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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开展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策略
◆许丹彤

( 长春幼儿师范学校)

幼儿园社会教育是以发展幼儿社会性为目的，以增进幼儿的社会认知、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引导幼儿的社会行为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我国的幼儿教育是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而幼儿的全面发展是指幼儿在身体、认知、社会等方面的整体发展。因此，幼儿
园社会教育在幼儿全面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幼儿园 社会教育 活动策略

幼儿园社会教育是一个综合的学习领域。社会学习往往融合在各种

学习活动中，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应

该围绕着幼儿的自我意识、社会认知、情感、行为技能、道德品质、社会适应

几个方面来开展活动。大量事实表明，与幼儿现实生活联系越紧密的内容

越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并容易为幼儿所理解和掌握。

一、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选择应以幼儿发展为依据

幼儿所拥有的生活经验非常有限，主要涉及家庭、幼儿园及常见社会

机构的生活经验，因此，社会教育内容的选择应以幼儿的发展为依据，应建

立在儿童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并以各种可感知的方式呈现以扩展幼儿的经

验，使教育内容真正被幼儿所理解、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继而产生特

定的情感和行为。
1． 幼儿现有的生活经验、学习的能力，制约着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幼儿阶段，幼儿所拥有的生活经验还相当有限。主要涉

及家庭、幼儿园及常见社会机构的生活经验，教师和家长是幼儿社会学习

的重要影响源。而幼儿的学习能力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幼儿处于感知运动

阶段，抽象思维水平还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

应建立在幼儿已有的经验基础之上，适当扩展，并以各种可感知的方式呈

现，以扩展幼儿的经验。幼儿的社会性经验培养需要家、园、社会保持一

致、密切配合。脱离幼儿的生活而进行的社会教育往往会适得其反，会带

来假道德或不道德的恶果，对童年造成危害。
2． 幼儿的经验和发展，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具有一定结构的，在

选择活动时，应考虑到这种结构，考虑到幼儿教育和发展的不同侧面。社

会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尤其是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学习，往往不

是教师直接“教”的结果。幼儿主要是通过在实际生活和活动中积累有关

的经验和体验而学习的，教师要注意通过环境影响、感染幼儿。幼儿有多

种多样的经验，也有多方面的发展，一定要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幼儿发展

的不同侧面，使教育内容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二、合理选择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

“幼儿园社会教育是一门关于人和社会、文化的课程，离开了社会现

实，离开了幼儿熟悉的社会生活，远离了幼儿已有经验，这一课程也就失去

了其存在的根基”。
1． 要选择适宜贴切的内容。第一，与目标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必须

删除; 第二，所选内容应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既以幼儿的心理水平为基

础，又有发展性; 第三，所选内容要有启发性，能锻炼幼儿的思维，启迪幼儿

的心灵。在组织内容时要把逻辑顺序和心理顺序相结合。逻辑顺序即知

识系统的内在逻辑体系，心理顺序即幼儿学习活动内在的认知规律。因

此，适合幼儿发展水平的课程内容应当以幼儿为中心，以幼儿的特点和需

要为出发点来制定。“有效教学始于学习者的现有知识，他们的文化实践、

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学科内容的掌握程度。”
2． 以适宜幼儿的发展的方式来呈现教学内容。社会学习是一个漫长

的积累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特别珍视人通过体验获得的生活经验。

正如前苏联心理学家鲁克所言:“个人的情绪经验愈是多样化，就愈容易体

会、了解、想象别人的精神世界，甚至会有‘密切的情感交流’。”在教育中抓

住一切社会教育的契机是对幼儿园教师的基本要求。社会教育是与现实

生活紧密关联的教育，通过真实的生活事件和生活情境，培养幼儿的基本

社会生活能力和技能，并增进幼儿的相关知识，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充

分利用现实生活，在生活事件、生活活动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让幼

儿练习、实践，只有这种结合现实生活的社会教育才能真正取得成效。社

会教育强调幼儿在做中学，通过真实的体验来学习。

三、有效选择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方式

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水平是我们确定幼儿教育任务、内容、方法的

主要依据。幼儿教育的任务，要求一般都较为具体、粗浅，并要切合幼儿实

际生活经验，如知识上只要求了解周围生活中粗浅的知识，道德方面的要

求多为具体的道德的行为，这些都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需求提出来的。幼

儿教育的任务、内容、方法越切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就越能促进儿童发

展，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1． 采用直观教学的方法。直观的教学方法就是基于幼儿思维、认识特

点具有具体形象性而提出的，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该方

法的使用有利于幼儿思维的发展。现代教学媒体的使用，为教学信息便

捷、高效地传递提供了可能，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一味追

求形式的多样化，却忽视潜移默化的教育特点; 呆板的言语说教无法深入

幼儿心灵，也难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为“情感的本质就是一种感

受，‘自我的感受’是情感的核心”。从某种意义而言，幼儿更多情况下是教

师手中的提线木偶，在活动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教师教的主动性、创造性，

而不是幼儿的主动发现与主动学习。因此，许多教学活动常常表现出“内

容是教师‘想’出来的，方法是教师‘做’出来的，结果是教师‘说’出来的，

而不是幼儿发展所需要的学习，必然会浪费幼儿许多美好的童年时光。
2． 注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在社会教育中既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

征，又要考虑个别差异。为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的长处和获得成功感的

机会，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年龄特征只是某个时期幼儿表现出的一般的

特征，它是从对大多数儿童的观察、评价中得到的，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幼

儿来说，其发展水平都各有差异，对于同一个班的幼儿，不可能想象他们个

个发展水平都一样。因此，在教育实践中，不仅要考虑幼儿一般的特征，而

且要了解每个幼儿的具体情况和发展差异，根据每个幼儿的个别特征进行

不同的教育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幼儿教育的内容、方法真正符合幼儿的

身心发展水平，引起他们积极、主动地活动，促进他们的发展。
3． 运用移情、陶冶熏染法进行教育。通过故事、情境表演等形式使幼

儿理解和分享别人的情绪体验，例如幼儿接触过聋哑人后，让幼儿用哑剧

的形式进行表演，感受聋哑人的不便之处，真正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激发

幼儿关心、同情弱者的心情和欲望。此外可能过身边的环境条件、生活气

氛对幼儿进行积极硬化、熏陶。例如，在教育幼儿不摘小草时，可以把幼儿

带到广阔的草地前，让幼儿置身于蓝天、绿草的环境中，感受大自然的美，

让幼儿从内心感受到对环境的爱，从而懂得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总之，幼儿社会教育活动应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充

分关注幼儿的经验，引导幼儿在生活和活动中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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