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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浣珍
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有很多教

育活动的开展是以游戏作为载体
的。游戏作为一种“教育语言”，能
够提高幼儿对于活动的兴趣，提高
幼儿的认知。所以，现如今我们的
很多活动都往游戏化方面发展。
其中，关于幼儿的进餐，我们也有
相关的游戏化手段支持。

从我班目前现状来看，有偏
食挑食现象的幼儿占很大比例。
幼儿的合理饮食作为影响幼儿身
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需要教育工
作者和家长的配合。

一、进餐习惯培养初体验
营养来源于食物。因此，合

理的饮食行为与习惯是影响幼儿
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孩子
具有良好的进餐习惯，才能摄入足
够、合理的营养物质，从而助推身
体健康发展。合理的饮食不仅对
幼儿身体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且
对幼儿心理健康也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儿童的
某些特殊行为，除了和疾病有关系
以外，还和幼儿的饮食习惯有很大
关系。家长应该让孩子在幼年时
期尽可能多地尝试进食各种新鲜

食物，以此满足幼儿的好奇心理。有
研究指出，幼儿在幼年时吃的食物种
类越多，成年后心胸越开阔，拒食的
儿童在成年后会有拒绝适应新环境
的倾向。

二、游戏化教学促进餐
游戏对于教育活动的促进作用

不言而喻，我们通过游戏手段营造
进餐环境，让幼儿在游戏中自主进
餐，培养幼儿良好习惯，促进他们健
康成长。

（一）以游戏促进饮食习惯的养成
游戏是孩子的最爱，当枯燥无味

的进餐变成孩子最爱的游戏时，孩子
进餐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带动起
来。同时，在游戏化的就餐过程中，
孩子会沉迷其中，这对具有挑食习惯
的孩子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

中班孩子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有时候他们会沉浸在故事角色中。
因此，我给不爱吃面条的瑶瑶编了
一个故事，激发了瑶瑶的兴趣，顺其
自然地参与到解救“朋友”的过程
中。第一口的成功为之后奠定了基
础，瑶瑶自己尝过觉得并不那么难
吃时，她还是愿意尝试的。

（二）游戏反向认知不良饮食习
惯问题

针对饮食习惯不良的中班幼
儿，我们可以利用“反向教育法”。
首先让孩子了解不良饮食习惯带来
的有害之处，进而试图改变。我班
便有一个厌菜的琪琪，改变琪琪厌
菜的现象是一条漫漫长路，要走好
这条路每一步都必须走得踏实。而
解决厌菜行为的第一步是得让琪琪
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厌菜行为。根
据琪琪平时的兴趣，我创建了“不吃
菜小恶魔”角色，帮助琪琪认识到不
吃菜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危害，让琪
琪自己有改变厌菜行为的决心。通
过角色游戏形式让孩子参与其中，
了解厌菜后果。

琪琪平时和小朋友一起时，会
玩“巴啦啦小魔仙”的游戏，而且兴趣
非常浓厚。因此，借助这个动画片塑
造“不吃菜小恶魔”的形象，易于琪琪
接受，并产生兴趣。用虚拟角色让琪
琪知道不吃菜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就
像动画片里的坏角色一样会危害主
人公，当孩子想象自己如动画片中的
小魔仙时，必定有热情与激情去打败
小恶魔。孩子自己有决心，那是成功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三）劳动带给孩子的食欲感
尚田幼儿园的生活化课程为幼

儿搭建了很好的食欲平台。幼儿在
操作过程中，把食材想象成各种美味
的食物。要让这些食物小精灵进入
每个小朋友的肚子里，我们就要一起
将食材处理好，再请厨师把食材变成
美味的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参
与了劳动，会珍惜自己的劳动。因此
在进餐时，他们能把自己餐盘中的饭
菜吃得干干净净。

中班幼儿还有“走进菜场初体
验”实践活动，让幼儿对进餐更感兴
趣。放学回家后，小朋友们拿出自己
买的蔬菜动手洗菜、摘菜、切菜、炒
菜、盛菜，忙得不亦乐乎！就餐时，孩
子们吃着美味的饭菜开心极了，并在
参观活动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菜，知
道了蔬菜的营养价值，萌生爱吃蔬菜
的情感。同时，也加深了孩子们的生
活经验，增进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
让他们更加珍惜饭菜。

在培养幼儿自主进餐习惯这一
问题上，我们以游戏为载体采取了
多种有效的措施，让幼儿认识到不
良习惯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游戏中
乐于进餐，在良好的进餐氛围中更
好地进餐，这些都促进了我们教育
活动的开展。

作者系尚田街道中心幼儿园教师

游戏化促进中班幼儿良好进餐习惯的养成

竺亚波
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独生子女身上暴露出来的诸如自
私霸道、胆小怯懦、娇气自负、懒惰
浮躁等问题，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
视。在幼儿教育问题上，应明确社
会转型时期对人素质的新要求，开
拓思路，努力探索幼儿教育的新思
路、新方法。在发展德智体的同
时，着力培养幼儿的独立意识、合
作意识等，促进幼儿成长。

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幼儿
的独立性

进入幼儿期后，孩子自我意
识开始萌芽。随着其身体的发
育、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活动能力
的增强，他们了解和探究客观世
界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这个必
经过程中幼儿获得了自身的发
展。于是，我们可以要求幼儿从
身边一些小事做起，学会独立。
虽然有时他们做的不是很好，但
在活动过程中他们会有一种小主
人的感觉，感受独立做事的乐
趣。我们应对他们的努力给予充
分肯定，并鼓励和要求他们克服
困难，坚持独立做事。

二、在教育活动中培养幼儿
的独立性

教育家蒙台梭利十分重视幼
儿独立性的培养，她说：“教育者
先要引导孩子沿着独立的道路前
进。”她认为，儿童自身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我们应尊重幼儿的自

主性、独立性，放手让他们在活动中
发展。这就要求教育者通过各种方
式培养幼儿的能力。如在选择游戏
区域游戏时，放手让幼儿自己选择游
戏角色、游戏环节、游戏方式，让幼儿
充分感受到自己有选择、探索、表达
的自由。在孩子间发生矛盾时，不
是作为权威者来评判谁对谁错，而
应把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幼儿，提高
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幼儿时期是打基础的阶段，因
此，我们需共同努力培养幼儿的独
立性。注意鼓励和指导幼儿进行
探索学习，不急于将答案直接告诉
幼儿，而是运用适当的手段，教给
幼儿认知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
鼓励幼儿动手操作，通过手脑协调
的心智活动获得知识。

幼儿具有好奇好问的天性，他
们对看到的事情常常喜欢问为什
么。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应
注意启发他们自己动脑筋探索得到
答案。对知识被动等待和消极接受
最易形成幼儿的惰性及厌学心理，探
索学习恰能弥补这一缺陷。幼儿在
探索学习中，亲身经历了寻找答案获
得知识的全过程，不仅获得了知识，
更清楚答案的由来。在操作学习中，
由质疑到发现、由迷惑到顿悟、由改
正到成功等一系列环节趣味横生，能
让幼儿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而使
他们不断燃起求知欲望，逐渐培养起
主动自觉的学习习惯。这种主动性
和自觉性还会迁移到其他活动中去。

三、利用各种有益的游戏培养
幼儿的独立性

游戏是幼儿喜欢做的活动。因
此，要充分发挥游戏的特点，把独立
性巧妙地渗透到游戏中，让孩子“玩
中学、学中玩”，尽量做到寓教于
乐。如组织幼儿开展培养生活自理
能力的比赛，像系鞋带、解鞋带、为
小伙伴穿脱衣服等，让他们的好胜
心在比赛中得到满足，同时提高独
立生活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在区角活动中，积极的评价是
发展幼儿独立性行为的重要手段。
孩子往往通过别人的眼睛认识自
己，依靠自己心目中的权威任务评
价自己。区角活动可以让孩子在经
历曲折、失败的尝试与探索后获得
成功，所以，赢得的评价也总是积极
肯定的。

在结构游戏中，尽量避免提供
过于现成的材料，这样一来反而会
影响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让孩子
独立思考组装，才能达到发展幼儿
独立性的目的。在进行一些难度较
大的游戏时，要让小朋友坚持做事
有始有终，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
特别是那些能力较弱的幼儿，教师
要重点给予指导帮助，培养他们挑
战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四、重视对幼儿良好性格的塑
造和各种能力的培养

加强幼儿基本生活能力的训练
和培养。现在的幼儿多数是独生子
女，由于他们在家庭中的特殊地

位，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普遍很差，
几乎成为“抱大的一代”，这一点必须
引起足够警觉。要加强幼儿基本生活
能力的训练，从饮食起居各个方面着
手，培养幼儿自我料理、自我服务以
及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们
习惯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
事情帮着做”。有些家长对孩子自己料
理日常琐事不以为然，热衷于包揽代
办，这样反而不利于孩子成长。其
实，日常琐事对幼儿形成独立意识、
提高独立生活能力十分重要，成人决
不可代办。

积极鼓励孩子与外界交往，让其在
交往中获得知识、行为规范、处世方式
和应变能力。与同伴玩游戏是幼儿一
项经常性交往活动，幼儿的许多意识和
能力都是在与同伴交往中形成的。在
活动中，幼儿学会了忍耐、等待、分担互
助、合作共享等。

与成人的交往，对幼儿的影响
也很大。鼓励幼儿与成人交往，鼓
励幼儿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大
胆地与成人对话。成人要善于倾听
幼儿的意见，不要过早评议其想
法，让他畅所欲言，鼓励幼儿与自
己辩论，不要对幼儿的“犟嘴”一
概否定。成人不要代办与幼儿相关
的事情，要鼓励幼儿自己处理与自
己相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幼
儿不但学会了知识和处世方法，还
能运用知识和方法，同时在交往活
动中建立了自信心。

作者系奉化区城内幼儿园教师

浅谈幼儿独立性的培养

董丹丹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生活才会变得更美好。然而，

在许多家庭溺爱模式的教育下，幼儿变得自私自利、不
懂礼貌、缺少感恩之心。幼儿阶段是品德形成的重要阶
段，社会感恩教育应从幼儿抓起。本人认为，家庭与幼
儿园可以携手对幼儿进行感恩教育，通过读、说、玩、
做，让幼儿了解父母、体谅父母、关爱父母，教幼儿学
会分享，学会感恩。

一、培养感恩意识的重要性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中华传

统美德。然而，很多家长非常溺爱孩子，满足孩子一切
需求，只关注孩子能力、知识、特长等方面，缺乏感恩
教育。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形成自私、霸道、冷漠、任
性等性格，变成一个小霸王。

有家长反映自己的宝贝每次玩好玩具后总是不收
拾，当玩具找不到时，就会大发脾气，摔东西。我了解后
得知，每次孩子玩好玩具后，由家长收拾，当孩子找不到
玩具发脾气时，家长就会买新的玩具哄其开心。还有诸
多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啥也不会，只是一味索取，只要自
己开心就好。这一切都是孩子的错吗？不！家庭的感恩
教育非常关键。孩子从懵懵懂懂变成小霸王并非“一日
之功”，当孩子习惯了索取，就忘记了感恩，所以我们要教
孩子学会分享、学会感恩。

二、家庭教育培养幼儿感恩意识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要多方面培养幼

儿的感恩意识。我班有一位家长，她非常重视孩子感恩
意识的培养。午睡时，她的孩子手臂力量不足，爬上床睡
觉比较吃力。每次我帮他，他都会对我说：“谢谢，老师你
真好。”有一次我嗓子哑了，他主动倒了一杯茶过来，说老
师你休息一下，你辛苦了，等等。

试问，这样一个有感恩意识的孩子，谁会不喜欢？
所以，我就去了解这位孩子母亲的教育方式。孩子的
母亲说，她并不期望孩子有多么成功，但他必须是一
个时刻感恩的人。而她培养孩子感恩的方式是：首先
让孩子了解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凡事都要亲力亲
为。学会感恩，尊重他人。作为长辈也要以身作则，
懂得感恩。其次，指导孩子灵活运用日常生活中的礼貌
用语，让他知道接受帮助或者收到礼物都要说“谢
谢”，让感恩行为变成一种习惯。最后，培养孩子的生
活自理能力，让他帮助你做些简单的事情，与孩子形成
一种互助关系。

三、幼儿园教育培养幼儿感恩意识支持策略
幼儿的大部分时间在幼儿园度过，作为教师培养幼儿感恩之心，义

不容辞。我班缺乏感恩心理的孩子大致分为三类：A类“不会分享”型，自
己的玩具不愿意给别人玩，别人的玩具一定要给自己玩，从来不说谢谢；
B类“据为己有”型，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藏起来，连幼儿园的玩具也不放
过，经常把别人的和幼儿园的玩具拿回家；C类“推卸责任”型，遇到不顺
心的事情，那就是大人的错。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读一读——巧用绘本阅读萌发感恩意识
当面说教，也许孩子并不能接受，《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

出，借助图书、故事等能让幼儿很好地理解与感受父母的爱。《猜猜我有
多爱你》是大兔子和小兔子相互表达爱的一本绘本，能让幼儿感受到亲
情的美好，同时引导幼儿用简单的行动表达爱。《我要当妈妈》引导幼儿
说一说当妈妈需要做哪些事情，让幼儿更加深入了解妈妈的不易，从而
试着帮妈妈分担，产生感恩心理。

（二）说一说——巧用生活细节渗透感恩意识
在园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身边小事渗透感恩理念。例如：在天

气很热时，你喜欢在外面站着吗？幼儿的回答是“不会”，他们喜欢在
家呆着，吹吹空调，吃吃冷饮。可是，你们的父母不管下雨天还是高
温天，都要风雨无阻地接送你们，十分辛苦。有的小朋友，当父母因
为有事情耽搁了就大发脾气，你们觉得应该吗？通过这次讨论，孩子
们深刻了解自己的任性与自私，体会到父母的爱，同时也意识到要关
爱父母和他人。

（三）玩一玩——巧用角色游戏体验感恩行动
感恩是社会教育的内容之一，而角色游戏能高效激发幼儿的感恩

意识，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感恩教育。例如：娃娃生病了，幼儿
担任妈妈的角色照顾娃娃。通过这种角色互换的情感体验，能让幼儿
很好地了解妈妈照顾自己的辛苦。还可以让幼儿体验扮演老师、环保
工人、爸爸等角色，通过多样化的角色内容，巩固和外化幼儿的感恩
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注意培养幼儿的感恩意识，引导幼儿表达
自己的感恩之心，结合节日开展感恩行动。通过这类活动，潜移默化将
感恩的种子洒在幼儿心中。

感恩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优良品德。幼儿感恩意识的形成并不是短
时间就能形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地予以培
养。记住，爱他就要教会他分享，爱他就要让他学会感恩。

作者系奉化区城内幼儿园教师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
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加
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
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要深化科研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
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
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习近平2020年6月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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