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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研究述评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幼儿园生活活动研究文献综述

谢　哲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幼儿园生活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选择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有关幼

儿生活活动的文献，从研究走势、主题、局限、展望四方面对其进行阐述。研究主题从生活活动的意义、策略、实践反思、教学

活动设计、培养方法五方面展开，得出生活活动研究的四方面局限：研究主体过于单一、研究方向缺乏纵横拓展、研究方法不

够严谨，研究质量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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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生活活动，主要指幼儿入园、进餐、喝水、

盥洗、入厕、睡眠、离园等活动———这是生活活动的

基本环节［１］。《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中指出：

幼儿园的生活活动是指生活自理、交往礼仪、自我保

护、环境卫生、生活规则等方面的活动———这反映了

生活活动的具体内容［２］。

幼儿园生活活动不仅包括基本环节，而且应包

含生活活动的具体内容。所以笔者对生活活动的理

解是：能通过各环节的教育达到培养幼儿自理、社

交、独立等能力及形成优良品质的活动。

本文以“幼儿园生活活动”和“幼儿生活活动”为

篇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期刊１００篇，以“幼儿生活

活动”为主题词检索到３３篇，以“幼儿”和“生活活

动”为关键词检索到９篇。（时间范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经过筛选，去掉

重复的和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各种教学活动等相关

度低的文献，剩下５９篇，其中硕士论文有８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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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有２篇。本文运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数据进行简单

统计分析，以下分别从研究研究走势、主题、局限、展

望四方面进行阐述。

一、研究走势

研究走势反映了该主题在一定年段的被关注度

和研究趋向，具体见图１。

图１　以“幼儿生活活动”为篇名的文献年份分布图

从图１可以看出，幼儿园生活活动一直受人们

的漠视。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准确检索出来的以生活

活动为主题的文章很少，２０１０年以前每年都在４篇

以下，有些年份甚至一篇都没有。从２０１１年开始，

文献数量开始提升，到２０１４年达到高潮，但到２０１５

年又急剧下降。这可能是由于２０１０年以来国家对

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并颁布了许多发展学

前教育的文件，而后又进入低谷期。总的来说，人们

对于幼儿生活活动的关注比较少，研究不多。

二、研究主题

经过分析，主题可分为生活活动意义、生活活动

策略、生活活动实践反思、生活活动教学活动设计、

生活活动的培养方法研究五类。

（一）生活活动意义研究

对于生活活动的意义研究归于一致。总的概括

起来是：其可以增强幼儿的自理、自我服务、自我保

护、独立生活、口语表达、社会交往能力，培养良好的

作息、睡眠、排泄、盥洗、整理、饮食等生活习惯和规

则意识，有利于幼儿全面健康发展，最终形成良好的

个性品质。学者陆海莲从幼儿园生活活动中师幼互

动的角度出发，强调其对幼儿交往、思维、表达、理解

能力的促进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提升［３］。还有学者是

从孔子平等思想对生活活动组织的意义来阐述的，

强调树立平等思想有利于教师正确认识生活活动的

重要性、公正对待幼儿、平等看待师幼关系等［４］。

（二）生活活动策略研究

学者多从一些常见问题入手，比如针对生活活

动的质量等问题提出解决策略。还有学者对如何来

培养生活活动中幼儿的生活自理、交往、自主学习能

力进行探究并提出可行措施。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

生活活动中帮助幼儿建立常规和养成一些行为是很

关键的，因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对于生活活动中的不同但常见的问题，学者们

提出解决策略。部分学者针对幼儿园生活活动的组

织和设计上存在制度化、僵化、不合理的现象，提出

应从园长教师观念和幼儿的兴趣来设计活动。有些

学者观察到生活活动中幼儿的不良生活习惯，如不

主动饮水、不会用筷子吃饭等，作者认为应首先追根

溯源，了解幼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创设

潜移默化的环境，与幼儿共同制定常规，并将习惯贯

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在课后与幼儿家长进行合

作。齐凌针对小班认知能力弱、情绪易感染、拟人化

的思维特点，提出应开展拟人、多样化的活动，同时

给幼儿树立榜样，并积极鼓励幼儿［５］。还有学者曾

正玲发现在生活活动存在消极等待时间过多的现

象，对此作者提出可以通过游戏、尊重差异和随机应

变来应对［６］。

针对生活活动中如何培养幼儿自理、自主学习、

交往能力这三方面提出他们的见解。很多学者从幼

儿自理能力的视角出发，认为幼儿没有足够的生活

技能，且大多自私、霸道。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培养

健康的身体，适宜的环境，适度的教学，游戏化的活

动、区角活动，恰当的儿歌故事，积极与家长进行沟

通与合作［７－１４］。有些学者从培养幼儿的自主学习

能力出发。付家丽从教师的消极态度和不当组织归

因，提出教师应用音乐让幼儿自觉行动、用民间游戏

来减少等待、作特殊标记让幼儿明确任务［１５］。邵莹

从家园合作的角度来探讨，提出要“引导家长科学育

儿、联系家长了解学校、家园共同合作”［１６］。还有学

者针对交往能力提出策略，主要包括师幼关系和口

表能力两个方面。关于师幼关系，学者们对其产生

的问题看法趋于一致，主要围绕着师幼地位不平衡、

对话策略不足、对话功利性这三个方面展开。对于

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策略却有不同的看法。任清

兵提出通过改善环境、提升教师、拔高幼儿、家园合

作这四方面着手。陆海莲、刘飞敏则认为导致师幼

关系不和谐的因素主要是教师的素质、理解能力以

及班级的氛围。由此得出的建议更多是针对教师提

出的，要求教师要掌握倾听技巧和对话策略、提高素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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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营造安全对话氛围。聂懿突出了家长的作用，认

为幼儿是家长的影子，所以在提出策略时要发挥家

长力量，让幼儿形成家园一贯的交往习惯［１７］。王蕾

从培养口语表达能力出发，强调幼儿期是言语发展

的关键期，具体实施途径应首先为幼儿创设适合的

语言环境，其次要耐心引导幼儿正确的表达，最后要

关注到幼儿间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１８］。

有些学者强调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建立一些行

为和规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有些学者针对这两方

面提出了培养的建议。刘歆、顾卫红、冯琴认为在生

活活动中培养利他、礼仪、感恩行为十分必要，主要

强调教育环境、干预策略和成人教育引导的作

用［１９－２１］。李金英、张小翠从班级常规教育的角度出

发，分析了小班常规教育在内容、制定方式、教育途

径上存在问题。针对此，提出要以儿童为本，采用科

学方法，制定合理常规，创设家园共育［２２－２３］。朱晓

燕直接从培养途径出发，提出用环境熏陶法、奖励细

化法、竞争法来建立班级常规［２４］。还有学者从个体

性、群体性、社会性规则三方面阐述了生活活动常规

教育的内容和实施措施［２５］。

（三）生活活动实践反思研究

作者都是从幼儿园教育实践出发，以生活活动

为关注点进行反思。薛梅、黄缨提出重视幼儿在生

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幼儿的主动性、教育的渗

透性、过程的实践性和行为的一贯性［２６－２７］。余晓真

针对上海二期课改后颁布生活活动的新教材与实践

的冲突提出困惑，并且通过教学案例反思出课改的

不足之处和培养幼儿生活能力的正确之道［２８］。马

凤以５８４篇教师笔记为载体对生活活动教师的实践

进行反思，对其进行分类，总结出教师笔记的特点和

存在问题［２９］。而贾晋认为“幼儿生活活动的学习契

机是幼儿生活活动中值得学习的内容，是能促进幼

儿身心发展和获得关键经验的环节”，作者从活动目

标、教师作用、幼儿地位、活动实施这四方面进行反

思［３０］。还有学者抽出生活活动中的某个环节（如取

餐）进行教学研讨，从而培养幼儿自我服务的意识。

（四）生活活动与教学、课程的关系研究

学者们以教学为开展生活活动的方式，认为通

过设计集体教学活动来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十分有

效，所以开展穿大衣、擦鞋油、上厕所教学活动来加

强小班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应将主

题活动渗透到生活活动中去，周春梅通过丰富餐前

餐后活动来增强幼儿对“春天来了”的主题活动的

体验。

涂德兰以生态学为视角，将日常生活活动置于

幼儿园课程系统中，重新认为日常生活活动在课程

系统的地位，并动态呈现幼儿园生活活动实际生态

位失衡现象，通过探究原因提出相应的可行性

策略［３１］。

（五）生活活动的培养方法研究

学者们通过运用某种方法来促进生活活动中幼

儿多方面能力的发展。杨磊用图示的方法将幼儿园

的生活活动表现出来，把活动内容分成一个个步骤

让幼儿明确该做什么［３２］。周雪英认为游戏是幼儿

最喜爱的方式，她用六个案例来论证用游戏来开展

生活活动内容十分吸引幼儿，使幼儿能愉快的在游

戏中学习，并且能够培养幼儿生活习惯和自我服务

能力［３３］。石海心认为教师应抓住细节进行随机教

育，看似小事但其所发挥的教育效果却是意想不到

的，不仅可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而且对于提升教师

的综合素质也有意义［３４］。有些学者提出将阅读活

动、数学知识、个别化学习渗透到生活活动中去，这

些方式都与生活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可以通过他们

来帮助幼儿培养生活能力。还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活

活动艺术化，从幼儿园、家庭、社会、大自然中去挖掘

美，促进幼儿审美、创造力的发展［３５］。

三、研究局限

根据对５９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得出我国

幼儿生活活动研究在研究主体、方向、方法、质量四

个层面的局限性。

（一）研究主体比较单一

８０％的期刊多来自于幼儿园的一线教师，只有

少数的研究生和教授参与研究。针对此现状，一线

教师虽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幼儿园的工作繁

杂，降低了发现问题的敏感性，不易观察到幼儿生活

活动中的问题。其次，幼儿园教师长期进行教学工

作，对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比较少，重视程度低，所以

导致大多幼师理论知识不扎实，因此对发现的一些

问题不能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从而文章多浮于表

层，无法将研究深入下去。

（二）研究方向缺乏多样性

虽然有以上总结的五方面研究，但多以点带面，

研究趋于表面化，对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细致。一

方面缺少从年龄的纵向层面研究，另一方面遗失了

横向层面研究。

（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除了检索到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使用了质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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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３２卷 谢哲：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幼儿园生活活动研究文献综述

集数据方法和少数量的统计数据方法，比如最常见

的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剩余的期刊当中几乎没

有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研究更多的是一

线幼儿教师对实践的反思和经验层面的总结。

（四）研究质量普遍不高

在《学前教育研究》发表的文章只有两篇。笔者

对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发表在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进行

了统计，结果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以“幼儿生活活动”

为篇名文献类型分类

通过图２可以看出，核心期刊的比例只占到

３％，硕士论文占１４％，而普通期刊达到了８３％，说

明生活活动文献研究的质量不高，水平有待提升。

而且相对于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和游戏活动来说，生

活活动研究不占主流，不受重视。

四、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幼儿

生活活动研究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研究主体趋向多样化

从幼师的单枪匹马转变成组建教师、园长、研究

者合作研究的共同体，达到发挥幼师的实践价值、展

现园长的管理策略、运用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三者结

合。通过结合三种立场、发挥三种优势来发现幼儿

生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解释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从

实践者、管理者、反思者三个层面提出解决策略，让

研究主体更加多元化、研究问题更加立体化。

（二）研究的主题应朝横向和纵向拓展

纵向研究是指对幼儿生活活动的行为、能力等

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发觉其中的规律与变化；横向

研究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要全面了解幼儿在幼儿园

与家庭生活活动中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要对比

国内与国外幼儿园生活活动，从中挖掘可为我国所

用的精华。

（三）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

幼儿园生活活动对促进幼儿健康成长、适应未

来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研究者应采用多

样化的方法对生活活动的各方面进行剖析。比如可

以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某些特定幼儿进行长期的观

察，分析他们发生的变化和原因；可以使用比较研究

方法对国内外幼儿园生活活动现状进行对比，探究

我国幼儿园生活活动方面的局限之处；可以运用实

验研究对幼儿生活活动的某种行为进行干预，控制

无关变量探究因果关系；还可以运用共同体优势在

教学中进行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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