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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保教·02

朱续杰

品德教育对幼儿未来发展有着深
远影响。《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
指南》将“品德启蒙”列为评估幼儿
园办园方向的关键指标之一。《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五十六条明
确指出，幼儿园应当以学前儿童的生
活为基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发展素
质教育。山东省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
园基于三十余年实践探索，构建了“目
标导向—环境浸润—课程实施—家园
协同”的生活化德育体系，让品德启
蒙自然融入幼儿一日生活，力争实现
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立足生活
构建浸润式多元环境

幼儿园品德启蒙，需要重视创设
良好环境，既包括打造直观外显环
境，又包括创设间接内隐环境。教师
应引导幼儿在与环境的积极互动中，
主动发展良好品德。

外显环境方面，突出文化浸润。
我园利用二十四节气，图文并茂展示
四季变化，启蒙幼儿关于传统文化的
认知；打造“天空农场”，依托鱼菜
共生系统开展劳动教育，渗透生态理
念；建立AR海洋博物馆，通过交互
体验深化生命教育；依托3D“中华
美德故事屋”，动态演绎孔融让梨等
经典故事，让幼儿在角色扮演中学习
文明礼仪。

内隐环境方面，注重情感联结。
“美德之声”广播站，用音乐替代指
令，实现教育无痕化；“品德彩虹
屋”借鉴情绪心理学中的色彩情感效
应，将红 （勇敢）、绿 （自然）、蓝
（自信） 等颜色编码对应品德内涵，
配合主题月活动深化幼儿认知；通过
培养教师榜样群，形成“亲其师，信
其道”的教育磁场。

幼儿园立足生活化教育理念，
通过显性文化载体与隐性情感场域

的双向赋能，构建“环境浸润—情
感共鸣—行为内化”的育人路径，
将品德启蒙融入幼儿日常生活，实现
由品德认知向自觉行为的有机转化。

源于生活
开发序列化主题课程

幼儿园品德启蒙应基于幼儿生
活、在幼儿生活中、为了幼儿生活。
我们以幼儿共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
有意义的生活事件为切入点，围绕

“与自我、与他人、与集体、与自
然、与社会”五大模块，构建起结构
化、序列化的主题课程体系，确保品
德教育内容的全面覆盖和有机衔接。

品德教育主题课程强调横向贯
通，从多个维度构建品德教育内容。
教师在“与自我”模块中，通过“我
的情绪小世界”“爱护我的身体”等
主题，帮助幼儿认识自我，培养自
尊、自信的品质；在“与他人”模块
中，通过“分享的快乐”“倾听的耳
朵”等主题，引领幼儿学会沟通、尊
重、包容；在“与集体”模块中，通
过“班级是我家”“规则守护者”
等主题，帮助幼儿认知自己与集体的
关系，培养归属感和责任感；在“与
自然”模块，通过“大自然的礼物”

“小生命大责任”，激发幼儿形成保护
自然、爱护生命、珍惜资源的意识与
行为；在“与社会”模块中，通过

“远方的朋友”“职业小体验”“传统
节日知多少”，加深幼儿对祖国、民
族、家乡的理解，增强文化认同，弘
扬民族精神。

品德教育主题课程注重纵向衔
接，即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特
点，设计层层递进的课程内容。小班
阶段侧重情感体验，中班阶段着重规
则意识，大班阶段聚焦社会责任意
识。这种动态生成的课程模式，能够
确保品德教育的连续性和适应性，帮
助幼儿在具体情境中理解道德规则，
为幼儿的品德养成提供全面支持。

面向生活
创新协同育人机制

幼儿园应以社会互动为纽带，通
过“知情意行”相统一的生活化路
径，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方
位融合的德育共同体，让幼儿在真实
生活场景中实现品德的自然生长与内
化建构。

首先，幼儿园要筑牢德育生活化
主阵地。我们在晨间接待环节创设

“礼仪微剧场”，教师以躬身倾听示范
尊重，家长用真诚致谢传递感恩，幼
儿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习得文明礼
仪。我们围绕幼儿生活问题，创设真
实情境，提供品德体验与实践机会。
如开展“班级会议”活动，针对建构
区积木散落问题，教师引导幼儿设计

“积木分类地图”，发明了“小能手徽
章”机制，将规则意识培养转化为可
操作的“班级微治理”。我们建立

“责任区认领制”，每个幼儿都有专属
的责任区，有的照顾自然角，有的担
任图书“整理师”，有的成为“情绪
小侦探”。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任务，让品德培养从抽象概念转化
为具体可感的行动体验。

其次，家庭是引领幼儿品德养成
的摇篮。幼儿园针对不同年龄段品德
教育需求，设置幼儿居家德育清单，
结合“家庭品德盲盒计划”，每月推
送定制化亲子任务卡，将品德培养转
化为“给爷爷奶奶捶背”“家庭环保
日”等亲子互动仪式。在“家风寻宝
记”传承活动中，我们引导幼儿寻找
家中的“品德信物”，如爷爷的旧工
具箱、爸爸用洗衣液瓶变的浇花喷壶
等，通过讲述物件背后的故事，让诚
信、勤俭等美德变得具体可感。我们
还建立了动态家园德育案例库，收录
200余个典型情境应对方案，通过智
能推送系统实现个性化指导。

最后，社区是幼儿接触社会的重
要窗口。我们联合社区卫生所开设生
命关怀体验站，幼儿通过模拟救护流
程理解生命价值；协同物业公司开放
中控室，打造“社区安全实验室”，
幼儿在排查虚拟隐患中，建立规则意
识；对接快递驿站，设计“小小分拣
员”职业体验活动，幼儿在劳动实践
中感知社会责任。

以幼儿园为主体、家庭为根基、
社区为拓展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了
知行合一的育人环境，让幼儿在价值
观统一的空间中自然成长，将教育场
域拓展到田间地头、街头巷陌，形成

“生活、游戏、实践”一体化德育模
式。当幼儿在“美德存折”上记录善
行，在“班级会议”中商讨规则，在

“责任岗”上践行承诺，这些扎根生
活土壤的德育实践，正如春雨润物，
悄然滋养着新时代儿童的精神品格。

（作者系山东省烟台市市级机关
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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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彝绣
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彝族文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彝绣融入幼儿园课程，不仅可以丰
富课程内容，提升幼儿的文化素养和
审美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动手
能力和创新精神，对于保护和传承非
遗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大班活动

“好玩的彝绣”为例，分析彝绣在幼儿
园课程中的融合策略。

环境润童心，营造彝绣文
化氛围

我们在幼儿园内精心创设彝绣
馆，将其打造成可触摸的文化宝库。
馆内布置色彩鲜艳、纹样精美的彝绣
作品，既有火焰纹、羊角纹等寓意深
远的绣片，也有抱枕、桌布等兼具实
用与艺术价值的家居用品，更有长
袍、百褶裙、胸针等彝族传统服饰与
配饰。幼儿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
空，能直观感受到彝绣的独特魅力。

除了静态陈列，我们还创新设计
了互动墙面。“彝族生活场景”主题
墙嵌入可拆卸的磁吸绣布组件，幼儿
可以自由拼贴纹样，化身小小设计
师。在“我的彝绣故事”涂鸦区，幼
儿可以用画笔描绘对绣品的奇思妙
想，让艺术想象自由驰骋。

与此同时，我们创设了“小绣娘
工坊”彝绣活动区，木质绣绷、绣
布、绣线、绣针等工具一应俱全，为
幼儿营造出自由宽松的实践空间。在
这里，幼儿可以随心取用材料，在一
针一线的探索中，开启彝绣文化的奇
妙之旅。精心打造的环境，成功创设
了浓厚的彝绣文化氛围，为幼儿后续
深入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感官体验，鼓励幼儿自
我表达

幼儿的认知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
更倾向于通过直观、具象的方式感知
世界。我们深度挖掘多感官体验的教
育价值，让彝绣文化“活”起来。

在环境创设上，我们将色彩斑斓、
图案各异的彝绣作品巧妙布置在活动
室墙壁、走廊等幼儿视线常及之处，让
文化符号融入日常。班级标识采用刺
绣姓名贴，区角规则牌以挑花绣装饰边
框，实现彝绣元素的常态化渗透。幼
儿通过看、摸、穿、戴、玩等多元方式，
触摸绣品的细腻质感，感受指尖流淌
的文化温度。

刺绣环节采用分层递进的教学策
略。初级阶段，以感知体验为核心，通
过触摸绣布猜材质、穿针引线、认识绣
布经纬线等活动，锻炼幼儿手部精细
动作。教师还创编“前一步，后一步，
绣出小花不迷路”等趣味童谣，辅助幼
儿记忆“压针绣”技巧。中级阶段，我
们开展“纹样设计师”活动，引导幼儿
用贴纸、印章组合几何图案，理解彝绣
构图规律，运用挑花绣等基础针法完
成图案填充，并融入色彩搭配知识。
高级阶段则升级为“合作绣”，幼儿分
组围绕彝族传统纹样进行创意组合，

在分工协作中学习针法衔接，共同完
成主题绣品，用针线表达独特想象。

此外，我们引入AR（增强现实）技
术为彝绣体验注入新活力。扫描绣品
图案，即刻呈现生动的动画或非遗传
承人讲述纹样寓意的短视频，如“蝴蝶
妈妈”的传说，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互
动体验，加深幼儿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在多感官体验的深度浸润下，幼
儿对彝绣的热情持续升温，他们主动
分享感受、积极提问探索，充分彰显
了主体地位和个性发展。

多元立体评价，争做“小小
传承人”

依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规律，
我们构建了层次分明、多元立体的评
价体系，推动彝绣实践不断优化。

我们设置“成长轨迹墙”，分阶
段展示幼儿作品，体现从乱线涂鸦到
精美纹样的作品发展历程，并配以教

师细致的观察记录，让学习轨迹清晰
可见。我们还举办了“彝绣奇妙夜”
主题互动展览会，幼儿化身小小讲解
员，家长通过扫码收听创作故事音
频，让评价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

我们加强社区联动，将幼儿绣品
装裱成“移动画廊”，在社区文化中
心巡展；联合非遗工坊开展“亲子绣
品义卖”，所得捐赠用于彝绣传承项
目；通过幼儿园微信公众号“彝绣小传
人”专栏，发布刺绣过程短视频、幼
儿采访语录，扩大非遗教育影响力。

为增强幼儿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我们设计独具特色的非遗认证仪式，
由非遗传承人亲自颁发“铜针级”“银
针级”“金针级”小小传承人等级证
书。同时，推行文化传承接力计划，大
班幼儿毕业前录制教学视频，将基础
针法传授给弟弟妹妹，存入“幼儿园非
遗档案库”，让传承的火种生生不息。

（作者系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第
一幼儿园园长）

“好玩的彝绣”让非遗融入幼儿园

程裕如

幼儿正处于养成教育的起始阶
段。幼儿园教师应“从最细微最切近
的事物入手”，对幼儿活动细致观
察、顺势引导。基于此，我们采用

“发现—诱导—拓展”的教育方法，
致力于顺应生命自然，促进幼儿养成
良好习惯。

发现——
从成人世界到幼儿的世界

幼儿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和想
象，教师应努力让教育跨越成人世
界，更好地连接幼儿的内心。

一次午睡，幼儿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睡不着。他们在想什么呢？教师轻
轻趴下来，听到了小鸟般的窃窃私
语，原来幼儿在讨论着外面传来的异
样声音。教师从中看到了教育机遇，
以“听，有声音”为引子，诱导幼儿
去寻找和发现声音的来源，并与同伴

合作探究。教师进一步抛出问题：
“这些声音有点大，怎么办？”琪琪提
议：“大家用手捂住耳朵吧。”霏霏跑
过去把窗户都关得严严的。还有幼儿
提议在屋外贴个“保持安静”的牌
子。此刻，教师趁热打铁鼓励幼儿：

“你们的想法真棒！我们要让每个人
都知道，在小朋友午睡时间说话行动
要轻声。”听了此话，大家又忙起
来，活动深入发展。

幼儿是“有生机的种子”，教师
要细心观察，发现他们的所感所为，
并顺应他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
天性，引导他们自觉地讨论、行动。

诱导——
从分析幼儿到听幼儿分析

一次建构活动结束时，积木散落
了一地，没人收拾。教师尝试每次指
派两名值日生负责整理，但时间一
长，还是老样子。

于是，教师决定改一改方式，从

单纯分析幼儿的行为，转变为倾听幼
儿内心的想法。教师召集幼儿围坐在
刚刚搭建完成的“虎丘塔”周围，开
启了一场小小的讨论会。关于积木散
落一地的事，幼儿说出了他们的真实
感受，教师故意用疑惑不解的语气
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幼儿提议
道：“我们可以把收拾变成又一个游
戏，‘积木宝宝回家了’。”“我们可以
分成几个小组来合作完成。”“谁收拾
积木表现好，老师可以给奖励，我喜
欢小红花贴纸。”

从分析幼儿到听幼儿分析，教师
被幼儿的真诚和创意深深打动，收拾
积木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游戏。爱护、
分享、整理玩具，成了幼儿的自觉行
为。教师也从中受益，与幼儿建立起
平等和信任的关系。

拓展——
从课堂生活到课外的生活

要使幼儿养成良好习惯，教师还

应引导幼儿由课堂走向生活世界，不
断丰富体验、实践历练、拓展迁移。

在中班的一次集体活动中，教
师举起一株水稻询问幼儿这是什
么，他们自信却错误地回答是“麦
子”。这说明他们对农作物缺乏基本
的直观经验。因此，教师决定组织
一次秋收现场体验活动，让幼儿走
进田野，通过参与劳动亲密接触和
感受秋天的农作物。在阳光下，幼
儿嬉戏于金黄的稻田。一开始，他
们动作生疏，小镰刀似乎不听使
唤。但他们凭着兴致和决心，模仿
农民伯伯，渐渐进入“角色”。幼儿
通过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刚刚
收割下来的稻谷，不仅自然而然学
会了分辨稻子和麦子，还认识到了
粮食的重要性。从当天午餐开始，
幼儿就自觉地珍惜食物。这些可喜
的变化又迁移到了家庭生活，更好
地促进良好习惯自然养成。

（作者单位：苏州高新区文昌实
验幼儿园）

顺应生命自然 养成良好习惯

赵月

智慧缘起：“六一”儿童节是属
于幼儿的节日，如何让这个节日既有
童趣又有成长的重量？我们结合幼儿
经验，决定开展一次义卖活动。扎染是
中国传统民间工艺，蓝白之间藏着自然
与匠心，有利于他们在动手间埋下文化
认同的种子；义卖是连接“小我”与“大

我”的桥梁，从制作到售卖，幼儿能体
会“付出、收获、分享”的意义，培养责
任感与同理心；活动以幼儿为主角，可
以让扎染成为成长的载体，让爱心义
卖成为社会化学习的课堂。

活动过程：幼儿经过分组讨论，
确定了发卡、头花、驱蚊香包三类义
卖品。家长和孩子们找到了许多白色
棉布、板蓝根染料、橡皮筋、旧发
卡、干艾草，材料准备的过程，也是
一次“变废为宝”的环保课。义卖小
铺开张前，幼儿用彩笔写招牌，给每
个作品定价，还特意画了价目表。活
动当天，幼儿变身“小掌柜”，渐渐
地大胆起来：“阿姨，这个发卡的花

纹是我扎的，像小星星！”“爷爷买一
个吧，钱会送给需要的小朋友。”一
个小时里，作品被抢购一空，大家攥
着皱巴巴的零钱，小心翼翼放进捐款
箱，数着“1、2、3……”脸上的骄
傲藏不住。

活动结束后，幼儿围坐在一起，
讨论捐款要送给谁。“给没有玩具的
小朋友”“给生病的小朋友买糖吃”，
最终大家决定捐给社区里的困境儿
童。通过这场活动，幼儿不仅学会了
扎染的技巧，更懂得了努力的价值，
感受到了善意的温度。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第三幼
儿园）

爱心义卖 暖心成长

保教有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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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制作的义卖品。赵月 摄

1

2

幼儿学习穿针引线。 幼儿园供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