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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3-6 岁幼儿是人一生中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此

时幼儿的身心发展已经具备了接受良好道德行为的条件。 家

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发挥榜样作用、
改善自身道德素质， 有利于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和良好行为

习惯的培育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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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幼

儿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环境中， 由父母对年幼子女施加有意

识的教育或无意识的影响，对其实施一定的道德规范、思想意

识、政治观念的教育。 为此，可以把 3-6 岁幼儿家庭道德行为

理解为 “幼儿家庭道德行为是父母或者年长者在家庭环境中

培养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行为教育”。 对 3-6 岁幼儿良好

的道德行为习惯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萌发幼儿内心

爱的种子，使幼儿理解爱；培养诚实、勇敢、友爱的品质；养成

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不怕困难、接受挫折、讲礼貌的好孩子。
一、现状

家长是幼儿第一位老师， 良好的道德教育离不开家庭教

育。 但是，当前有些家长在幼儿的教育中存在一些不良倾向，
诸如重视幼儿的智力，忽视幼儿的道德教育；注重对幼儿的口

头教育，忽略家长的自身教育；给足幼儿的物质条件，忽略幼

儿的能力和心理教育等。
（一）缺乏自理能力教育

现在独生子女较多，日常生活中家长不会让幼儿做家务。
一些家长认为，由于幼儿动作缓慢，做家务慢，还会影响家长

做家务，与其说做家务不如说添乱。
（二）缺乏慈善爱心教育

幼儿的思维单纯， 幼儿出生后就懂得用简单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爱。 一句简单 的 话、一 个 笨 拙 的 拥 抱、一 个 甜 甜 的 微

笑……这 些 都 是 爱 的 表 达 方 式。 有 些 家 长 敷 衍 应 对 幼 儿 的

爱，久而久之，幼儿渐渐不明白什么是爱，甚至会封闭自己，逃

避对爱的表达。
（三）家长对幼儿的教育缺乏耐心

年轻家长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幼儿， 有时甚至会把工作中

的情绪带到家里。 幼儿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问为什么。
家长如果不及时回答， 幼儿就会重复询问自己想到的答案或

者吵闹。家长可能会认为幼儿黏着自己是一种打扰，而采取转

移幼儿注意力的方式，如给幼儿玩具，或看手机、电视等来解

脱幼儿对其的困扰。
（四）社会环境对幼儿的负面影响

手机和动画片对幼儿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幼儿分辨是非

善恶能力较弱，对接受到的信息不管是正面积极的，还是反面

消极的，都会不加选择地吸收。 过多地看手机和电视，不但影

响幼儿的视力，还影响幼儿对其他知识和环境的认知，会不知

不觉中影响幼儿的道德情感和正确是非观的养成。
二、策略

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不能只靠幼儿园的教育，
家庭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幼儿园教育。 要使幼儿在良好的环

境中模仿学习并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就需要家长建设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一）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

1.将言传与身教良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幼儿形成正确的

行为认知。 在幼儿期，幼儿几乎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而且幼儿的

理解力低、模仿性强，会下意识地模仿家人的言行。 这就需要家

长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2.加强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让幼儿在身体健康的同时

心理健康成长。 家长要放下手机，与幼儿交流沟通；放下自己

的身份，与幼儿同行。 要多与幼儿进行游戏，参与到他们的世

界里，身体力行，正确引导。
（二）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发挥榜样作用

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发展基础几乎是在家庭环境中

形成的， 家庭是幼儿道德行为习惯的起始地和主要阵地。 所

以，家长不仅要对幼儿开展必要的技能训练，还要对幼儿的道

德认知进行必要的实践训练， 使幼儿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认

知，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石。
1.进行自理能力教育。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幼儿做力所

能及的家务劳动，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和独立自主意识。 如:教育幼儿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自己打扫房间卫生、整理衣物玩具、洗漱洗袜子等，把自

己作为家庭的一员去关心家人、帮助家人。
2.进行慈善爱心教育。 一个人只有具备爱心，才能用善

良、温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与他人沟通。在日常生活中，
家长要教会幼儿懂得分享；让幼儿把爱给予他人，使幼儿在心

里有自己的荣誉感、自豪感。
3.改善家长自身道德素养。 首先，家长应不断提高自己的

道德素养，给幼儿模仿行为提供良好的样板，发挥更好的示范

作用。 其次，家长应尊重幼儿的道德主体性和个体独立性，当

幼儿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时， 家长应及时表达出肯定

赞赏、支持理解。
总之，幼儿道德行为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更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离不开家

庭教育， 家长是幼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真正的实施者和带领

者，每位家长有责任和义务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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