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赏识教育的实施策略
如上所述,赏识教育得到社会和

教育界的重视,但是从表格数据来看，
我们的赏识教育开展又不容乐观。作
为一名幼儿教师，我们应该帮助每个
自信心匮乏的幼儿重拾自信，得到积
极的情感发展。那么在具体教学活动
中，我们又该如何有的放矢地实施赏
识教育？结合平时的教学实践，我从以
下方面谈谈我的初步摸索：

（一）循循善诱,鼓励表扬
幼儿心理学指出：小班幼儿认知

判断能力较弱，行动具有强烈的情绪
性,做事情时经常会出错。当孩子犯错
误时,我们不要用偏激的言辞去斥责
幼儿，以免其产生恐惧感，不愿意说出
事情的经过。这时我们要跟孩子讲道
理，循循善诱，耐心询问事情的经过，
帮助孩子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引
导他改正错误。对幼儿好的行为表现
多给予具体、有针对性的肯定和表扬，
让他对自己的长处有所认识并感到满
足和自豪。

（二）尊重差异，挖掘潜力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

出：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要充分
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进程中的个别差
异，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
高水平发展。

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家庭的熏陶及不同的教养方式塑造了
每个幼儿独特的发展优势和个性特
点。教师要给予充分的尊重，要为每个
幼儿提供广泛而全面的发展机会，为
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长处和获得成
功的条件，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如在幼
儿园的主题墙面上，我们创设了“不一

样的我”及“夸夸我自己”，在说说画画
中知道自己的优点。

（三）情感入手，静待花开
记得这样一段话：“孩子像花蕾一

样，有不同的花期。最后开的花，与最
早开的花一样美丽。”在孩子的发展过
程中，我们要静待花开。对发展较快的
孩子，提出更高要求。对发展较慢的孩
子进行目标调整。尽可能鼓励他们，赏
识他们。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不断鼓励，
就好像植物需要阳光雨露一样。小班
的幼儿刚刚步入幼儿园，他们对新的
环境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一
些胆小的幼儿我们更需要进行情感上
的交流，让小朋友喜欢你，喜欢上幼儿
园。

赏识教育要以爱为出发点，爱幼
儿，才能正视幼儿的一切，及时发现幼
儿身上的亮点，对幼儿给予鼓励和表
扬，也才能在幼儿出现错误时有包容，
全面了解幼儿的状况，从幼儿的角度
出发思考问题，从幼儿的行为中发现
闪光点，促进其成长。

〔案例1〕我班有个桑诚小朋友，刚
入园的时候比较内向，参与活动时总
喜欢一个人在旁边安静地看着我们。
从家访中了解到，孩子的口语表达能
力比较弱，因为有一次念儿歌的时候
由于口语不清楚而被小伙伴们议论
后，就不敢开口说话了。我了解到情况
后，决定先从情感入手。他入园时，我
会主动迎接他，向他问好。在活动之
余，抱着他说说话。游戏活动中，我让
小朋友主动邀请他参与角色游戏。在
一次次的区域活动中，渐渐地，我看到
了他脸上灿烂的笑容。有一次离园时，
他主动跑到我身边说：“老师，我妈妈

来接我了，我要回去了。老师再见！”虽
然这段话语有些断断续续，但是足以
让我瞬间感动了，桑诚小朋友愿意说
话了，他已经融入了大集体。从这件事
中，我明白了我们可以用情感打动幼
儿，帮助那些胆小的孩子重拾自信，享
受同伴间的乐趣。

（四）语言技巧，艺术教育
小班幼儿的思维具有表面性和浅

显性。他们只能表面理解事物，教师运
用语言时,要注意有针对性,要让幼儿
听懂,同时要达到表扬肯定的效果。我
们评价小班幼儿的入园情绪时,不能
仅仅说“你真棒!”而要说:“你今天是高
高兴兴来幼儿园的,而且还跟老师打
招呼了,你真棒!”这种评价针对性强，
小班幼儿容易接受,同时能让幼儿感
受到快乐, 于润物细无声中让幼儿得
到情感的互动。同时,对孩子说话时要
采取正面引导，并巧妙使用体态语表
达赏识，摸摸孩子的头,竖个大拇指等
等。老师要用艺术的语言，对幼儿好的
行为表现多给予具体、有针对性的肯
定和表扬，善于抓住孩子身上的闪光
点，让他对自己优点和长处有所认识
并感到满足和自豪，帮助幼儿获得自
信。

(五)学会放手，积极锻炼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目标中对于小班幼儿建议“自己能做
的事情愿意自己做。”小班的孩子在
家被家人百般宠爱，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到了幼儿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
慢慢学。有些幼儿一到午餐时不会自
己吃饭，一到午睡时不会穿脱简单的
衣裤，一些能力弱的孩子渐渐觉得自

己比同伴差。为了发展幼儿的动手能
力，增强幼儿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培
养幼儿觉得我能行的意识，我们开展
了“穿衣小能手”活动，鼓励每个幼儿
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最后给孩子
们颁发奖状。

（六）家园共育，步调一致
《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家

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开
展赏识教育时，我们也争取家长的配
合，希望家长也能在家庭教育中开展
赏识教育，知道这是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中最好的调节剂，争取家园步调的
一致性。

〔案例2〕离园时间到了，欣欣拉着
妈妈的手，带她来到了美工区里看看
自己今天的作品。只见欣欣满脸的期
待。她妈妈却怒气冲冲地说：“你画的
是什么啊？脏兮兮的一团，乱七八糟。
看，佳佳画得多干净，多漂亮。你画画
一点也不好！”欣欣妈妈严厉的话语吓
着了孩子，她呜呜哭泣。我看到这种情
况，马上走到欣欣身边，抱住她，温柔
地说：“欣欣不哭，老师觉得你画得很
好，你看你的小花颜色涂得比上次均
匀。”我立即跟欣欣妈讲，你不应该采
取这种横向比较的方法来指责孩子，
不要拿孩子的不足与其他孩子的优点
作比较。这样不但起不到教育的目的，
反而会挫伤孩子的自信心。每天应该
多表扬她。欣欣妈妈听了后，这才点点
头，马上走到欣欣身边，擦干孩子的眼
泪，说：“刚才妈妈没有看仔细，原来你
的画和别人不一样，画得很好。”从那
以后，欣欣妈妈在家夸孩子穿衣服真
快，讲故事真好听，欣欣在表扬声中越
来越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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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赏识之匙，开自信之门
——浅谈小班幼儿赏识教育的实践探索

周巷镇中心幼儿园 钱海霞

【摘 要】赏识就是充分肯定幼儿，对幼儿进行表扬和鼓励，让幼儿感受到期望和肯定，从而培养自信

心。小班孩子是培养自信心的关键时期。本文从赏识教育的定义与重要性，赏识教育的现状分析和赏识教

育的实施策略三大方面浅谈一些拙见，旨在激发幼儿的内在动力，发现幼儿的闪光点，多欣赏肯定幼儿，

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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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詹姆士说过：“人类本质
中最殷切的需要是渴望被赏识。”赏
识教育就是指自己的某种行为被他人

所认可和欣赏，从而来强化孩子的主
观意识，激发幼儿兴趣和动机，帮助幼
儿树立自信心。

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也明确指出：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幼儿。
注意发现幼儿的优点，接纳他们的个

体差异，不与同伴做横向比较。由此可
见，赏识教育已经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和认可。

一、赏识教育的定义及重要性

在小班的第一个学期里，我们针
对不同的孩子，采取了不同的赏识教
育策略方法，发现孩子们在表扬肯定

中渐渐喜欢了自己，喜欢了同伴，喜
欢了老师。作为幼儿教师，我们浇灌
着最娇嫩的花朵，面对这一群群活泼

可爱的孩子们，我们要怀揣爱心，耐
心去寻找和发现每一位幼儿的长处、
优点，去欣赏他们、去鼓励他们，在幼

儿的一日生活中，我们要合理运用赏
识教育这把金钥匙,慢慢开启幼儿的
自信之门。

四、赏识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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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的思维处于直觉行动
思维，行动容易受情绪支配，一些高
级情感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需
要教育者的不断引导和培养。但是

从目前家庭教育和幼儿园孩子的表
现状况来看，赏识教育不容乐观。我
对我们小八班幼儿做了调查，统计
如右：

二、赏识教育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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