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版 7/2012

论幼儿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第二幼儿园 杨永霞

幼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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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自我认识能力、自我评价能

力、自我体验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幼儿的自我教育能力不是

与生俱来的，也非后天自然习得，它是以幼儿自我意识的发

展为前提，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在实践活动中，随

着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增强，通过专门的实践锻炼而获

得的。
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儿童观

在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幼儿，相信幼儿，给幼儿适度的自

由和自主的机会；不能因为幼儿年龄小、不懂事、能力差，就

一味地包办代替，一切由老师说了算，否则会使幼儿滋生强

烈的依赖性，不利于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摒弃传统教育中

只重知识技能传授、不重能力培养的弊端，注重幼儿多种能

力的培养。
二、创设良好的环境，利用环境中的教育因素来培养幼

儿的自我教育能力

在幼儿园里适时地创设爱清洁，爱花草树木，爱护公物，

尊师爱友的环境氛围，用这些无声而又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环

境氛围，随时提醒幼儿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用具体的目标

和生动活泼的各种活动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

要热爱、信任每一个孩子，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使幼儿爱老

师，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同时，要善于发现幼儿的点滴进

步，及时给予鼓励，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心，培养幼儿独立自主

的精神。
三、教给幼儿正确的道德知识，帮助幼儿学会自我评价

幼儿的道德认识肤浅，道德知识贫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差。教师针对这一特点，应采取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如讲故

事、念儿歌、看图片、看影视等，教给幼儿粗浅的、需要他们掌

握的道德知识，并通过相应的练习加以理解和掌握，提高幼

儿辨别是非的能力，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事

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掌握了一定的道德知识的基础上，还

应教给幼儿道德评价的方法，例如让幼儿把自己的行为表现

与某一行为准则进行比较，或者与其他小朋友的表现进行比

较，从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又如完成老师布置

的任务之后，让幼儿简单地讲述自己的表现，甚至讲述自己

当时的想法，并与行动的结果联系起来评价；当幼儿做了错

事时，可让他说说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逐步提高幼儿

的自我评价能力。

四、注重幼儿的情感体验，发展幼儿的道德情感

适度的情感体验，能促使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提

高幼儿自我教育能力。当幼儿做了一件好事或有了进步时，

成人要及时表扬和鼓励，让幼儿内心产生一种愉快而肯定的

情感体验，这种内心体验，可以转化成今后做好事或继续进

步的动力。当幼儿做了一件错事时，往往会后悔难过，这时，

成人不要马上劝慰，分散其注意力，应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幼

儿体味这种内疚后悔，不满意自己的心情，使之在记忆中打

下烙印，成为今后行动的清醒剂。当然，教师应注意把握情绪

体验的度，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情绪体验都不能过分，

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自我体验能力是自我教育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其他部分不能替代的。在培养幼儿自

我教育能力的工作中，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环节。
五、注意提高幼儿行动的自觉度，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

能力

幼儿在行动中易受外界刺激的影响，内部动力不足。针

对这一特点，在各项活动中，教师要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征，

注意活动的趣味性，并给予适当的外部诱因，如口头表扬、评
好孩子、少许的物质奖励等，促使幼儿对当前的活动感兴趣，

并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坚持完成老师安排的活动。随着幼儿

年龄的增长，成人应加强指导，如用详细、明确、具体的指导

语来帮助幼儿组织活动，实现行为控制。最后应过渡到向幼

儿说明活动的意义、活动的具体要求和行为规则，调动幼儿

的内部动机，促进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另外，建立科学合理

的生活制度，并在日常生活中认真贯彻执行，也可提高幼儿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六、培养幼儿自我教育能力必须加强教师的教育指导作用

教师应开展多种多样的，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使

幼儿在活动中有机会进行自我教育，逐步提高自我教育的能

力。教师的表率作用不容忽视，幼儿年龄小，好模仿，成人的

一言一行都是模仿的对象，教师要以身作则，成为幼儿学习

的榜样。幼儿常常以成人的评价作为自己评价的依据，教师

的评价必须公正合理，从而保证幼儿自我评价的准确性。另

外，幼儿自我控制能力有限，行为的控制离不开教师的监督、
提醒、指导，情绪的体验也离不开教师的鼓励或批评。没有教

师的具体指导和教育，幼儿就难以有效地进行自我教育，幼

儿的自我教育能力就无法形成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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