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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故事是开展幼儿养成教育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其融入幼儿养成教育蕴含的重要价值包括心理习惯养

成、行为习惯养成和家国情怀养成。当前，传统美德故事融入幼儿养成教育面临着教师内生动力缺失造成的主观困境、家庭育

人理念错位造成的现实困境、幼儿园和社会等外部推力不足造成的客观困境。对此，教师层面可以学思并重，加强相关知识学

习；理实并进，提升相关专业能力；知行并修，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家庭层面可以观念重塑，树立德智并重教育观念；价值重拾，

重视家庭美德教育价值；模式重构，构建家园深度互动机制；幼儿园与社会层面可以责任共担，明确幼儿养成教育目标责任体

系；成效共评，健全幼儿养成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多方共育，扩大幼儿养成教育社会主体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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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Exemplary St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Connotation，Value and Path

DENG Hui-hui，HUANG Man-yu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8，China）

Abstract：The exemplary st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serve as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cultivating early child⁃
hood.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values encompassed b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volve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aspects ：cultivating
psychological habits，shaping behavioral habits，and nurturing a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cultural attachment. Currently，the integra⁃
tion of traditional virtue stories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the subjective dilemma caused by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teachers，the realistic dilemma caused by the dislo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and the objective dilemma
caused by the lack of external thrust in kindergarten and society. In response，at the teachers’level，it is important to prioritize both
learning and contemplation，strengthening the acquisi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Additionally，progress can be achieved by merg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enhance relevant professional skills. What’s more，teachers should combine synchronize knowledge acquisition
with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promoting thematic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At the family’s level，reshaping perspectives is crucial，in⁃
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notion of a balanced integration of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rediscovering values also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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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mparting family-oriented virtues education and restructuring models by establishing a com⁃
prehensive home-school interactive mechanism. At the kindergarten and societal levels，shared responsibility is paramount in delineat⁃
ing a structured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is critical，
which involves enhanc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that gauges outcomes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ducation. Multi⁃
faceted cultivation also counts，aiming to enlarge societal particip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ducation.
Key words：exemplary st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cultivation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把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提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

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1］。谢春风指出要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和养成教育相

统筹，把养成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基础和自觉［2］。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

式，而养成教育是塑造价值观念、养成行为规范

的中坚力量。已有研究大多针对中华传统美德

的价值与内涵、赓续与创新、本体内容与当代阐

释，亦或是中华传统美德在小初高及大学的渗

透，对传统美德融入幼儿阶段的探索较少。孔子

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汉书·贾谊

传》）唐代魏征提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均强

调幼儿时期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认可此时期

是实施养成教育的关键时期。鉴于此，本文在厘

清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幼儿养成教育的内涵及

揭示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对于幼儿养成教育的重

要价值基础上，深度分析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融入

幼儿养成教育的现实困境，并基于此提出中华传

统美德故事融入幼儿养成教育的可行路径。

一、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幼儿养成教育

的概念内涵

（一）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内涵

要掌握中华传统美德故事的内涵，首先要明

确何谓传统美德。“传统”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中释意为“历史悠久的，代代相传的”［3］204。而“美

德”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释意为“美好的品

德”［3］892。就价值取向而言，品德综合考虑个体或

群体的品质与行为层面的内化与实践，道德则侧

重于行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的应然要求，而美德

侧重于品质层面的个体或群体的实然表达。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少学者对

传统美德规范体系或德目体系进行了概括和总

结。《尚书·皋陶漠》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德：“宽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

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构建起了第一个

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三达德”，即知、仁、

勇；孟子提出四基德或母德，即仁、义、礼、智；法

家代表人物管仲则提出所谓“四维七体”；董仲舒

提出仁、义、礼、智、信；朱熹提出“八德”。杨朝明

先生认为：“‘八德’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深刻凝练，

其中孝、悌、忠、信为第一个层面，即正心诚意的

内在修为；礼、义、廉、耻为第二个层面，是个人修

为的外化，是修身的体现。二者紧密相连，层层

递进，融入了古代中国思想精英关于德性问题的

全部思考”［4］。综而观之，传统美德体系内容随历

史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充实，虽表述不同但内涵基

本一致，即关注道德的内在修为和外化修身。相

较于儒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糟粕而言，中华传

统美德是经过筛选提纯后的精华集合，完成了对

儒学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5］。中华传统美德故

事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具体化、生活化展现，一

般通过讲述人物故事的形式呈现中华民族历史

流传下来、具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被继承、弘扬优

秀道德遗产。本研究以朱熹提出的八德，即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内容支撑，探究其融

入养成教育的可行路径。

（二）幼儿养成教育内涵

养成教育提法由来已久且备受瞩目。《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中养成教育被界定为“培养良好

行为习惯的教育”［3］1514。在教育目的方面，任春茂

指出，是一方面通过养成教育能够让幼儿学会辨

别是非，形成初步的善恶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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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育能够让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6］。在教

育内容方面，关鸿羽指出养成教育的目的即培养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7］。索

凤伟强调养成教育的内容包括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学习习惯、交往习惯和心理习惯［8］。在教育

路径方面，任春茂指出：通过故事启发幼儿的认

知、通过游戏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通过日常生

活锻炼幼儿的意志力、通过榜样法培养幼儿的良

好行为习惯［6］。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呈现形式多

样，譬如故事、动画、木偶戏等，将抽象的传统美德

予以具体化、生活化呈现。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融入幼儿养成教育，一能丰富课程内容，二能助力

幼儿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三能增强文化认同感

及文化自信，对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积极心理习惯

的养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养成教育

是以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为主线延伸的各类活动，

涵盖幼儿良好心理习惯、行为习惯与家国情怀的

养成。

（三）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幼儿养成教育的

关系解读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幼儿养成教育相辅相

成、内在统一。一方面幼儿养成教育赋能中华传

统美德现代化传承，另一方面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开拓幼儿养成教育新视角。首先，中华传统美德

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契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呈现，符合时

代发展之流。如果说传统“八德”中的孝、悌、忠、

信，体现的是个人内在层面的修养，那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

传统“八德”在新时代公德层面的递进和展开。

以传统“八德”中的“孝”为例，在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表现为“友善”。周浩翔等指出，就友善而言，

孝悌是其本，作为私德的孝悌与公德的友善都是

仁爱的生发，但孝悌更为根本［9］。《孝经·天子章》

中提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

人”，儒家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

子·尽心上》），具言之，只有建立在孝悌之上的友

善才是真友善，在倡导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时更要弘扬孝悌。其次，中华传统美德故事是

幼儿养成教育的重要来源，并为其指明方向。中

华传统美德故事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构成了

幼儿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的人生哲

理、价值观念与幼儿养成教育的内容深度契合，

将其融入幼儿养成教育使之内外兼修，对于幼儿

未来成长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中华传统

美德故事是幼儿养成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幼儿

养成教育既能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创新，

又能发挥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传

承与创新中华传统美德是大势所趋，心之所向，

美德故事是传统美德具体呈现的载体，将中华传

统美德故事作为实施幼儿养成教育的教育素材，

充分发挥美德教育的育人与导向作用，让幼儿从

小接受优秀传统美德熏陶，以此实现中华传统美

德的久存和价值传递，确保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

与创新。

二、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融入幼儿养成教

育的价值澄明

（一）涵养心性——心理习惯养成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有关幼儿心理习惯养

成内容有信、义、耻三个方面，即诚实守信、慷慨

仗义、荣辱知耻。例如，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曹

摅约囚》《曾子杀猪》等故事体现信；《公义变俗》

《查道博施》等故事体现义；《王恕羞贽》《管宁割

席》等故事体现耻。《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

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

指导思想是“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并将“以德育心”作为主要内容之一［10］。

心理习惯是指个体在长期心理活动中形成的稳

定的行为及思维方式，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

消极的，对心理健康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3-

6岁是幼儿身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养成积极的心

理习惯将使幼儿终身受益，幼儿心理习惯养成的

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积极

心理习惯养成促进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积极心

理习惯是指个体长期形成且稳定的积极行为与

思维方式。积极心理品质是个体内在积极的心

理特征与素质，是人类文明与传统美德积淀在人

内心深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

综合体现。积极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经过反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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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个体可以养成积极心理习惯，进而形成积极

心理品质。其二，良好心理习惯养成可增进幼

儿心理健康水平。幼儿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其健

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其生活质量和生

命宽度，同时对成年以后的健康发展有着显著

的预测作用［11］。因此，幼儿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

视，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作为教育资源，使幼儿

持续受积极心理氛围的熏陶，有助于其应对成长

中的心理困惑，学习与自己、他人、社会相处，从

而形成积极稳定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通过德治手

段“以德润心”。

（二）积习渐靡——行为习惯养成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有关幼儿行为习惯养

成内容有孝、悌、礼三个方面，即孝敬恭谨、仁爱

悌敬、谦和好礼。例如，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缇

萦救父》《鲁班学艺》等故事体现孝；《许武教弟》

《田真叹荆》等故事体现悌；《郑国学礼》《王珪循

礼》等故事体现礼。幼儿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

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良好行为

习惯养成对幼儿认知情感、价值观和人格塑造

具有重要价值。良好行为习惯可以促进积极认

知情感的生发，积极认知情感又能反作用于良

好行为习惯的持久与稳定。良好行为习惯通过

实践与体验强化价值观，而价值观能引导甚至

决定个体的行为选择。人格塑造是价值观内化

的重要结果，认知情感与价值观共同塑造人

格。因此，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助力幼儿良好行

为习惯养成，进而推动其认知情感、价值观与人

格更高层次发展，呈螺旋上升趋势。二是良好

行为习惯养成对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和良好人

际关系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以传统美德故事为

载体的行为习惯养成内容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心

理氛围，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孝、悌”引导幼儿

与父母要尊敬爱戴，与兄长要敬爱互助。“礼”引

导幼儿与他人相处要谦和明礼，崇德尚礼。理性

且独立自主地有序开展交往有益于幼儿社会性

发展和良好人际关系形成。

（三）于家为国——家国情怀养成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有关幼儿家国情怀养

成内容有忠、廉两个方面，即志虑忠纯、廉洁公

正。例如，中华传统美德故事《李秀忠烈》《岳飞

报国》等故事体现忠；《彦谦官贫》《李勉葬金》等

故事体现廉。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五

节》），指明个人与家、国之间层层递进的共生关

系。“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传家宝·绅

瑜》），点明只有清正廉明之士，才能堪当报国尽

忠之任。培育家国情怀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使命，

以家国情怀夯实育人起点，帮助幼儿平稳开启人

生之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方

式［12］。幼儿家国情怀养成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传承来看，家国情

怀提供建构国家认同最基本的文化心理背景，推

动个体不断修身践行以达成对国家和民族前途

的责任与使命，“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核心意涵

具有增进社会成员族群同心、国家认同、家国一

体意识的重要功用［13］。幼儿承载着国家的希望，

其家国情怀养成有助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创新性

转化与价值性超越。二是从现实价值来看，家国

情怀从道德价值层面强调国与家的重要性，且被

视作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精神动能。中华传统

美德故事是对幼儿进行爱国教育启蒙的优质教

育载体，通过民族气节与情怀的涵养，初步获得

爱国情感体验，由内而外产生民族认同感与自豪

感，最终养成爱国忠国的情怀。

三、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融入幼儿养成教

育的实然困境

（一）教师：内生动力缺失造成主观困境

1.对传统美德故事探究不深

若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深入幼儿养成教育

之中，教师对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资源的挖掘、探

究与运用能力至为关键。一方面，教师对传统美

德故事资源挖掘不够透彻。多数教师不重视或

几乎没有对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进行收集与整理、

诠释与运用，未能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来深度

挖掘适宜的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资源，并将其转化

为教育内容融入幼儿养成教育当中。另一方面，

教师对传统美德故事立意理解不够深刻。若教

师未能充分理解所选传统美德故事包含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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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充分鉴别所选美德故事内容是否适宜于幼

儿养成教育，只是简单将美德故事叠加在育人过

程之中，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价值。对中华

传统美德故事的教育资源挖掘不透彻、立意理解

不深刻，均会窄化幼儿接触和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的渠道，弱化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与发展。例

如，研究者在实地观察时发现，某教师将绘本故

事《愚公移山》作为教育内容时，重在传达愚公的

坚持与努力，却忽视故事所蕴含的求真务实、团

结协作的精神，智慧创新、均衡和谐的思维，不惧

困苦、积极乐观的态度等不同立意，导致幼儿只

记住了愚公挖山的故事，对故事所传达的信仰、

信念、信心与实干等美德精髓理解与体会不足。

2.养成教育专业化程度不高

教师专业化发展包括知识储备能力、反思优

化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教师养成教育

专业化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一是理论学习不深

入。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教师理论学习浮于表面

将造成其对养成教育内核认知理解不够透彻，继

而导致相关教学设计、活动过程把握不准，最终

影响养成教育实施成效。例如，研究者通过访谈

发现，多数一线幼儿教师由于理论学习不够深

入，对养成教育的概念理解较为片面，将养成教

育视为附加内容，而非教育核心目标，在教育活

动中侧重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轻视美德养成与

价值观塑造。二是反思优化不到位。当前，幼儿

养成教育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困境，即实施方

式与幼儿园传统教育模式高度同质化，忽视了养

成教育目标在知、情、意、行方面的差异性，在认

知引导、情感疏导、价值引领、行为指引等方面开

展了许多“无差别工作”，致使相关的教育活动还

无法契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显化于境的养成

目标。可以说当前不少教师针对传统美德故事

如何以恰当方式融入幼儿养成教育这一根本问

题尚未探索出合适的路径。例如，某教师在中华

传统美德故事教育活动中，更多注重故事内容与

情节的具体呈现，重知而未引导幼儿由知到情到

意到行的层层推进发展，忽视幼儿对故事背后蕴

含的美德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内化，这种实施方

式不仅无法激发幼儿的情感参与与价值思考，也

无法帮助幼儿将故事所学迁移到实际生活之中。

3.开展相关活动支撑力不足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实践

者，活动过程的观察者、支持者和引导者，足以看

出教师的重要性。教师开展相关活动支撑力不

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教师教育情

怀不深。一些幼儿教师将自身职业角色定位为

工具主义职业，将教育活动当作程序化、形式化

亦或者是功利性取向活动，而不是真正的育人活

动。类似的，教师对施教与受教的本质属性的怠

忽，将活动过程转变成机械化的信息传输过程，

造成简单的经验复制，幼儿的学习成为一种缺乏

创新的、被动接受的过程，导致儿童主体地位缺

失。其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与教师专业理论知

识缺乏深层次对接。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能

力、养成教育质量与养成教育成效既具有稳定性

又具有变迁性，且成效往往还具有延迟性，这些

都可能导致教师将理论落实于实践动力不足、专

业发展新鲜养料不足。举例而言，某幼儿园响应

国家号召，较为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该园某教师

常给幼儿讲述有关爱国的故事，通过游戏、手工

制作等活动帮助幼儿理解与实践。开始幼儿对

爱国概念理解不深，有时甚至表现出对其它国家

的热爱与向往。这让该教师感受到一定的挫败

感，甚至开始怀疑教学方法是否适宜。但爱国情

怀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教育效果无

法立杆见影呈现，教师自我质疑易导致其丧失继

续实践的动力。此外，教师若缺乏系统的理论知

识学习与实践经验积累，亦或是二者之间缺乏有

效对接，均会导致教师专业发展新鲜养料不足。

比如上述案例中若该教师对养成教育具有延迟

性的特征缺乏了解，在实施过程中一旦遇到困惑

或难题就容易产生挫败感，影响后续教育活动的

推进，理论无法落于实践终将沦为一纸空谈。

（二）家庭：育人理念错位造成现实困境

1.“重智轻德”观念导致德智失衡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

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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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14］家庭应

该是美德养成的重要场所，父母是美德教育的第

一任施教者，在幼儿期接受美德开蒙有助于其成

年后形成良好的思想与品行。当前，随着生活节

奏加快与升学压力加剧，部分家长片面追求知识

才能教育，忽视道德情感教育，出现“重智轻德”

观念，主要表现为：一是过度智育。即家长以自

己的理想或社会的需要对幼儿的成长进行设计，

过度限制幼儿，对幼儿发展水平、个性兴趣及接

受能力等缺乏思量。譬如，“鸡娃”已成为当今社

会较为普遍的教育现象。南都民调中心社会调

查与公共舆情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11月上旬发

起的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0.68%的受访家长

表示孩子首次参加非学科类培训班是在4-6岁，

8.7%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3岁前就开始报班［15］。

可见，“鸡娃”教育已经呈现低龄化趋势。二是缺

少德育。教育需要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

己主义倾向是导致行为失范的源泉，家庭观念对

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无制止的

纵容、无原则的迁就、无条件的偏袒容易使幼儿

养成不良品德习惯，幼儿期是道德启蒙的关键

期，错过最佳期纠正难度与日递增。例如“孩子

影院追逐打闹家长装听不见”“孩子用石头砸小

动物家长一旁看着”“孩子踹高铁小桌板家长无

动于衷”“小伙高铁劝家长引导吵闹男孩被怼”等

新闻屡见不鲜，家长的无动于衷使幼儿觉得自己

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约束从而变本加厉。

2.“教养分离”思想导致美德教育缺位

家庭美德是每个家庭和家族内部理想信念、

价值追求和处事规章的精粹，对人的道德教化具

有重要作用［16］。家长是家庭美德教育重要的“塑

造者”，其美德言行、教养思想、教养方式直接关

系到幼儿习美德、立良行的效果。若家庭成员认

为“教”是幼儿园的责任，家庭只需负责“养”即

可，长此以往容易产生“教养分离”“养而不教”的

思想，导致以下问题：首先是家庭美德榜样的缺

失。幼儿在尚未获得道德实践智慧之前，是参照

美德榜样逐步形成美德意识。倘若成长中的幼

儿离开了鲜活的家庭美德榜样与实践场景，其美

德建构就会沦为空谈。譬如家长在要求幼儿学

习或者睡觉时，自己却在旁边摆弄电子设备。其

次是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具体表现为重物质轻

精神、重眼前轻理想。比如放养型家庭认为只要

为幼儿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即可，任其发展，养

而不教；专制型家庭只注重幼儿眼前所取得的短

暂成果，忽视人格品质、心理品质、理想抱负等长

远发展的考量。最后是家庭成员间教养思想差

异。家庭成员对幼儿进行教育时缺乏明确、稳定

和一致的要求，使幼儿在其中充满困惑，易使其

形成多面性格。比如，在对子女进行美德教育

时，一方唱红脸一方唱白脸的现象，幼儿在唱红

脸方的严格要求下循规蹈矩，但在唱白脸方宽容

要求下就会变得娇纵任性，这样的矛盾教育会使

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难

以形成稳定的德行品质。

3.“单主体”思维导致共育意识缺乏

陈鹤琴先生说：“幼儿教育是一件复杂的事

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

儿园一方面可以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

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17］可见，幼儿园和家庭是

育儿的双主体，育儿是家园双方共同的责任，对

于养成教育亦是如此。然而，在实际中养成教育

容易陷入幼儿园为主，家庭为辅的“单主体”思维

模式，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单主体”思维之下，

养成教育被认为是幼儿园的责任，加之外有客观

原因缩减家长的时间和精力，内有陈旧观念束缚

家长思想和行动，最终将导致幼儿园在养成教育

中却独木难支。另一方面，“单主体”思维将养成

教育场景与幼儿园相联系，但难以与家庭相联

系，养成教育在幼儿园与家庭间时断时续，进而

也影响幼儿园实施养成教育效果。例如，某幼儿

在幼儿园内养成了及时整理物品、共享玩具等好

习惯，当幼儿在家庭中显现这些习惯时没有得到

回应，其父母并未意识到在家庭中继续给予相应

引导与支持的重要性，导致该幼儿在家中的行为

习惯逐渐懒散，甚至开始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物

品。在此案例中幼儿园在养成教育方面付出许

多努力，但家庭并未积极参与其中，使家园共育

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幼儿园与社会：外部推力不足造成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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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1.责任主体定位模糊，缺乏助推力

幼儿园、家庭、社会三者是幼儿养成教育的

重要参与者，但实际上，社会教育是其中薄弱环

节，往往沦为幼儿园教育、家庭教育的协助者。

其一，就资源层面而言，社会教育难以融入幼儿

园内部教育活动。幼儿园通常在需要借助校外

资源增强教育效果时，才会主动寻求与社会资源

合作，且这种合作往往是幼儿园对资源的单向运

用，常常出现资源供给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或匹配

度低下的情况。例如，研究者对某幼儿园教师访

谈时发现，该幼儿园意图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来增

强幼儿的爱国情感，但出于安全问题、社会资源

缺失等不可控因素考量，最终只带领5名幼儿去

往当地某红色基地，由于该红色基地缺少开展相

关体验活动的条件，教师无法设计适宜于幼儿的

趣味体验活动，只能带领幼儿简单参观，导致幼

儿在此过程中缺少体验感与新鲜感，无法真正理

解与感悟爱国情感。其二，就制度层面而言，缺

少相关政策与思想指导。一是幼儿园层面，由于

缺乏政策靶向，对养成教育目标与功能定位不

明，常与相似概念混淆。例如，许多幼儿园无法

正确区分习惯养成与养成教育，前者是简单机械

的重复练习，定向培养习惯；后者是依据幼儿身

心发展水平，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塑造价值

观念、养成行为规范的教育。养成教育在一定程

度上包含了习惯养成，但习惯养成绝不等同于养

成教育。定位模糊易导致实践方式不当、实践动

机弱化等问题。二是社会层面，现代教育发展呈

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趋势，但由于缺乏

针对幼儿养成教育的具体指导思想、明确目标、

实施规范与合理宣传，导致社会对幼儿养成教育

责任主体定位模糊、教育措施错位。

2.评价方式陈旧滞后，缺乏驱动力

养成教育评价方式陈旧滞后是影响教师积

极开展养成教育的绊脚石，就目前来看主要表现

在：一是教学评价内容的片面化和形式化。教育

是教师和幼儿双向互动的过程，但目前大多将评

价侧重点放在教师的“教”，将教师的“教”与教学

实施等外部因素作为评价的重点，忽视了幼儿在

活动过程中的学习效果与感受等内部发展因

素。例如，某教师在仁爱主题教育活动中提供了

丰富的故事情节，设计了角色扮演、师幼互动等

游戏环节，但评价时仅关注幼儿是否能准确地回

答问题、是否记住故事情节与美德教训、角色扮

演的故事发展是否贴合所提供的故事情节，忽视

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美德思考、情感发展与行

为表现的进步。这种评价方式使幼儿的美德养

成变得功利化和机械化，无法真正反映幼儿内在

美德素养与价值观的塑造。二是评价标准过于

趋同化与统一化。淡化依据活动的独特性与差

异性、教师经验等因素建构评价标准，分类化的

评价标准不足，导致难以真正发挥评价的激励作

用。例如，评价幼儿时多以技巧的熟练程度、在

活动中是否听话等表象内容为主，忽视其在不同

活动中的内在品质养成、情感需求与发展潜力

等。三是教育成效与实施者难以匹配。养成教

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效果呈现需要时间。其发

展的先后顺序是积极心理习惯养成、积极心理品

质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外显，若在幼儿下一学习

阶段才浮现的成效便很难重新归功于最初养成

教育的实施者，对养成教育价值持疑，将影响后

续活动开展。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物

理学家卡皮察在采访中说道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东西是在幼儿园学到的，可见幼儿阶段的教育对

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现实

却是较少的人能将后期的成功与幼儿时期所接

受的教育产生联系，多数归因为当下或近期所接

受的教育，幼儿养成教育成效延迟与归因错位均

会影响教师实施的动力。

3.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缺乏牵引力

幼儿养成教育不仅是幼儿园与家庭的责任，

也是社会的责任，但社会普遍存在对养成教育了

解较少，定位不明确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社会力

量支持，幼儿园教育成果将难以巩固和维持。社

会宏观环境对幼儿的成长影响极大，随着时代的

发展，物质水平极大丰富，电子设备相继问世，幼

儿所接收到的社会信息容量日益递增，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幼儿受

身心发展水平限制，缺乏自制力与辨别是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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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并模仿其中的不良

行为，在没有家长或教师监督的情况下容易沉

迷，信息中所传达的思想与行为均可能影响幼

儿，这些负面影响足以抵消家庭和幼儿园正面教

育效果，故社会环境对幼儿养成教育的导向作用

不容忽视。更进一步，网络平台中的暴力元素容

易让幼儿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语言暴力、

行为暴力、物品暴力等，强盛的模仿力与旺盛的

好奇心极易让幼儿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些行为，

近日“5岁男孩模仿动画片误吞2厘米螺丝钉”的

新闻被各大网站转载，说明大众传媒所营造的社

会环境具有双向性，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对幼

儿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四、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融入幼儿养成教

育的实践路径

（一）教师层面

1.学思并重：加强相关知识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它能够

带给人们带来多种认知经验与情感体验，更在于

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教育。依据幼儿的

身心发展水平及规律，充分挖掘不同深度、适用

于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学习的传统美德故事资源

是当前教师思考的重点。首先，挖掘整合优质传

统文化教育资源。经中华民族几千年沉淀的传

统美德故事浩如烟海，囊括爱国主义情怀、孝亲

尊师敬业、律己宽人先人后己、勤俭节约团结友

爱、礼让守序诚实守信等内容，故事、动画、木偶

戏等呈现形式，资源挖掘后如何整合，使其内容

和呈现形式与幼儿发展特点相契合仍需思量。

第二，探索传统教育资源现代性转化路径。一是

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现代音乐、绘本、教育戏

剧等形式呈现出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对接。二是精心设置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将传

统美德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如孝悌、忠诚等美

德联系实际生活，以具体规范的形式呈现，使幼

儿在特定情境下能展现相应美德与做法。以传

统美德故事《郑国学礼》为例，故事中学生向夫子

求学时的谦和好礼，可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

如待人时的问候、道歉、感谢等礼貌表达，处事时

对他人意见、权利、选择的尊重行为，均可迁移到

幼儿园具体的社交场合中。三是实现传统美德

与时代发展相对接。如法律与美德的融合，诚信

是一种传统美德，如果不讲诚信、欺骗消费者，在

法律中还需要承担相应后果，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外，爱国主义也是一种传统美德，强调个人对

国家的忠诚以及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泄露国家机

密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还违背了爱国主义的原

则，需要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应后果。

2.理实并进：提升相关专业能力

教师在幼儿养成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教师相关理论知识与专业能力是否深厚扎

实，将直接影响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与幼儿养成教

育融合的深度。首先，理论与实践双维度共同提

升专业能力。构建教师共同体，以集体研讨会、

案例分析等形式，设置专门的环境帮助教师厘清

问题的关键与本质，不断更新理论储备，开拓新

的实践路径。从目前来看，巩固教育方法与建

议，为下一轮活动开展奠定基础；从长远来看，循

环往复探索出适合本园的、系统的养成教育体

系。其次，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反思习惯。教

师将关注点聚焦于具体的教育活动过程，通过反

思实现认知结构与经验的重组归位，以此实现理

论与思维的不断优化。例如，在活动结束后任课

教师回顾整个教育活动过程，反思每个环节的效

果与问题。如教育目标是否达到，教育方法是否

合适，幼儿的兴趣与参与度是否被激发，哪个环

节效果不佳，后期如何改进等。最后，形成养成

教育共同理念。教师要明晰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与幼儿养成教育的内在契合点、养成教育对于幼

儿的价值、不同养成内容的差异性，思考如何将

中华美德故事中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将幼儿养成

教育回归一日生活中。

3.知行并修：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实践是教师教育价值转化的关键载体，理念

内化、行为优化与实践创新理应成为养成教育实

施与价值呈现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第一，从研究

幼儿入手彰显实践专业能力。研究幼儿为教师

提供理论与实践连接的契合点，观察、描述和分

析幼儿的独特性与差异性，通过理论知识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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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缘由，从而调整合适的教育实践方式。例

如，某教师在观察幼儿时发现班上部分幼儿在情

绪管理方面存在困难，经常情绪波动较大或难以

控制情绪。此教师通过理论知识的分析背后的

原因，可能是幼儿在情绪发展存在的差异性所

致。对此，教师通过开展情绪管理活动，传授情

绪识别与调节的技巧，提供情绪表达的途径等特

定的教育实践方式帮助这部分幼儿养成良好的

情绪管理能力。第二，提升学习动力与实践动

力。学习动力与实践动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

本内驱力，幼儿园应当保障教师养成教育学习资

源与途径，使教师学习常态化，将学习动力转化

为实践动力，以此确保教师专业发展养料充足。

第三，完善教师实践能力培养与实施路径。着力

培养教师的传统美德故事资源开发与运用能力，

将理论与实践融合考量，积极开展幼儿养成教育

实践活动，确保教师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优化实践能力。

（二）家庭层面

1.观念重塑：树立德智并重教育观念

疏于德、偏于智的德智失衡问题是导致德育

裹足不前的根源。美德、德育、智育三者密切相

关，其中培养美德是德育的目标之一，实践美德

是德育的重要内容，智育则提供实践美德的知识

和能力基础。显然，德育包含美德教育，且通过

德育过程达到养成美德的目标。一是在认知层

面，首先，家长应树立起“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

教育理念，使二者齐头并进。其次，知悉家庭在

美德教育中起的独特作用，扭转教育功利化观

念，破解家庭在养成教育中的附庸属性。最后，

须重视家庭关系与知行合一对幼儿的影响。例

如，某家庭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以及

家庭成员间的沟通，父母常与幼儿共同进行各种

家庭活动，如共进晚餐、共做家务、共同参加社区

活动等。幼儿观察父母的行为，在实践中模仿习

得正确待人、恰当处事、主动担责等美德品质，逐

渐形成自己美德架构与待人处事模式，这将有益

于幼儿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二是在实践层面，一

方面要注重自身的修养与行为准则，做好表率作

用，幼儿园在此过程中更多起引领和督促作用；

另一方面，确保家庭成员教育观念与行为态度一

致。教育观念不一致的情况下需提前做好沟通，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2.价值重拾：重视家庭美德教育价值

为幼儿立德根，家庭美德教育具有独特优

势，和谐有益的家庭氛围能够培养幼儿实践美德

的情感，优良家风与家庭美德有益于个人品德塑

造，传承和培育家庭美德能够使人向善向好，故

发觉并重视家庭美德教育对于幼儿养成教育的

核心价值显得极为重要。一是家长自身树立美

德榜样，只有家长以身作则，当家长对幼儿提出

要求时，幼儿才愿意听从父母的要求并效仿父母

的做法。例如，某家长自身经常出现迟到、不履

行承诺、对他人不礼貌等行为，当其要求幼儿遵

守规则、诚实待人、尊重他人时，幼儿不愿听从且

出现与家长相似的行为习惯。二是学习正确的

教养方式、问题处理方式。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显

示：50%的家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多数

父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养育焦虑［18］。对此，家长

应主动学习科学的教养方式，在幼儿出现问题行

为时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耐心的进行说服和引

导，当幼儿出现进步行为时，应及时发现，具体肯

定；当幼儿出现不良习惯与品德时，及时指正并

采用科学的方法纠正，不纵容不偏袒不为过失找

理由。

3.模式重构：构建家园深度互动机制

以儿童为本的精神应是家长、教师以及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共同的教育理念，但共育意识

薄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于维持有效家园共育

来说是不利的，如何实现家园深度互动显得至关

重要。一是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家园

共育始于共同的教育目标，基于共同认知基础上

明确和规定双方责任，鼓励家庭积极参与养成教

育，不断强化对方养成教育的内容和成果。例

如，鼓励家长参与，共同实施幼儿养成教育，包括

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活动开展、教育成果评估

等。二是建立家园即时互动平台。家园共同价

值认知为二者互动提供条件支持，幼儿园依据定

期评估与反馈及时调整计划，家长领会与支持幼

儿园实施养成教育的目标与计划，以此确保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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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园中均能受到一致且连贯的养成教育，有利

于养成教育的家庭延续，维持养成教育效果。比

如，幼儿园可在家园互动平台上发布每周的学习

主题与活动安排，家长根据这些信息在家中进行

相应的学习与调整，与幼儿园形成一致的教育环

境。家长可在平台上给予教师反馈，分享幼儿在

家中的学习情况和成果，以便幼儿园及时调整教

学计划和方法。此外，家长可以通过平台寻求教

育资源与指导，有助于其理解与支持幼儿园的养

成教育目标和计划，通过教育文章、视频和讨论

区等方式与其他家长交流和分享经验，形成互助

学习的氛围。

（三）幼儿园与社会层面

1.责任共担：明确幼儿养成教育目标责任体系

幼儿养成教育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责任，

除了教师和家庭外，幼儿园和社会也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要明确幼儿园、家

庭、社会三方的养成教育责任体系，建立以幼儿

园为主导的家园、园社联合培养机制，使三者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达到耦合互补状态，为幼儿提

供养成教育的实践机会，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

中所学的良好习惯最终落实到生活实践当中。

具体来说，幼儿园可以通过故事、游戏等幼儿喜

闻乐见的方式，向其传达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

的美德品质与良好习惯；家庭可以通过义务劳

动，以身作则等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幼儿关

注与引导，帮助幼儿将美德融于生活；社会可以

提供更多的公益活动机会，让幼儿与社会接触

并参与其中。这种合作机制可以使幼儿园、家

庭和社会各自发挥优势，互为补充。其二，完善

幼儿养成教育的政策措施，教育政策是指导幼

儿养成教育开展的指导性思想，相关部门应作

为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将“立足学校、依靠家庭、

发动社区”作为组织与实施幼儿养成教育的重

要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同时立足幼儿身心发

展的需要，凝聚家园社三方之力，建立健全幼儿

养成教育方面政策。

2.成效共评：健全幼儿养成教育综合评价体系

养成教育评价综合体系得以运行的关键在

于具备可操作性的任务指南。首先，将养成教育

评价内容化抽象为具象。养成教育评价内容兼

具内隐与外显双重属性，需将不易测量的情绪情

感、心理品质等内部发展因素转化为具象的外在

行为与习惯等。例如，心理习惯养成内容中所包

含的信，可以具象为幼儿对他人的承诺和信任

度，在评价时就可着重观察幼儿是否能够遵守承

诺、犯错时是否能陈述事实、是否对他人怀有偏

见、是否会故意损坏他人物品或违背约定等。其

次，构建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养成教育评价模

式。建立幼儿、教师、家长、园长、专家等多方合

作机制与沟通渠道，使其共同参与幼儿养成教育

评价过程，推动家园社多方联动。再次，树立正

确的评价导向。养成教育是变被动为主动自我

内化的过程，非短时间就能见效，且幼儿的发展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过于重结果轻过程、急于求

成都可能导致效果不尽人意，不能被短期目标所

限制，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最后，幼儿养成教

育综合评价体系的评价内容不应仅局限于活动

过程，更应与诊断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建

立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评价体系。

3.多方共育：扩大幼儿养成教育社会主体参

与度

幼儿养成教育的社会主体包括社会组织和

个人，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工会、青年团、新

闻宣传单位等，还包括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

革命旧址和革命纪念馆等；个人主要包括先进人

物、英雄模范、相关专家学者、相关从业人员等。

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扩大的社会主体参与度

对幼儿养成教育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社会现有资

源，将社会实践与幼儿养成教育相结合。另一方

面，拓展养成教育实施场域。可基于新媒体，建

构幼儿园与社会主体沟通、幼儿养成教育效果展

示的平台。将幼儿养成教育内容拓展到社会组

织与个人活动与工作中，提升社会主体对于幼儿

良好习惯养成的有效参与度。例如，建立线上习

惯助手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幼儿园教师、家长及

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幼

儿园教师可在其中创建幼儿个人档案，分享经典

案例，记录其行为习惯养成情况，并设置目标和

奖励系统，当幼儿完成目标时，教师可以给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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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鼓励；家长可通过应用程序实时查看幼儿的

行为习惯养成情况，与教师适时沟通，给予幼儿

额外的奖励或提供帮助；社区组织、企业和志愿

者等社会主体可提供实践活动、讲座等激励幼

儿；研究者也能通过此程序了解一线实际情况，

为实践提供更多理论指导与建议。

中华传统美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与民族精神，是我们传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中

华传统美德故事在幼儿养成教育方面具有独特

的教育价值，但如何更好的在学前教育领域利用

这一资源，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揆诸

海外，弘扬和传承代表国家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优

秀文化，已成为各国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国民素

质的重要路径。着眼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与文化自信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华传统美德

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教育价值也应该得到充分认

识和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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