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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组织禁止小学
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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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与意义



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
为主，注重幼儿全面
发展。

现实中存在幼儿园教
育小学化倾向，过早
引入学科知识。

部分家长追求“赢在
起跑线”，对幼儿园
提出超前教学要求。

幼儿园教育现状



小学化培训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如拼音、识字、数学等。

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发展，可能产生厌学情
绪。

忽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导致孩子过早承担学业压力。

过度强调知识学习，忽视情感、社交等方面的培养。

小学化培训现象及危害



03

相关法规强调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促进幼

儿全面和谐发展。

01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

人格和权利，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

02
《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政策法规要求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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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小学化培训意义

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避免过早承受学业负担。

维护教育公平，防止因

超前教育引发的教育焦

虑。

引导幼儿在快乐中学习，

培养自主学习和探究能

力。

为幼儿未来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实现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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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组织实施策略



明确实施目标

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小学化培训的具体目标，确保所
有相关人员理解并遵循。

分阶段推进

根据幼儿园实际情况，制定分阶段的推进计划，确保平稳过渡。

设立监督机制

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监督实施过程，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制定实施方案及时间表



开展专题培训

组织教师参加禁止小学化培训

的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

素养和教育理念。

引入专家指导

邀请教育专家进行现场指导，

帮助教师解决实施过程中的疑

难问题。

鼓励教师交流

搭建教师交流平台，鼓励教师

分享经验，共同提高教育教学

水平。

加强师资培训与理念更新



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调整课程内容，确保幼儿园教育符合幼儿
认知特点。

调整课程内容

采用游戏化、活动化等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
教育效果。

丰富教学形式

摒弃单一的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多元评价，全面反映幼儿的
发展状况。

改革评价方式

完善课程设置与评价体系



加强家长沟通

定期与家长进行沟通，了解

家长的期望和建议，形成良

好的家园共育氛围。

举办家长学校

组织家长参加相关培训，提

高家长的教育理念和育儿水

平。

共同参与活动

鼓励家长参与幼儿园组织的

各项活动，增进亲子关系，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家校共育，形成合力推进



03 具体举措落地



合理安排一日活动时间

幼儿园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合理安排一日活动时间，包括入园、晨检、

早操、教学、游戏、午餐、午休、户外活动等环节，确保幼儿有充足的休息和游戏时间。

注重活动的动静交替

在安排一日活动时，应注重活动的动静交替，避免长时间进行单一的活动，以保证幼儿的

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整。

过渡环节自然流畅

各个活动环节之间的过渡应自然流畅，减少不必要的等待和浪费时间，提高一日活动的整

体效率。

优化幼儿园一日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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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应积极创设丰富多样的教育环境，包括教

室、活动室、游戏区、阅读区等，以满足幼儿不

同领域的发展需求。

打造多元化教育环境

教育环境的布置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教育内容的

变化和幼儿兴趣的发展，保持环境的新鲜感和吸

引力。

定期更新环境布置

教师应鼓励幼儿积极参与教育环境的创设过程，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他们对环境的

归属感和责任感。

鼓励幼儿参与环境创设

创设丰富多样教育环境



教师应将游戏作为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形式，通过游戏激发
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

结合教育目标和幼儿兴趣，设计具有探究性的学习项目，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实验、讨论等方式主动探索知识，培
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设计探究式学习项目

在游戏化和探究式学习活动中，教师应关注幼儿的学习过
程和体验，鼓励他们大胆尝试、积极表达，及时给予正面
的反馈和引导。

关注学习过程与体验

开展游戏化、探究式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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