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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

个快节奏 、高效率 、

大信息 、竞争激烈

的社会 。它对人才

素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 ,需要人们具备

多种能力 ,其中包

括自我教育能力 。

这也是每个人促进

自身发展的需要 。

所谓幼儿自我

教育能力 ,是指幼

儿个体对自己的想

法和行为能够自

知 、自控的能力 。它

包括自我评价能

力 、自我体验能力 、

自我控制能力 、自

我认识能力 。幼儿

的自我教育能力属

于道德品质的范

畴 ,而任何道德品

质的形成都包含着

四种心理因素 ,即

道德情感 、道德认

识 、道德意志和道

德行为 。那么 ,怎样

从这四方面入手 ,

培养幼儿的自我教育能力呢?

一 、提高幼儿的道德认识 ,帮助幼儿学会自我

评价 。

幼儿评价能力的发展是以道德认识的发展为

前提的 ,因此 ,必须首先提高幼儿的道德认识 。幼儿

道德认识的发展水平较低 ,道德认识肤浅 ,概括力

差 ,是非概念模糊 。根据这一特点 ,教师在教学中可

选用大量具体含有道德情景 、道德行为的内容 ,通

过故事和儿歌教学 ,借看图讲述 、看幻灯 、看录像等

生动活泼的形式 ,教给幼儿一些粗浅的道德知识 ,

并通过实践和练习 ,使幼儿逐步形成和掌握初步的

道德概念 ,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使他们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

在此基础上 ,教师必须教会幼儿运用已掌握的各种

道德认识去分析 、评价自身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 。

如:教师向幼儿提出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 ,要求幼

儿将自己的言行与这一行为准则进行比较 ,从而判

断自己的言行是对还是错 。如果是错的 ,则要求说

出错在哪里 ,教他分析错的原因 ,以此来逐渐提高

他的自我评价能力 。

二 、丰富幼儿的道德情感 ,注重幼儿的情绪体

验 。

良好的道德情感可以帮助幼儿产生良好的道

德行为 ,提高幼儿的自我教育能力 。情感是在一定

的环境中产生的 ,因此教师应创设一种充满爱 、信

任和民主的人际交往的良好环境 ,通过多种途径和

方法培养幼儿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 。当孩子做错了

事 ,教师不能以粗暴 、威吓的手段使幼儿产生痛苦

的情感体验 ,而应婉转地告诉他应该怎样做 。良好

的环境可使幼儿接受成人的建议 ,修正自己的错误

行为 。当然 ,当幼儿做了好事或有了一些进步时 ,教

师要及时进行表扬和鼓励 ,让幼儿内心产生一种积

极 、愉快的情绪体验 。这种情绪体验会转化成一种

内在的动力 ,不仅可以巩固良好的行为习惯 ,还能

驱使幼儿多做好事 ,争取更大进步 。

三 、完善幼儿的道德意志 ,培养幼儿的自我控

制能力 。

幼儿的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 ,而且自制力差 ,

易冲动 ,容易受外界事物的干扰和影响 。老师要逐

步教会孩子控制自己的行为 ,并通过反复练习帮助

他们建立控制系统 ,逐渐做到自觉地控制其行为 。

首先 ,幼儿园和家庭都应建立科学而合理的生活制

度 ,要求幼儿按照生活制度进行各项活动 ,养成良

好的 、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鼓励幼儿经常地通过一

定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其次 ,教师应不断对幼儿

提出具体 、合理 、一贯性的要求 ,促使他们将道德要

求转化为自己的行为 。还要给幼儿一些必要的限

制 ,帮助幼儿约束自己的行为 ,培养他们行为的自

我控制能力 。当然 ,教师在设计活动时 ,应考虑幼儿

的年龄特点 ,增加活动的趣味性 ,通过鼓励与赞扬

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创造条件让幼儿去尝试成功 。

这对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

四 ,强化幼儿的道德行为 ,提高幼儿的认识水

平 。

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是在日常生活和教育过

程中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 。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

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给幼儿布置具体的任务 ,采用

多种形式 ,让他们反复进行行为练习 。在这一过程

中 ,教师可向幼儿提供良好的榜样(如文学艺术作

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幼儿身边的好人好事等),

以激发模仿的愿望 。当幼儿出现了好的行为习惯

时 ,教师必须予以强化 。这种强化可以是口头的 ,

如:表扬 、鼓励 ;也可以是物质的 ,如 :小红花 、自制

的小工艺品等 。幼儿的道德行为的形成与认识水平

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 ,良好的行为习惯不断地得以

强化 ,能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认识水平 ,而认识水平

的不断提高 ,又能促使幼儿形成一系列良好的行为

习惯 ,从而提高幼儿的自我教育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