焦虑、忧愁、悲伤、惊恐、愤怒和痛苦时 ,会发生一系

列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因此 ,家长要重视对学前儿童的引

导 ,在家庭生活中要以乐观、积极的情绪感染孩子 ,尤其不要

因为自己的情绪波动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要善于接纳和识

别幼儿的各种情绪 ,采取有效的方法帮助幼儿摆脱不愉快的

情绪 ,帮助幼儿学会控制情绪 ,为幼儿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

境。只有这样 ,孩子才会有安全感 ,孩子才会敢想、敢说、敢

做 ,并够获得积极、愉快的情绪体验 ,从而为孩子的学习增加

动力 ,为其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奠定基础。

31应加强学前儿童的安全卫生教育

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既能保证幼儿健康、安全地生

活 ,又能使其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当幼儿养成

了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后 ,就可以很好地计划自己的生活 ,

掌控自己的学习 ,并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学前儿童

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不是单靠幼儿园组织的几次活动就能

实现的 ,必须建立在对卫生习惯的认知上 ,要经过不断的重

复或多次练习 ,使之成为无意识的主动行为。由于学前儿

童的自理能力有限 ,家长要与他们认真地配合 ,同时要注意

自身的生活卫生习惯 ,为孩子树立榜样。家长在教育孩子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时 ,不能对其进行过度保护 ,要注意把教

育内容内化为孩子自身的需要和行为。对学前儿童在生活

习惯的养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家长可以适当帮助其解决 ,

但不能越俎代庖 ,包办代替。家长要配合幼儿园帮助儿童

建立合理的一日常规 ,使他们明白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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