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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前教育教学中德育的融入
文/徐春莲

摘要：学前教育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初级阶段，也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德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学前阶段实施德育可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学前教育教师需要不断探索新形式，积极

营造适合幼儿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的课堂氛围，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德育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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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称为幼儿期，是儿童培养良好思想和道德

的最佳时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未来发展等，与幼

儿时期的教育也就是学前教育密不可分。因此，对幼

儿开展德育是幼儿个体健康发展必然需求。学前教育

教师应该积极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以幼儿能够接受

的方式将德育融入日常教学中，为幼儿塑造健康的人

格、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

将从课堂学习前、课堂学习中、课堂学习后三个方面

探析融入德育的方法。

一、课堂学习前德育的融入

（一）营造浓郁的德育环境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德育环境对

学生道德品质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在开展

德育之前，学校首先要营造一个浓厚的德育环境，让

学生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进而提升自身道德品质。

例如，学校可以在专栏内设置“三好学生”“进

步生”“雏鹰少年”等奖项，将平时表现优秀的学

生以及进步卓越学生的名字和照片放在里面，通过小

小的表扬激发学生学习德育知识、遵守道德规范的积

极性。又如，还可以在园内各处如餐厅和草坪处设置

“节约粮食”“文明就餐”“不要乱丢垃圾”“不践

踏草坪”等文明标语，规范幼儿学习行为，让他们改

掉坏习惯变得文明有礼貌，形成浓厚的德育环境。此

外，学校还可以在广播站设立专门的德育专栏，可以

将收集到的好人好事等德育素材通过广播的形式进行

宣传，被表扬的学生会有自豪感，其他学生则会以他

为榜样不断努力、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德育的内在

力量。广播站还可以播放一些传统经典故事，比如

“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这样一来既可以丰富

教学内容，也可以鼓励学生关注广播故事。学校要为

学生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让学生能够在和谐轻松的

德育环境中提升自身道德品质[1]。

（二）全面了解幼儿的情况

幼儿对家庭的依赖性较强，所以在学前教育实践

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心理变化，了解每一个幼

儿的心理状态，给予幼儿充足的关爱，缓解幼儿对陌

生集体的不适感。教师可以通过访谈、观察、沟通等

方式，全面了解幼儿的兴趣、爱好、特长、性格以及

心理发展特征，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对幼儿的生长环

境以及交往能力做深入了解，为每一位学生建立成长

档案，并不断完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开展情感交流。教师可以通过与幼儿沟通

交流，了解幼儿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烦恼等，根

据幼儿的需求进行德育。其次，倡导行为规范。建立

一套适合幼儿的行为规范，通过榜样引导、表扬鼓励

等方式，让幼儿自觉遵守，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再

次，组织生活实践。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组织一些

有针对性的生活实践活动，如整理书包、打扫卫生、

喂养小动物等，让幼儿在实践中逐步学会自我管理，

培养责任感。最后，开展游戏活动。通过各种有趣的

游戏活动，让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如角色扮演、团队

协作等，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互相合作、分享等基本

道德。只有在教学中注重德育的融入，才能够更好地

培养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为其成长奠定坚实的基

础。

（三）有效转变教学观念

学校、教师要认识到德育对幼儿未来发展的重要

性，积极创新教育方法，让德育能够完美地与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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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学习相结合。为

了 有 效 地 转 变 教 学 观

念，教师需要坚持以德

育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将其贯穿于日常的教学

工作中。具体来说，教

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

现德育的融入。

首 先 ， 教 师 需 要

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对幼

儿的品德教育。例如，

在幼儿园的生活中，教

师 可 以 引 导 幼 儿 学 习

友好、诚实、勤劳等美

德 ， 并 落 实 为 具 体 行

动。其次，教师需要注

重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

融 入 德 育 。 例 如 ， 在

语言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幼儿通过表演、模仿、互动

等方式学习基本的礼仪和道德规范。在绘画和手工制

作中，教师可以让幼儿理解友爱、合作、分享的重要

性。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幼儿学习遵守

规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等。最后，教师需要注重

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德育修养。教师应该具备高尚

的品德、良好的职业操守、扎实的教学水平以及责任

感。教师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底线应该始终保持高度一

致，这样才能在学前教育教学中有效地融入德育[2]。

二、课堂学习中德育的融入

（一）整合社会资源，丰富德育内容

学前阶段是幼儿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让幼儿融

入社会活动能够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所以，

将社会资源整合到学前教育中，丰富德育教学内容是

提升学前教育德育效率的有效手段。开展幼儿德育，

不仅需要家庭、幼儿园和教师等内部力量的共同努

力，也需要借助外部社会资源的支持。常见的外部资

源包括志愿者、社区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等。

例如，教师可以邀请志愿者来幼儿园讲授有关

人性美德、爱国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或者组织幼儿到

社区机构参加志愿活动，让幼儿感受社会责任与公益

意识。此外，可以带领幼儿到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

参观，让幼儿了解历史文化，感悟人生道理。又如，

在生活实践中，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卫生习惯、个人礼

仪等方面的主题视频，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和道

德修养。在开展相应活动时，可以通过规则约束、经

验学习、合作竞争等方式，激发幼儿自主学习和自我

探索的欲望，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品格。同时，在

语言交流中，教师可以让幼儿相互倾听、尊重别人的

意见、理解别人的观点，培养幼儿的沟通能力、情感

管理能力，以及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的意识。总之，

通过整合社会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幼儿

接受更加全面、丰富的德育，成为一个有素质、有担

当、有责任心的人。

（二）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德育

学前时期的幼儿具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他们

对身边事物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力。所以，在日常生

活中教师和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自身良好的行为习

惯，让幼儿能够在日常活动中受到德育的熏陶。家长

和教师是幼儿接触最多的人，在幼儿道德品质形成方

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家长和教师要为幼儿

树立良好的榜样，让幼儿在一个积极向上的教育环境

健康成长。

例如，在“基本礼仪”教学中，学前教育教师

要引导幼儿掌握并使用礼貌用语，注重仪容仪表的整

洁，学会基本交往礼仪。在每日晨检时，教师要主动

跟幼儿打招呼“早上好”，带动幼儿学习社交礼仪，

这样自然而然地将礼仪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日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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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幼儿便会主动问好，自觉地向教师行礼。又如，

在用餐环节教师将盛好的饭菜递给幼儿时，要引导幼

儿运用礼貌用语“谢谢老师”。此外，在活动、游

戏、课间、午睡、来园、离园等日常活动中都可以融

入德育，教师可以通过《幼儿园日常行为规范》对幼

儿提出明确的学习要求，并在每一个环节都设置积

分，为规范幼儿行为提供内部驱动力。教师要善于观

察幼儿学习生活，适时地将德育融入其中，让幼儿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熏陶。

（三）在趣味游戏中融入德育

游戏占据了幼儿的大部分活动时间，这也是他

们增加技能、丰富经验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游戏中

融入德育能够促进幼儿积极主动地完成德育知识的学

习，并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提升教师德育教学效率。

例如，在体育活动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幼

儿参与群体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多游

戏是通过幼儿相互协作完成的，这些游戏可以培养学

生相互帮助的良好品质。又如，在角色扮演游戏中，

可以让幼儿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医生、护士、警察

等，通过对话和行动来了解职业精神和责任心等方面

的德育内容。在拼图游戏中，可以设计一些以美丽的

自然风景为主题的拼图，鼓励幼儿在完成拼图的过程

中发现美好，培养幼儿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在自然探索游戏中，可以组织幼儿进行户外探险，让

幼儿在自然环境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奥秘，培养其对大

自然的爱和敬畏之情。总之，趣味游戏能够吸引幼儿

的兴趣，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德育的理念。教师在

设计趣味游戏时，应结合具体的教学活动，因材施

教，尊重幼儿的个性和兴趣，让德育在游戏中得到有

效的融入[3]。

三、课堂学习后德育的融入

（一）德育在家庭中的延续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教师。家长要以身作则，尊重老人、作息自律、整洁

有序，为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例如，如果家里有老人，家长早晨起来要主动

向老人问好，这样幼儿也会学习家长尊重老人；在老

人与家长产生分歧时，要学会与老人沟通，这样幼儿

会从中学到与人交往的正确方式；在家庭中要注意言

行，可以通过播放一些古典乐曲或者轻音乐来陶冶幼

儿的艺术情操。此外，家长还要尊重幼儿的选择，虽

然幼儿的生活经验不足，但是也有选择的权利，家长

要用沟通的方式引导幼儿认识到正确的行为规范，而

不是以成人的视角命令幼儿。在幼儿犯错误时，家长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引导幼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

自觉改正。在幼儿学习穿衣、洗脸、刷牙等基本自理

行为时，家长要耐心地指导，只有在这样民主、和

谐、平等的家庭环境中，幼儿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所以，家长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些都会直

接影响到幼儿高尚品德的形成。

（二）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只专注于学习成绩和课堂表现的单一化评价体系

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教育形式。为了提高学前德育教

学质量，教师需要建立更为科学的教学评估体系，全

面覆盖幼儿的日常生活、品德行为、学习成绩和课堂

表现。只有对幼儿进行系统的评价才能更立体地认识

到幼儿各自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

例如，教师可以制定一份包含品德、行为、卫生

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表，对幼儿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定期

评价和记录。同时，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

观察幼儿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表现，并针对不同表现情

况给予相应的评价和指导。在生活实践中，教师可以

通过卫生评价来培养幼儿的良好卫生习惯。此外，还

可以通过评价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帮助

幼儿更好地适应学习环境。

四、结语

总而言之，德育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学前教育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与幼儿

家庭密切配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为幼儿营造

一个轻松愉悦的德育教育环境，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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