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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中培养幼儿整理能力的实践探究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幼儿园  陈毅颖

摘  要：幼儿教育阶段是幼儿学习知识的启蒙时期，更是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幼儿整理能力的养成便
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整理意识与能力能够在规范幼儿行为的同时，助力幼儿自我服务能力提升，也能为幼儿身心
素质的提升提供保证。文章从幼儿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整理问题和幼儿整理能力不足的原因入手，就培养幼儿整理能
力的实践策略展开相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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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提出，凡是儿童自己能

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在幼儿教育改革背景下，

要求幼儿教师要在明确自身所肩负的幼儿 启蒙教

育职责的同时，遵照幼儿教育实际，主动丰富幼儿

在园的一日生活整理活动，使幼儿在学习并积累知

识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建立自理生活观念，也使幼

儿在成长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独

立的人 [1]。但是，现阶段大部分幼儿作为家庭的“中

心”，基本什么都不用做，这也就造成幼儿整理能

力、生活自理能力相对不足的成长现状，非常不利

于幼儿的全面成长。基于此，笔者从自身的幼儿教

育实际经验出发，以中班幼儿为例，基于 4~5 岁幼

儿基本自我服务意识、自我服务能力形成和强化的

重要阶段，有针对性地展开整理教育，以满足幼儿

的自我服务需求，使幼儿能够在主动地尝试与合作

中提高整理能力，从自我照顾逐渐扩展到为他人服

务，切实感知自我存在的价值。

一、幼儿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整理问题

目前，很多幼儿在刚入园时都存在整理意识

缺乏的现象，比如，幼儿在完成集中活动和区

域活动之后，整个活动场地一片狼藉，使用过和

没有使用过的材料随意堆放在一起，没有幼儿主动

整理；在午休时间幼儿脱下衣物之后，随意放在床

上，鞋子到处乱踢，睡醒之后没有教师的提醒不

会整理床铺；喝完水的杯子随意放，用的时候找

不到……整个幼儿教育环境没有规则，显得凌乱，

也就增加了保育教师的工作负担。还有一个主要

问题表现在幼儿教师提出整理要求之后，幼儿能够

主动参与整理，但是做不好整理工作，不知道该

怎么整理，表现为不知道东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如何完成整理工作等，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影响了

幼儿的感受，从而难以提高幼儿整理教育的质量与

实效性 [2]。

二、幼儿整理能力不足的具体原因

（一）幼儿自身的整理意识不足

幼儿的年龄比较小，他们的认知能力相对不足，

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活动中，如果没有幼儿教

师和幼儿家长的教育指导，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

么和怎么做。与此同时，在幼儿园整理教育开展

之前，幼儿普遍缺乏整理意识，如果没有适宜的

整理教育指导，就发现不了自身存在的整理问题，

难以感知整理行为可以给生活本身和生活环境所带

来的良性影响，幼儿也会缺乏主动参与整理活动的

欲望与行为。

（二）幼儿家长对孩子的溺爱

大部分家长对孩子难免会有许多的溺爱，他们

总是认为孩子还小，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也担心孩

子会做不好，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会避免让幼儿做

家务，很多事情也经常替孩子完成，导致幼儿在家

长的“保护”下较少有机会尝试和探究自主整理。

长此以往，也就造成了幼儿懒惰，缺乏自理能力、

自主行为能力等，很多幼儿甚至到了大班还不会自

己穿衣服或系鞋带，这不仅不利于幼儿自我管理能

力的提升，更不利于幼儿身心全面成长，也为幼小

衔接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三）幼儿园对幼儿整理能力培养的不重视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优化与持续推进，不管是

幼儿园还是幼儿教师都越来越重视做好对幼儿除文

化知识启蒙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教育指导，但是在具

体践行过程中，会因为长期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和

幼儿家长的教育期盼而将整理教育放在比较次要的

位置，常常会因为文化知识的教育，科学、艺术等

活动的建构忽视对幼儿的整理能力的指导。还有一

些幼儿园条件比较好，教师和其他岗位工作人员配

备比较充足，会有人在幼儿园帮助幼儿整理玩具、

打扫教室环境等，不需要幼儿自己整理，这也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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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对幼儿整理能力培养的不足 [3]。

三、培养幼儿整理能力的实践策略

（一）尊重幼儿的自主意识

幼儿年龄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认知

的逐步增加，他们的自主意识也会逐步增强。因此，

在重视落实整理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幼儿教师不能

只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建构活动内容，而是要基于

幼儿的需要、兴趣和发现等，以“幼儿在前，教师

在后”的理念为指导，坚持以幼儿为主体建构整理

活动内容。在培养幼儿整理能力的过程中，幼儿教

师要尽可能多给幼儿自主思考和自主探究的空间。

例如，在幼儿园每月的被子洗晒日活动中，由于幼

儿装被子的袋子过大，在打包被子时很多幼儿都

难以合理摆放装袋，在搬运被子时也比较不方便，

或提、或扛、或抱、或拖……这时，有的幼儿便

提出在家中看到妈妈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袋子。“老

师，我妈妈在家里装被子的时候是把被子装进一个

大袋子里，然后拿一个打气筒抽气，被子就变成扁

扁的、小小的了。”在幼儿产生这一想法之后，幼

儿教师便可以为幼儿提供真空收纳袋，放手让幼儿

自己尝试将秋被和枕头等装入真空收纳袋中。装被

子的过程，可以引发幼儿的探究热情，引导幼儿在

发现整理问题的同时，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切实推进幼儿整理意识的培养。

（二）给予适时的整理指导

在实际的幼儿整理能力教育指导中，幼儿教师

要善于在良好的师幼互动中给予幼儿更多尝试操

作的时间和空间。当幼儿发现存在的整理问题之

后，幼儿教师要尽力做到不急于介入，而是选择

“等一等”，观察幼儿的行为，倾听幼儿的谈话，

切实明确幼儿存在的核心问题，然后再用适时且

适度的指导提升幼儿的问题解决能力，激发幼儿“让

我来”“我能行”的生活自理意识 [4]。例如，在某

次的区域建构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整

理积木，一一对应放回原本的位置。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蹲下来和幼儿一起整理，切实发挥言传身教

的教育引导作用，使幼儿养成“哪里拿，哪里放”

的自觉意识。与此同时，教师也要紧抓教育时机，

指导幼儿学习正确的整理方法，不能只是单纯把积

木放回原位。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按照积木的

形状进行整理，将正方体放在置物柜的第一层，将

圆柱体放在置物柜的第二层，将长方体放在置物柜

的第三层。相信在适当且长久的整理引导下，幼儿

在今后的区域活动中，一定会自觉地整理活动材料，

真正提升整理能力。

（三）引入真实的生活场景

“生活即教育”，幼儿教育在引导幼儿学习知

识的同时，也要让幼儿掌握生活技能，提升在将来

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实际的整理教育指导中，

幼儿教师便可以尝试为幼儿建构贴近幼儿生活的场

景与事物，引导幼儿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产生整理

的主动意识，并能在不断积累生活认知与生活经验

的过程中提升生活自理能力。例如，在引导幼儿用

真空袋装被子的过程中，很多幼儿都会出现怎样将

被褥折、卷、装和怎样将真空收纳袋撑开、捏紧的

问题。对此，幼儿教师便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

引导幼儿观看提前请幼儿家长录制好的用真空袋整

理被褥的视频，引导幼儿在熟悉的引领下，回想自

己妈妈用真空袋整理被褥的过程，用生活中的真现

象调动幼儿的主动整理学习欲望。不仅如此，幼儿

教师还可以尝试为幼儿建构生活整理情境，让幼儿

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模仿妈妈帮助孩子整理床铺、

整理房间等的过程，在最真实且最直接的整理感受

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整理技能，同时真实体验妈妈的

辛苦，从而能够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当好妈妈的

家庭小帮手。

（四）组织多样的整理竞赛

幼儿好玩、好动，同时具有比较强的好胜心，

在实际的幼儿整理能力教育指导中，幼儿教师不单

单要做好对幼儿的整理技能知识指导，还要有针对

性地组织开展实践教育活动，根据幼儿的整理能力

和整理教育成效，建构设计多种多样的整理竞赛活

动，用比赛锻炼幼儿的整理能力，也使幼儿可以在

好胜心的引领下，更积极地参与到整理知识的学习

中，收获事半功倍的教育指导成效。例如，中班幼

儿的手部动作能力和整理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

之后均有了显著提升，为了进一步检验教育的成效，

教师便可以针对整理教育的内容组织幼儿开展“穿

脱衣物比赛”“叠衣服比赛”等。并且在前期，幼

儿教师可以先在班上进行小型比赛，检验教育成效

的同时，挑选出适合参加班级间整理比赛的人选，

切实调动幼儿为班级争光的荣誉感。不仅如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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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帮助幼儿保持参与比赛的长久激情，幼儿教师还

可以对每次比赛的规则与要求进行调整，如比较整

理的速度、比较整理的层次性、比较整理的规整度、

比较整理的创意……让幼儿在每一次的比赛参与中

都能收获新鲜的活动体验，都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参与其中，真正展现比赛的价值，也切实检验幼儿

的整理技能掌握情况。

（五）建立科学的奖励机制

幼儿喜欢表现，喜欢受他人的关注，更渴望得

到教师的关注与肯定，进而在对幼儿的整理教育指

导中，幼儿教师不仅要手把手做好对幼儿的整理教

育，细心筛选整理教育的内容，还要建立科学的奖

励机制，在关注幼儿整理结果的同时，做好对幼儿

整理过程的关注，肯定幼儿在整理中的付出，使幼

儿能够在被肯定的愉悦情绪引领下，更积极地参与

到整理活动中。例如，幼儿教师要积极表扬在整理

活动中积极参与的幼儿，不管学习成效如何，要

肯定他们的学习过程。同时要及时发现在整理过

程中主动帮助小伙伴的幼儿，并给予其公开的肯

定与鼓励，如“美美真棒，不仅自己把衣服整理

好了，还帮助自己的小伙伴整理衣服，大家都要

向她学习。”同时，幼儿教师可以给幼儿准备一

些他们喜欢的小礼物，如贴画、印章、小红花等，

不仅要及时奖励完成整理任务的幼儿，也要给在

遵守活动纪律、积极参与互动、主动与小伙伴合作

等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的幼儿奖励，让幼儿都能在活

动参与中有所收获，从活动中发现自己的长处，从

而可以在奖励机制的引领下，逐步建立整理学习信

心和整理学习热情。

（六）将家园合作坚持到底

家庭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家庭和幼儿

园都是幼儿园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所以，

对幼儿整理能力的教育引导，幼儿教师需要在做好

园内指导的同时，主动联系幼儿家长，引导幼儿家

长认知并认同幼儿整理能力教育对幼儿身心成长的

积极意义，从而可以在认可整理能力教育的同时，

支持并积极参与幼儿园的整理教育活动，将家园合

作进行到底，携手推进幼儿的全面成长。以笔者所

任教的班级为例，班上的乐乐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奶奶对乐乐宠爱备至，每个被子洗晒日后，其他幼

儿都愿意自主提被子到班级尝试自己铺床，只有乐

乐的奶奶打电话要求教师到园门口帮忙拿被子到班

级，从来不让乐乐自己动手，以至于每次要拿回家

洗晒时乐乐都哭着说不会收整被子、不会装袋、拿

不动被子。于是笔者与配班教师商议积极做好乐乐

奶奶的工作，请她适当放手，配合幼儿园锻炼孩子

的自主整理能力。乐乐奶奶同意了教师的建议，不

再请教师到园门口提被子去班级铺床，而是鼓励乐

乐自己动手，让乐乐自己完成提被子到班级、铺床

的过程，并启发乐乐在遇到困难时能向同伴或教师

寻求帮助。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坚持，乐乐的整理

意识与整理能力有了显著的进步，乐乐的奶奶也更

加认可幼儿园的整理教育，而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合作的信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整理活动的开展和对幼儿整

理能力的培养，既是对幼儿园教育内容的丰富，也

是对当前幼儿教育改革要求的落实，能够将幼儿引

入生活，切实帮助幼儿积累生活经验，提升生活能

力。幼儿教师要在清晰认知整理教育价值的同时，

积极探究合适的整理教育策略，利用幼儿教育活动

各环节的衔接紧密与层层递进，持续性培养幼儿的

整理意识和整理能力，助力幼儿在成长的道路上可

以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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