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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学的目的也在逐渐发生转变，以往唯分是举的教学方式，逐渐转变为在注重

分数的同时，注重学生自身的道德水平建设，即要进行充分的德育教学。通过德育教学，提升学生的道

德水平，帮助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幼儿教学，本就承担着对学生进行德育教学的职能，通过

幼儿教学和德育教学的有效联系，可以实现学生德育水平的显著提升。本文研究中，从德育教学的必要

性，目前德育教学在幼儿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入手，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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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former teaching method that only focuses on points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own moral level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scores. This is called moral 
education teaching, which will enhance student's moral level, and help the student equal stres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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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and ability.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originally carrie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teaching 
function to the student. Through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early childhood 
and moral education, the moral education level of student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necessity of mor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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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人才的道德水平，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德育教学，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实现教学传承文明的同时，达到为社

会培养人才的目的。而在幼儿教学中，如果能够有效地融入德育教学，将德育教学充分应用到幼儿教学

中，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最终教学成果的改善，

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而有效帮助幼儿成长为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 

2. 幼儿教学中应用德育教学的必要性 

2.1. 幼儿教学是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幼儿一般指的是 3~6 岁学龄前儿童，幼儿教学，即是指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进行授课教学。这一时

期的幼儿由于其生理机制上不完全，手、脑、眼三者的配合尚不协调，在心理上对于社会尚处于认知阶

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幼儿教学，会对幼儿成长后如何认知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德育教学的最终目

的，是培育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因此，在幼儿阶段实施德育，可以有效的在学生认知社会的阶段，

提高其对美德的显著认知，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学，在幼儿心中种下重视美德、弘扬美德的种子，帮助

幼儿成长。 
从目前的幼儿教学实践中来看，幼儿教学的教学内容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

智信这一类和道德相关的理念处处可见，而在这种理念之中，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所谓修身，其实就

是德育，由此可见幼儿教学中对于德育的重视程度[1]。同时，幼儿教学中，课程的选择，都是具有针对

性、系统性的，通过幼儿教学的课程，将德育教学融入进去，是进行德育教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

必须要在幼儿教学中，将德育教学融入进来，从而丰富幼儿教育的内涵，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2.2. 幼儿教学是德育教学的基础 

幼儿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决定了幼儿教学实际就是帮助其正确认知社会的过程。这种教育理念

和幼儿的成长特征相符合，都是在帮助幼儿为未来走入社会打基础。由此看来，幼儿教学可以看作是德

育教学的基础[2]。 
只有学生在初步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将德育教学的内容融入进去，今后学生无论学习什么学科、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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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专业，都会秉持着从幼儿教学中所学到的对于道德的重视，以及对于优质品德的坚守。同时，幼儿教

学也是幼儿开始学习，进行社会化的第一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在幼儿教学中打好德育教学的基础，

对于今后学习实践其他优秀的德育文化，会有积极的作用。 

3. 幼儿教学中应用德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3.1. 重视程度不够 

德育教学是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发展兴起来的一个新名词[3]，而在我国现在的教学成绩考核中，最

主要的方式依然是通过学生的成绩进行考核，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高考进入好的大学。这

种教育的理念，导致从幼儿阶段开始，教育的关注点就是成绩，而非难以量化的德育。 
这就导致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教师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幼儿对于知识的掌握上，而非幼儿自身

对于美好道德的理解和践行上。随着社会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教师、家长们对于基础知识和学习技能

的关注度日益增加，这也意味着其对于道德建设教育的忽视日益严重。 
对于德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体现在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很少有意识的对学生的德育水平进行

考核，也很少对学生有意识的进行德育水平的塑造。例如在幼儿教学中，学习知识时，老师更多要求学

生的是机械的记忆知识，却缺乏了对知识点中包涵的道德、精神的进一步阐述。这种教育常态揭示了幼

儿教育阶段对于德育水平的忽视，显示了从老师到学生，乃至于到学生的家长，全都忽略了德育教育的

现象，非常不利用德育教育的发展[3]。 

3.2. 教学方法不科学 

在现在的幼儿教学中，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一些教师意识到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有

意识的在幼儿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教学方法，所能取得的成效，也极其有限。 
在现有的德育教学中，很多老师所采用的方式，是片面的说教教学[4]。单纯的提出“修身”、“爱

国”的要求，缺乏对要求的目的、意义的具体阐述，更没有对具体情境中，要求的具体实践形式与方法

进行系统的教学。通俗来说，即只是告诉学生，爱国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好。但是却很少去具体阐述

爱国的内涵，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由于幼儿心理认知尚不健全，无法自行探索这些宏观定义

下的具体实践道路，这使得幼儿学生对于德育教学的内容十分模糊，故德育的根本目的难以达到。 

3.3. 教学缺乏连续性 

在现有的幼儿教学中，幼儿老师带班制度并不完善，一个幼儿老师带班的过程中，往往会随着学校

整体安排而变化[5]，不同的年级幼儿老师是固定的，而学生则是流动的。每个幼儿老师所使用的德育教

学方式不一样，这就导致幼儿接受的德育教学方式存在差异。幼儿老师的更换，最终会导致德育教学缺

乏连续性。 
德育教学连续性的缺乏，会使得学生在接受德育教学的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的德育培养，进而其所

接受的德育教学，就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学生对于德育教学的内容，也往往会一知半解，更难以德育

教学的内容运用于实践。 

4. 幼儿教学中应用德育教学的方法 

4.1. 充分重视德育教学 

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文化的不断复兴，民族自信心随之增强，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呈现出

明显的德才兼备的特征[6]。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已经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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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作为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第一步，在幼儿阶段重视德育教学，落实德育教学，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有着积极的意义。 
具体到幼儿教育中中，学校的领导层，要充分认识到德育教学的重要性，在学校倡导德育，通过幼

儿的日常行为，学习和贯彻德育教学内容。对于一些良好的行为，要及时进行表彰，运用正向激励的方

法，引导幼儿们自觉的践行美好品德。 
而对于幼儿老师而言，更要对德育教学予以重视，在日常教学中，一方面要充分的进行德育教学，

另一方面，要对学生的道德水平予以关注，在日常行为中，多表扬鼓励具有良好道德习惯的学生，引导

广大学生向具有良好道德的学生学习。从而形成一种注重自我道德水平提升的良好氛围。 

4.2. 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德育教学中，可以运用现在的信息技术，充实和丰富教学方法。比如看视频、PPT、动画等。这

种多形式的教学方法，能够适应幼儿对于文字信息接收能力不足，对于画面信息接收能力强的特点。 
同时，教学也应该注重贴合幼儿的心理，近几年来，一些优秀的爱国主义影视剧，都能够传导爱国

主义情怀，同时具有流行元素，幼儿更能够理解和接收，例如《我和我的祖国》等。幼儿教师可以充分

运用此类影视作品，引起学生的共鸣。此外还可以对学生看后的观后感进行鉴选专题活动，评选表现优

秀的学生，在班级墙等地方展示，引起学生对于德育教学的兴趣。 

4.3. 构建系统的教学体系 

由于德育教学是近几年的新兴名词，因此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依靠幼儿老师自己的探

索。缺乏系统的教学体系，从而导致德育教学的碎片化，学生无法系统性的接受德育教学。 
因此，在将德育教学应用到幼儿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幼儿教学的课程，将德育教学融入进去，

进而形成一个体系。如此一来，无论学生升到哪一个年级，无论学生学习哪一门科目，德育教学始终和

幼儿教学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德育教学的系统性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有助于学生持续

地接受德育教育。 

5. 总结 

总的来看，虽然目前德育教学已经引起了我国的重视，幼儿教育过程中，也开始逐渐融入德育教学，

但是由于德育教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幼儿教育中的德育教学，落实并不彻底，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有限。 
但是在看到不足的同时，也能看到我国对于德育教学落实的一系列积极推动行为，而且幼儿教师自

身对于德育教学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相信随着德育教学认知的不断深入，我国德育教学一定会不断发

展，和幼儿教学一起，共同推动学生的全面水平提升，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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