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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教育
寓教于乐教学理念在幼儿教育实践中的研究
□舒城县干汊河镇中心幼儿园  黄彩云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对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进一步提高，那么针对
幼儿这个特殊的群体，教师们也要充分根据其情绪发展、知觉发育、思维方式等存在的特殊
性，制订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学前教育活动”的积极开展便存在一定
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在丰富多样化的游戏中融入相关知识，以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提高幼儿
学前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一、寓教于乐理念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对于大多数幼儿而言，受年龄因素的限制，他们有着易冲动、好奇心强、表达不明确等一系
列特点。而这些，对传统模式下的课堂教学必然会造成一些阻碍，甚至可能会滋生幼儿的厌
学心理，在正式智育学习之前埋下不好的种子。在新的教育大背景下，寓教于乐，这种教学
理念主要是从幼儿自身的兴趣出发，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文化知识，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由教师
进行主观灌输知识的模式。
二、在幼儿教育中实现寓教于乐的具体途径
（一）加工教学语言提高幼儿学习积极性
通常，幼儿对正常的语言表达缺乏理解。因此，在幼儿教学中，幼师对教学语言进行一定加
工存在着必要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其次，这个阶段幼儿的
学习以及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时候，教师们如果多加注重语言的艺术性，也会在潜移默
化中对幼儿造成一些积极影响。例如：在鼓励幼儿们大声进行自我介绍时，“你的名字真好
听，你可以再大声一点告诉老师你的名字吗？”往往就会比“大声告诉老师你的名字”让幼
儿的表达欲望更强。
（二）借助故事、游戏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诚然，传统的书本知识教学对于幼儿阶段的教学是不适用的。在低龄化阶段，“德育”“美
育”等应该处于幼儿教学的前沿阵地。这也要求，幼师拥有更多耐心与童心，在幼儿教学中
融入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故事、游戏便是不二选择，被幼儿接受的程度也较高。
比如在讲解《小红帽》这个童话故事时，教师便可一人分饰多角，分别模仿小红帽、大灰
狼、猎人等不同角色的说话语气，根据故事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自己的语速，以此渲
染故事所描绘的情景，使幼儿身临其境，丰富幼儿的想象力。在幼儿基本掌握《小红帽》这
个故事后，教师还可以开展相关的游戏，加深幼儿的印象，比如选一些小朋友分别来扮演故
事中的小红帽、外婆、大灰狼、猎人等，教师在其表演过程中，还可以借助多媒体进行配
乐，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其感受得更为真切。
（三）利用教学资源营造学习氛围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好的学习氛围对教学的推进也有着重要意义。如何营造良
好的幼儿教学氛围对幼师来说，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下，幼儿能够快
速进入状态，紧跟教师的思路。特别对低龄段的幼儿来说，其注意力难以集中，总是容易分
散，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极其容易被外界所影响。这时候，教师们借助一些教学手段，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便可以有效拉回其注意力。
例如，在引导幼儿进行阅读时，我们便可以在教室开设相应的阅读角，放置书架，多摆放一
些绘本，以及带有拼音的故事读本等。并在那个区域，贴上一些阅读相关的卡通标语，营造
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我们要充分相信，“从众心理”在幼儿心理中的应用，一个幼儿被阅
读角吸引开始阅读，或许便会吸引一群幼儿进行阅读。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教室区
域，将其分化为不同区域，如手工区、绘画区等，并且同图书角一样，进行相应布置，打造
“乐园般”的兴趣分区，满足不同幼儿个性化发展。充分尊重幼儿主观能动性，让他们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在寓教于乐的教学过程中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在幼儿的教育中是一大有利的工具。教师们应该在自我的教
学实践中不断将其内化为特有的教学方法，以兴趣为导向，带给幼儿更加优质的教学体验。
路漫漫其修远兮，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将是所有幼师都应该致力长期探索的重要命题。

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让班集体更具凝聚力
□界首市段寨中心学校  侯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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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学校都由人数不等的班级组成，学校开展的活动也大多以班级为基本单位，学校授课同
样以班级的形式开展进行，所以对于小学生来说，班级是他们的集体，是他们的家，也是他
们在学校的依托，他们的集体荣誉感的来源都离不开班级的力量。班级作为培养小学生集体
荣誉感的载体，在学校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自然而然班级就成了学校最基本
的构成单位，而这个“小单位”的班主任就成了“一家之长”。为了让班集体更具凝聚力，
笔者是这样做的。
积聚力量建设班级文化
学校的合并与扩建，使得教室资源紧张，再加上我们升入六年级，并入初中部管理，所以我
们原本熟悉而温馨的五（1）班面临搬迁，意味着学生要来到一个新环境。新教室环境不算
好，教室内墙体斑驳，个别地方水泥灰掉落留下深浅不一的大洞小洞，地面也不再是白色的
地板砖，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地。不管大家乐不乐意，都无法改变从此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的事实。在大家集思广益下，同学们自愿带来不同数量、不同颜色，但大小相同的卡纸，共
同把教室打造成彩色的梦乡。在将近一周的全体筹备和参与下，左右两边窗户以下和后墙黑
板下面的空间，变成了大家希望的样子。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的“家园”，让
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自豪。
全班参与制订班规
班级是大家的班级，大家是班级的主人，为了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彰显学生们的主人
翁意识，我们集体探讨制订了我们的班规。哪怕只是一个几十人的小集体，我们也应该有自
己的规矩。我们班有六个组，首先在组长的带领下，每个同学在提前准备的纸条上分条写
出：你认为在我们班应该严格遵守哪些规定；然后由各个组长统计：保留相同的，合并不同
的，记下有争议的；最后汇总到我这里，我们一条一条表决通过，然后再加以分门别类：学
习方面、纪律方面、卫生方面、文明方面……
良好环境人人参与
班级卫生一直是令人头疼的事。打扫容易，保持难。考虑到值日生放学回家路上的安全问
题，所以我把打扫卫生的任务安排到早晨或者中午到校时段，安排上午和下午第一、二、三
名到校的学生打扫哪些区域，第四、五名到校的同学打扫哪些区域，并由卫生委员做好每天
的人员统计，便于学期结束时按参与劳动的多少予以奖励。同时班里其他事务由小组长分
配：如擦黑板、整理讲桌、摆放桌椅、清理垃圾等，责任到人，各司其职。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每个孩子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些学生在
学习方面可能很努力但效果不好，但有超强的组织能力。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发掘
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
在小学阶段，学生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充满膜拜，所以一说到班长，大家立马异口同声地
念出他的名字。事实上，这位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确实让人无话可说，但在班务工作
方面却无法像学习那般游刃有余。所以“竞职演讲”这种形式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中。借助口语交际“演讲”，让对班级职位感兴趣的学生自己争取并写出演讲稿，然后到讲
台上当众去演说。演说那天，从开场的紧张，到后来的激昂，最终大家通过举手表决选出了
满意的班委会成员：乐观向上组织能力超强的班长；爱学乐学、热心助人的学习委员；热衷
运动的体育委员等。
借助活动锻炼能力
农村学生的课余活动较少，也较为平淡。而如今的大语文时代，不再只是学好字词句段篇章
就学好了语文，所以作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我希望通过各种契合学习的活动，让学生感受
到课本之外的乐趣，同时锻炼他们的能力。去年元旦，按照学校要求，我原本不同意办联欢
活动。但他们渴望的眼神和热情打动了我，让我改变了主意。在作为总策划和主持人的两位
学生有条不紊的安排下，班里的学生有些负责黑板布置，有些负责气球摆放，有些负责节目
彩排，有些负责当天教室场地的布置等等，而我只是负责给大家准备糖果、瓜子、花生和水
果等。没想到的是当天大家也自发地带来了好吃的、好喝的，联欢会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开
展。最后，我们带着所有的气球，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照了我们的“全家福”，也有三三两
两的同学让我给他们拍照留念，此时此刻我们像是温暖的一家人。
沟通连接你和我
社会中的人们需要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在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接触中，我们和家长、学
生之间自然免不了沟通交流。从前用电话、短信联系，现在微信的普及方便了老师与学生、
家长的联系，更有助于教师了解不同学生的情况。
总之，班主任直接面对最可爱的学生，同时代表着学校，肩上担着责任，履行着教书育人的
职责。作为班主任，我始终坚守着最初的选择，带着火热的初心，默默做着一个班主任应该
做的事，为班级的前进而努力，为学生的成长奉献力量，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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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如何从游戏活动中提高写作水平
□绩溪县实验小学  胡东民
我们在读文章时，会发现有许多地方，借助月光的描写来烘托不同的环境气氛。有时是平
和、热烈的，觉得月光暖人心，很美好；有时是清冷、惨淡的，觉得月光烦人意，很凄凉。
如果把前一种情况认作是月光的“正”，那么后一种情况就是月光的“偏”。有“偏”有“
正”，形成对比，会给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月光曲》中一句月光的描写：“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
格外清幽。”多美的艺术境界，这个美盖过了茅屋里的贫困和凄凉，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想
象。美妙的音乐应当给予穷苦的然而爱好音乐的人们以美好，就像清幽的月光照进茅屋一
样。之后，贝多芬望了望穷兄妹俩，寄予深深的同情。此时此景，使得贝多芬灵感大发，即
兴创作，他要用自己的音乐，把穷苦的盲姑娘带到一个自由、美好、光明的天地里。借着清
幽的月光，听着好听的乐曲，兄妹俩沉浸在喜悦中，仿佛看到了月光下大海无比壮观的景
象。我们从这里认识了美，感受了美，并找到了语文教材中的美。
月光是美的，可用在某些地方，就显得很凄楚，不尽如人意。例如《小音乐家扬科》中：“
夜静得可怕，月光偏偏照在扬科身上。”本来，扬科可以借助明亮的月光，把面前的小提琴
瞧个清楚。然而这时候他不需要月光，他着实怕被人发现。他多么不自在，觉得自己是闯进
笼子的小动物，孤苦无助。月光照着他那柔弱的、瘦小的身子，一片悲凉。小扬科马上面临
的是毒打，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而这又有力证实了鲁迅先生说的悲剧美：“悲剧将人生
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以上两个例子，一个是月光的“正”，一个是月光的“偏”。我们能分辨出了月光的“偏”
和“正”，就能知道通过月光描写来渲染不同的环境氛围，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更加清楚地
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深刻地领悟教材中的美，得到高尚道德情操的熏陶。
写作时，运用月光的“偏”和“正”，可以使文章条理清楚，生色不少。当描写的环境是美
好的时候，就用上月光的“正”；当描写的环境欠缺的时候，就用上月光的“偏”。试想一
下，在皎洁的月光下，如果某一个人是去为民除害，就连月光也会为他壮胆的；如果某一个
人去偷盗财物，就连月光也会吓得他胆寒的。这一点学生是不难理解的，从中还能受到美的
陶冶，明辨是非，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有一种游戏，能勾起人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孩子们十分喜欢，那就是在月光下“种玉米”
。开始之前，先分好人物角色。一人扮农民，一人扮窃贼，其余人都扮成“玉米”。游戏开
始了，扮“玉米”的孩子排成两至三排，蹲在地上，当作是“玉米苗”。农民从一旁的房子
里出来，来到“玉米地”，给“玉米”浇肥。在农民伯伯的辛勤培养下，“玉米”长势一片
大好，不多久，“玉米”成熟了，老农在一旁小憩，一边抽旱烟，一边夸道：“玉米真大，
真好，我的劳动没有白费。”“玉米”成熟了，可也招来了偷玉米的贼。扮贼的人从黑暗中
溜达出来，迈起大步，走三步退两步，东张西望，嘴里发出“哼哧，哼哧”紧张的声音。借
助月光，地上拉长了黑影。窃贼往四处里一看，太好了，没有动静，于是便快速地窜进“玉
米地”，贪得无厌地掰“玉米”。最终，被守护“玉米”的农民发现，一阵痛打，连那些当
“玉米”的孩子也一起围上前来喊：“打呀！打呀！这不劳而获的贼。”顿时，场地上热热
闹闹洋溢着欢声笑语。
学生把这一活动记录下来，自然就是一篇不错的作文。借助月光，可以烘托出农民的辛苦，
可以烘托出窃贼的可恶，孩子们喜欢扮农民、玉米，不喜欢扮窃贼，还可以体现出他们的爱
憎分明。无疑，文章借助月光的描写是成功的，月光是那么柔美，洒向大地一片光辉。孩子
们在做“种玉米”游戏，他们在闹腾，他们在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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