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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重点，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基石，是塑

造儿童良好道德品质的关键起点，更是为社会培育德才兼备人才的源头保障。然而，当前幼儿园品德启

蒙教育仍面临着教育理念陈旧，过度聚焦知识灌输，忽视品德内化；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呈现碎片化；

教育形式单一化等现实困境。为有效纾解这些困境，幼儿园应从教育理念转变，分层化的品德启蒙教育

内容建立，多元化实施路径的创设等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发

展，从“娃娃”时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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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long learning is the strategic focu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
try, and kindergarten charact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of lifelong learning, a key starting point for shaping children’s good moral qualities, and a 
source of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both moral and talented people for the society. However, at pre-
sent, kindergarten characte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such practical dilemmas as 
outdated educational concepts, excessive focus on knowledge inculcation and neglect of internali-
zation of character; lack of systematic curriculum content and fragmentation of content; and ho-
mogenization of educational form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se dilemmas, kindergartens 
should start from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establishment of hierarchical characte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content, the creation of contextualized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other 
three aspect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character enlightenment,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human beings in the period of th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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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并提出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环节，同样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主要任务。 
2022 年，教育部在《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中首次将幼儿的“品德启蒙”作为评估幼儿园

办园方向的关键指标之一[1]。这一举措明确了幼儿园作为儿童除家庭之外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化场所，是

落实品德启蒙教育的核心阵地，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夯实基础。可见，深入剖析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精准

洞察其在现实推进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以推动幼儿园品德启蒙教

育朝着优质方向发展，无疑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2.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体系的核心构成，宛如基石之于高楼，既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

时代之需，亦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首要之义。 

2.1.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必然之举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教育事业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学校育人工作提出了基本遵循。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始点，在落实“立

德树人”任务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落实“立德树人”任务要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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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作出重要调整，将“体智德美”的顺序

转变为“德智体美”，明确指出：“幼儿园的任务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实施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

展”[2]。这一修订提升了德育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性，为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指明了方向。2018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学前教育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3]这进一步为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2022 年，为

进一步推动幼儿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部印发了《幼儿园保育教育质

量评估指南》，将“品德启蒙”列为幼儿园办园方向的关键指标之一[1]。这一举措再次强化了幼儿园品

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可见，幼儿园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起点，开展品德启蒙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新时代亟待通过加强高质量的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建设，推

动学前教育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向，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夯实基础。 

2.2.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是回归教育本真的时代课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命题，始终贯穿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在中华文明赓续五千年的精神谱系中，“德育”始终是教育实践的核心坐标。从《礼记·大学》“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的价值引领，到《左传》“太上有立德”的价值排序，中华教育传统始终将德育置于育人

的首位。这种文化传承，在新时代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尤其凸显出德育的战略价值。 
历代教育家们也在不断思索“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永恒命题。孔子倡导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提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道德修养与知识技艺的学习紧密结合。墨子主张培养“厚乎德

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兼士”，突出了品德、口才与学识的重要性。孟子则期望培育“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着重强调高尚的道德品质和

人格操守[4]。这些教育思想共同构筑起“立德为先，修身为本”的教育哲学，即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简

单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价值引导实现人格的完整塑造。 
步入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价值观碰撞交织，教育领域同样面临“培养时代新人”的迫切需

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仅延续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更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幼儿期作为个体道德发展的萌芽期与关键期，在此阶段开展品德启蒙教育意义重大。它

能够有效塑造幼儿的价值认知，规范其行为习惯，为其他四育的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根基，是实现

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核心要义所在。 

3.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的现实样态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下，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我国幼

儿园品德启蒙教育仍面临系统性困境，主要体现在教育理念、内容体系与实施路径三个维度的结构性矛

盾，制约着德育效能的提升。 

3.1. 教育理念陈旧化 

教育理念的更新滞后是制约德育实效性的深层根源。尽管《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将德育

置于五育首位，但传统教育思维仍主导着实践场域。研究表明，部分教师对德育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

未将其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出现德育活动常为集体教学让位的现象，使品德教育在实践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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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相关实证调研结果表明，29.14%的教师表示每周会有 1~2 次与德育相关的教研活动，“每学期 1~2
次”的教师占比高达 29.87% [5]。 

其次，不少幼儿园秉持功利化思想，对德育的价值尚未理清，对德育工作的认知存在偏差，将其简

单等同于礼仪和安全知识的传授，导致德育内容局限于外在行为规范，而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此外，

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部分幼儿园将幼小衔接窄化为“知识储备竞赛”，致使品德教育在课程体系中

逐渐边缘化[6]。 

3.2. 教育内容笼统化 

教育内容笼统化是制约幼儿园品德教育质量提升的桎梏。根据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儿

童的道德发展是一个从他律向自律转变的过程，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道德发展特点进行有针对性

的引导。然而，在实践层面，教师未能依据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建立梯度化内容框架，根据幼儿的

实际认知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与强化德育内容，德育存在面面俱到却又泛泛而谈的现象[7]。 
此外，许多教师以成人视角俯瞰品德教育，存在忽视幼儿个性差异的情况，部分幼儿教师未能通过

有效的方式了解幼儿的心理状态和道德需求，也未能及时与家长沟通了解幼儿的日常生活状况和性格特

征[8]。这导致在德育实践中，教师往往缺乏针对性，从而影响了德育的效果。 
再者，在实际教学中，一些幼儿园仍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过于强调知识技能

的讲授与行为规范的外在约束，而忽视幼儿道德情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综合发展[9]。 

3.3. 教育形式单一化 

多样化的品德启蒙教育形式是确保德育内容有效落实的重要途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幼儿的认知

水平有限，难以理解抽象的道德概念，其学习方式主要是依赖具身认知，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建构理解。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

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10]，强调了实践体验在幼儿道德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幼儿园的品德启

蒙教育要做的是帮助幼儿自主构建道德观念，而非教师单方面施加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逐步引导

幼儿通过实践体验对外部行为规范的理解、感知和内化。 
然而，在实践层面，教师的教育方式整体较为僵化刻板，缺乏灵活性与真实性，大多采用灌输式或

说教式的模式，忽视了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和日常生活经验，未能基于其认知规律和心理特质进行针对

性教学，使幼儿被动接受道德知识，陷入品德启蒙教育片面化和形式化的困境[11]。 
这种以知识传授为主，缺乏情境体验和实践活动支持的品德教育模式，不仅忽略了幼儿的主体性，

而且由于幼儿语言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有限，使其在具体情境中难以真正理解

和内化道德价值，最终使品德发展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4. 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的纾解之策 

当下，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形成“理念偏差–内容失序–形式僵化”的恶性循环，使其陷入“低投

入、低产出”的困境。破解之道需从理念革新、内容重构与方法创新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构建符合幼儿

道德发展规律的品德启蒙教育体系。 

4.1. 理念革新，推进德育价值理性回归 

在幼儿园教育体系中，正确的德育观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它不仅是幼儿园教师实施品德启蒙教

育的核心出发点，更是最终落脚点。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有针对性地促进幼儿道德素养的培养，助力

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切实达成。当下，部分幼儿园存在“重智轻德”的教育惯性，这严重阻碍了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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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幼儿阶段是品德塑造的黄金时期，如同一张白纸，极易受到外界影响。可见，转变幼儿道德

教育观念，实现德育理念向教育实践的有效转化，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理论素

养和实践能力不仅决定了德育的实施质量，也是推动德育理念向实践转化的重要机制。 
为有效扭转这一局面，幼儿园应积极行动起来，建立起完善的教师德育素养发展机制。例如，精心

设计“幼儿道德认知发展”“德育课程设计”等一系列专题培训模块。在培训方式上，摒弃传统的单一讲

授模式，采用案例研讨、伦理剧场等参与式研修方式。案例研讨可选取真实发生在幼儿园中的德育事件，

让教师们分组讨论，分析其中的德育要点与处理方式，通过思维碰撞，提升教师对德育实践的理解。伦

理剧场则可模拟不同的道德情境，让教师亲身参与表演，从角色体验中深刻领悟德育的内涵与技巧。通

过这些方式，助力教师实现从单纯的“行为管理者”到真正的“道德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幼儿的品德

启蒙教育注入强大动力。 

4.2. 内容厘定，实现精准育人目标 

破解德育内容笼统化困境，关键在于构建基于发展科学的系统性内容框架。依据皮亚杰的道德认知

发展理论，幼儿的道德认知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小班幼儿大多处于无律阶段，中大班幼儿则处于他律

阶段。因此，建立梯度化的品德启蒙教育内容势在必行。如美国“品格教育”针对不同学段学习者的不

同特点，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实践途径上都有所侧重，充分彰显了德育的针对性和科学性[12]。有鉴

于此，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道德发展特点，明确核心品德素养的发展指标，制

定循序渐进、层次分明的德育内容体系，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领域横向配合、教育内容逐层递进和

螺旋上升的品德启蒙模式[13]，以实现精准育人目标。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平台。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

化振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4]这一文化标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传承的

重要推动者。因此，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进程中，需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基础工程，

从“娃娃”时期逐步推进。如幼儿园可将本土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德育内容，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了解本

土文化等，引导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培养爱国爱家等优良品德。 

4.3. 方式转变，深化具身体验机制 

对于幼儿而言，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实践教

育哲学的视角下，幼儿德育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均根植于幼儿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因此，构建适

宜幼儿成长的生活世界，不仅是儿童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更是其得以有效开展的实践基础。我国《幼

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明确指出：“注重幼儿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养成，潜移默化贯穿于一日生

活和各项活动。”[1]《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则强调，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

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10]，强调了实践体验在幼儿道德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

幼儿园教师应紧密贴合幼儿的生活经验，以幼儿的具身体验为基石，秉持幼儿道德内涵的生活性和实践

性原则，促使幼儿在持续不断的行为实践和生活体验中，逐步发展自身的道德理性。 
游戏作为幼儿最喜爱的活动形式，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幼儿品德启蒙教育的实践逻辑深度契合。

因此，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应将游戏作为实施品德启蒙教育的基本途径，将品德启蒙与游戏深度融合，

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品德启蒙的滋养与熏陶。 
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需整合游戏化、生活化和实践性的德育组织形式，以此提升品德启蒙教育的

实效，增强德育活动对幼儿道德发展的有力支撑。例如，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涵盖了从入园到离园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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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包括晨间接待、早操、集体教学、户外活动、午餐、午睡、离园等环节，幼儿园教师可将这些日

常环节转化为宝贵的教育资源，为幼儿精心构建浸润式的品德生活环境或游戏情境，使其在生活或游戏

中潜移默化地建构道德认知，内化道德情操，学习道德行为。通过亲身实践和情境体验，逐步培养幼儿

的道德修养，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从娃娃抓起的奠基工程。 

5. 结语 

德育既是个人立身之本，更是文明传承之基。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作为个体道德发展的奠基工程，

其价值意蕴不仅体现于对幼儿阶段品德雏形的塑造，更深耕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然而，现实样

态中仍存在理念陈旧化、内容笼统化及方法形式化等问题。因此，未来应转变教育理念，突破“重智轻

德”主导的窠臼；建立分层化的品德启蒙教育内容，突破当前内容笼统化的桎梏；并创设情境化的实施

路径，打破传统灌输式、形式化的品德启蒙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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