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育随笔（精选 29 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随笔吗？随笔其实就是

日常生活中对一些事件的想法，及时捕捉，随手记录下来。为了让大

家在写随笔的时候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教育

随笔（精选 29 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 

经常听到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问：今天你学什么了？你怎样就学

不会呢？你瞧某某某画的多好！你看看你画的那是什么呀？诸如此类

的话语。家长的情绪能够理解，但孩子对这些话，就不容易理解了，

我认为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对班上的孩子从不做太苛刻的要求，在提

倡素质教育的这天，培养孩子的自信力和健全人格，我始终坚持以鼓

励为主，毕竟，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

弱点，如果家长和老师经常透过横向比较评价孩子，甚至用责怪的口

气教训孩子，说孩子不如这、不如那，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其天

性和创造力可能会被抑制。个性是对那些性格比较内向、表现欲望不

太强的孩子，多给予鼓励显得更为重要。 

A 是个潜力比较弱的孩子，在班里，小朋友都不愿意和他一齐玩

游戏。而且口齿也不清楚。用我们一个同事的话说：“怎样他总是比

别人慢半拍。”A 胆子比较小，平时不爱说话，适应新环境的潜力不强，

这是客观事实，我们都很清楚，但我们没有拿他跟别人的孩子比，更

没有训斥孩子。我们始终透过各种办法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们

相信他，他是最棒的！记得 A 刚来园时，整整哭了两周，在幼儿园连

滑梯都不敢上，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我用了“鼓励+ 强制+鼓励”的

办法，逐渐，他的自信心增强了，也慢慢有了一些用心勇敢的表现，

我们都为他高兴！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2 

老师要时常观察幼儿，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找一找自己的影子，

发现污点，不要怕孩子笑话，主动承认不足之处，及时擦掉污点，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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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镜子，让孩子们在老师的影响下，个个成为老师的小影子，成为有

礼貌、有潜力的好孩子。 

这是一件发生在午睡室里的一件事情，当我说：“小朋友们，下

午好！起床了。”孩子们一个个都起来了，大家都挤在小床的走廊里，

有的在穿衣服，有的在聊天。我急着去帮一些动作稍微慢的小朋友穿

衣服，就匆忙的从果果的身边走了过去，身体没把握好平衡，差点摔

跤，就听惜筠宝贝说了一句：“卢老师，你要留意呀，下次走路的时

候要看好，别摔跤！那样会很疼的。” 

看着孩子半是责备，半是担心的样貌，心里头温暖极了。这些幼

儿有时还会不肯来上学，有时还会哭哭闹闹，但他们已经与我们建立

了很深厚的感情。在孩子小小的心灵中，他们关心老师，就像老师关

爱他们一样。孩子说的这句话，不就跟我们平时教育、嘱咐孩子差不

多嘛。 

模仿是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但是他们更愿意模仿与自己亲近和

喜欢的人。有些孩子对于班级老师说话的语气语调，还有穿着打扮，

都很留意。这些孩子们对我们的关心比我们还细心。他们会注意我们

的每一个变化，有时还会很天真地请爸爸妈妈都来学一学。在孩子的

眼里，老师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是对的、好的。所以我们作为教师，

在幼儿面前要注意说话的语气和言行举止。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一

个动作，都会让幼儿成为模仿的对象，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反射出来。

所以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你在镜子里怎样表现，孩子就用自己

的行为来回报我们。 

老师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是老师的一面镜子，在孩子面前老师要

三思而后行！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3 

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的午睡总让我感到头痛，这群调皮的孩子们

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一进午睡室从东跑到西，在床上打滚等。不一

会儿告状声连绵不断，谁在推人，谁还没脱衣服谁又在讲话了。老师

大声喊也不起效果，帮这个盖被，又帮那个，边劝说着，想让大家安

静下来开始睡觉。可那几个调皮的孩子还磨磨蹭曾的。但是根据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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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年龄特点午睡有益幼儿的身心健康。从医学保健角度分析：

幼儿睡眠时，身体各部位和脑及神经系统都在进行调节，氧和能量的

消耗最少，利于恢复疲劳，内分泌系统释放的生长激素比平时增加 3

倍。所以，睡眠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幼儿的生长发育、身体健康、学习

状况。 

在幼儿园午睡是孩子们统一的活动，可在孩子们看来，一旦睡下

了，就束缚了讲话、活动的自由。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在睡前说完

想说的话，趁老师没看见做完自己想做的事真的，当我们感觉到孩子

们太烦、太闹、太吵的时候，不妨反思一下自己是否理解孩子们、满

足孩子们的需要。设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一下，多释放一些时间与空

间给孩子们，孩子们也会配合老师的工作。只要你用心去做了，就必

须有好的收获。 

而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在孩子们的一日生活中，教会他们学会知

识，照顾好他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善于观察他们每个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要及时鼓励他们，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和他们做真正的

好朋友，他们才会信任你，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你，愿意和你做各种

游戏。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4 

课间时分，我带着孩子们去操场，玩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吹泡

泡》：泡泡变大了，泡泡变小了……随着圆圈大小的不同变化，孩子们

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我也顺合着孩子们的情

绪，努力扮演一个好老师的角色，我的脸上挂着认真的微笑，融入到

孩子中间。 

玩的正起劲儿的时候，小班王老师从我身边经过“孩子们玩的好

开心呀，可是你却一点都不开心”，不经意地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

我顿时愣在了那里，她怎么会看出我的情绪？我在微笑啊，我在努力

扮演一个开心的老师的角色呀。问题就出在“扮演”、“努力”，这

说明，我根本就不是发自心内心的投入到孩子们的游戏中去，自以为

脸上带着微笑就可以骗过大家的眼睛，事实却恰恰是，如果是真心，

大家都感受得到，反之，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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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越是做的久了，越是没了当初的激情和活力，我们变成了一

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仿佛到了瓶颈期，我们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着，

却忽视了孩子的感受，每年升班后，总会有大批的孩子回来看望我们，

如果在校园里遇到，孩子们也总会亲切地叫着：张老师，张老师。”

更有一些活泼的孩子，跑上前来用小手拉拉我的大手，用小脸蹭蹭我

的衣襟，我心底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就被打动了，相处了一年的时间，

孩子们感受到了老师的真心，孩子们是最纯真的，你对孩子的好，孩

子都能感受的到，反之，亦然。记得有一次，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上

课时，一名女孩儿起来回答问题，却迟迟说不出一个字，我耐着性子，

一遍遍引导，可是孩子就是不明白，于是，我便有点不耐烦地让孩子

坐下再想想。可是孩子在坐下的一瞬间便委屈地撅起了小嘴巴，我却

一直都没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觉得委屈，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克制

自己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把负面的情绪表现出来，可是孩子却能感受

得到，因为，什么都有可能伪装，但是真心却永远不能伪装。 

前几年，幼儿园进行公开课观摩展评，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老

师对我的课的评价是：“你在孩子回答完问题的时候，你会给于孩子

评价：你真棒。虽然，你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但这种微笑很礼貌，

我并没有看到你的真心，我并没有看到你因为孩子的精彩表现而发自

内心的肯定，我觉得你是在应付孩子，也是在应付你自己。”之后，

我在上课的时候，尽量提醒自己一定要投入，要对孩子的表现，有发

自内心的评价，慢慢的，我发现我真的投入多了。但是，我却忽视了，

原来真心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才出现，而是要时时刻刻真心回应

孩子。 

我们的工作是付出了真心便会收获孩子的信任和依恋，那么其他

工作，我们人和人的相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有华丽的言语，没有哗

众取宠的行动，只有在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的，一个发自

内心的微笑，更胜却言语无数！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5 

大一班的音乐活动开始了，我正带领小朋友一齐学唱歌曲。这时，

有两位小朋友趁大家唱歌时，在人群堆里你推我打。待这个活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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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我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教育。“刚才小朋友在唱歌时你们为何

打闹”“我们没有打闹。”他俩竟然不承认。我问全班小朋友有没有

看到他俩打闹，大家都说看到了，并大声喊：“老师，罚他俩站到前

面去！不给上音乐！不许吃饭！”等等。看他们的神情个个欢呼雀跃，

异常兴奋。我不禁陷入了思考…… 

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想这和教师的教育观、儿

童观发生了偏差有关。由于教师平时在教育活动中有意或无意地有过

这种批评幼儿的行为，如孩子打闹得出格时，教师有时会沉不住气，

表现出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这就给孩子留下了印象。孩子有好模

仿和喜欢顺应老师的心理，于是在发生同类现象时，孩子为了讨好老

师就会说出这样的话。被指责的孩子在班里会觉得自卑，得不到尊重

而心理压抑，从而不喜欢上幼儿园乃至影响孩子的个性健康发展。而

指责别人的孩子，刚开始，并不懂得幸灾乐祸，但长期这样，也会发

展成为一种习惯心理，成为一个自私、狭隘的人。因此，教师在平时

的教育活动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平时要注意自己的

一言一行，做到既尊重孩子，又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其

次当孩子犯错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艺术的方式，耐心引导，悉心教

育，如提醒孩子换位思考，和孩子共同分析犯错原因，从而提高孩子

的评价潜力。问题看似出在孩子身上，其实还是要追溯到教师的教育，

“从孩子的行为看教师的观念”这话很有道理。 

晨间活动在进行户外游戏时，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这时，我突

然听到“哇”的一声大哭，原先是 A 把 B 给撞倒了。A 不以为然地说

了一句“对不起”就要离开。看到这一情景，我明白 A 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他认为自己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就跟他没关系了。所以，就应引导他用行动来道歉。于是我赶忙叫住

了他，并伸手将 B 小朋友轻轻扶起，一边哄着一边问：“你为什么哭

呀？”B 说：“疼。”“A 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疼吗？”我故意奇怪

地问。“疼。”B 不解地答道。听了B 的话，我问A：“你摔过跤吗？”

他点点头。“你摔跤时有什么感觉？”A 低头说：“疼。”“那你疼时

期望别人怎样样呢？”我又问。“揉揉。”他想了想，小声说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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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蹲下去伸出他的小手给 B 揉一揉，还把她身上拍打干净，嘴里还说

着“真对不起，还疼不疼？我给你吹吹。”他这样一来还真见效。刚

才哭得很厉害的B，竟然不哭了，嘴里还说着：“没关系，我不疼了。”

看见 A 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我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看，光说声对

不起，B 还在哭，说明她还疼、还委屈呢。你帮她拍拍土，揉一揉，这

样关心她，她的疼痛就减轻了。她也很快地原谅你了。所以，以后不

留意碰了小朋友除了说对不起，还能够帮他减轻伤痛。这样，小朋友

就会原谅你的。”他点点头。 

看着他俩跑走的背影，我想，教师在处理孩子之间的一些偶发的

不愉快的事情时，光教育孩子说“对不起”是不够的，还就应利用这

个时机对他进行移情教育，让他看到自己的行为给同伴造成的影响，

使他们能够站到同伴的角度去思考，真心地表达歉意。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6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和孩子们在一齐相处三个月了。记得有

天我请假，小班的娟娟老师代我的课。当我回来，听其他老师说，我

们班的孩子一向问我为什么没来上课，老师开玩笑说是他们把我气得

生病了。当时听了，我心里觉得酸酸的。虽然孩子们有时候不太听话，

但是我和他们在一齐应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为了每一天的生活。 

每当我夸奖其中一个人时，他们总是一齐做，我明白，他们需要

我的夸奖。所以我也会尽量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手指印章。虽然摁在眉

头，别人看不到。但是他们觉得这是给他们最荣耀的奖励。 

宇航此刻很喜欢幼儿园的生活。他是外冷内热型的孩子，表面看

起来文文静静的，但是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此刻他也很乐意和我说，

每一天一早过来，总要说做完在家妈妈、爸爸给他弄什么、买什么东

西了。当然，我也要认真的听他说。 

我们班的两个小女孩儿诗曼和子艺，此刻越来越有范儿了。看到

男孩子洒水了，便说：“赶紧拿抹布擦掉，要不袖子就湿了！”有时

候看着她们觉得很有女王范儿。有时候我也会提醒她们：你的潜力和

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什么事都照顾的到。 

钰尧，是让其他老师说道都头疼的孩子。但是我没觉得钰尧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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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也许是别的老师没有和钰尧相处的原因吧。虽然钰尧总是做些

激动的事，但是他是个开心果，他能让我们开心，捧怀大笑。记得一

天他突然说，“晓燕老师你不丑！”当时我很惊讶。原先他也有自己

的审美。我也很高兴，在孩子们的心里，我留给他们的是完美的形象。 

和孩子们的日子里，总能出现一些开心的，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

很感谢孩子们给我的一切。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7 

在幼儿园竞赛性游戏活动中，陈宸总是以“这个游戏没劲”为理

由推诿，宁愿在旁边独坐也不愿意参与其中。 

有一次我组织孩子们在教室内玩“丢手绢”游戏。当小朋友们相

互丢了手绢又一圈一圈追逐时，坐在圆圈上的陈宸兴奋不已，一会儿

拍手一会儿跺脚，为奔跑的孩子加油呐喊。正当我悄悄关注他投入游

戏的状态时，他被丢到了手绢。他二话不说，捡起手绢就跑——无比

正常。可惜才离开椅子两步，他就捏着手绢站立在圈外不动了：“我

不想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不好玩！” 

看着他，我的思绪飞速寻找着引导他再次回归游戏的方法。于是，

我先安置好其他孩子继续游戏后，来到陈宸身边，悄悄地问：“你是

不是怕做游戏时被别人追上？”“是的，我跑但是别人的。”陈宸边

解释边用可怜的眼神望着我。听罢，我拉着他说：“走！老师帮你

赢！”他使劲挣脱着：“我不想玩，我肯定跑但是他们。”“怎样会

呢？你能够丢给我们班跑得最慢的小朋友啊！你觉得谁是我们班跑得

最的？”“高智芸没我跑得快！”“哎，要不你去试试！” 

陈宸鼓起勇气开始了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丢手绢游戏，他果然丢

给了高智芸，也果然没有被抓住。此时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赢了以后

的欢乐。游戏就这样继续进行着。在短短几分钟里，小朋友们好几次

丢给了他，尝到了甜头的他，还是一次次地将手绢丢给了高智芸，结

果也同样让人兴奋——他赢了！ 

此时，我再次停下游戏，引导他思考：除了高智芸以外，还有谁

跑得挺慢的？“吴音霏也跑得很慢！”可不是！高智芸每次拿到手绢

后总是丢给吴音霏，并且赢得比赛。我再次鼓励陈宸试一试，果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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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第二个小朋友！ 

这天是收获的一天，因为一个不合群的孩子最后真正融入到了我

们的群众生活中。在此过程中，他也体会到了赢与输在游戏过程中是

能够用智慧解决的。同时也了解到敢于与强者较量也是一种很过瘾的

体验，期盼在今后的活动中陈宸能够更加用心勇敢地参与每一项活动。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8 

昨日下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我们班的小朋友跑到我面前跟我

说：“老师，我的铅笔被 A 拿去了，”我听后跟小朋友说：“上课的

时候老师给你问问是她拿的不，如果是 A 拿的，我让她还给你。”不

一会儿到上课时间了，小朋友们都坐好了，老师给你们讲个故事，故

事的名字叫小松鼠再也不敢说谎了。 

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它觉得自己的力气大极了，勇敢极了。但是，

小松鼠的朋友们——小山羊、小野兔和小猴子，却一点儿也不佩服它。

这真叫小松鼠悲哀透了。 

有一天，小松鼠在出去玩的路上拣到了一根黄澄澄的毛。“这是

谁的毛呢？”小松鼠想，“这么粗，这么长，这么柔软，这么漂亮。

对，这必须是老虎的。要明白，老虎是森林之王呀！只有森林之王，

身上才会长出这样又粗又长，又柔软、又漂亮的毛来。”小松鼠拿着

毛刚要继续走，正好碰见小山羊，小松鼠对小山羊说：“你看，我打

死了一只大老虎呢！ 

你们看我厉害吧！”小山羊说：“我不信，你有没有证据啊？”

小松鼠说：“你们不信，我手里的老虎毛能够做证，你们看，说着它

骄傲的举起了那根黄澄澄的松软的老虎毛。”小松鼠那么小的身躯能

打死一只老虎，这是为什么呢？小山羊、小野兔和小猴子产生了疑问。 

于是，小山羊、小野兔和小猴子决定试探一下小松鼠，于是它们

找了一张老虎皮，小猴子站在小山羊的头上，小野兔站在小猴子的头

上，然后，它们穿上老虎皮，在小松鼠第二次出去玩的时候，它们站

在路边上，看到小松鼠走过来的时候，它们就跳出来吓唬小松鼠，小

松鼠看见真正的老虎来了，吓的连连后退，急忙朝着回家的方向跑去，

忽然听见从老虎身上传来了一阵阵笑声，回头一看，原先是自己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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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小山羊、小野兔和小猴子，小松鼠看见自己的谎言已经被揭

穿了，脸红了，低下了头。从此以后，小松鼠再也不敢说谎了。 

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老师问小朋友们有谁拿了别人的铅笔？当

我刚问完的时候，当时教室里已经不是刚才笑声一片了，而是鸦雀无

声、东看西看了。刚才讲的故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不要

说谎，要做个好孩子。我话刚说完，不一会 A 欣站起来走到 B 那里把

铅笔还给了 B。 

我看到 A 承认了错误也没有批评她，最后快下班了，我跟小朋友

们说：“小朋友们都是好孩子，所以我们要跟小松鼠学习，以后不撒

谎，做个诚实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异口同声的回答：“好！”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9 

现在的孩子因为受家庭的溺爱，常常会流露出以“自我为中央”

的心理倾向，他们“霸道”地以为：“我想怎样就得怎样。”“我喜

欢的东西就是我的！”这显然不会受集体的欢迎，更不利于他们健康

的成长。 

户外活动时我发现晨晨老是不让别的小朋友拉我的手，好像这是

她晨晨的专利。就算别人已经拉好我的手了，她硬是要把别人的手扯

掉，让她自己拉，这时她的脸上才会露出满足的笑颜。我还发现依依

小朋友玩桌面游戏时游玩时，时常和大家闹得不高兴，不是哭就是到

我身边来告状，我开始以为是别的小朋友欺侮她呢。问了和她在一起

玩的小朋友，他们告诉我说：“依依抢玩具，她不给我们玩，东西都

拿在自己手里，我们大家都玩不到了。”兰兰还说：“老师，我都说

要告诉老师了，她仍是不给我玩。”听了孩子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本来是她把玩具都揽到自己手里，不违心和大家分享积木。 

我让孩子们收好玩具，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利用晨晨和依依

的这件事，把她们俩请到我的故事中，我应用故事把这件事说给大家

听，让孩子知道会分享的孩子，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如果不乐意和

伙伴分享玩具，会得到大家的排挤。还应用了《找朋友》这首歌，让

小朋友知道四周的小伙伴都有同情心、爱心。当你孤单的时候，大家

都乐意和你做好朋友，在玩玩具时主动去鼓励孩子，与孩子进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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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让他们主动地交流玩具玩，这样对培养他们分享玩具时，有很

大的利益。从那以后，晨晨和依依都不再霸道，学会了与别人分享。 

现在，孩子们抢玩具、抢拉手等等的行为已经很少见了，小朋友

能够晓得忍让，能够学会说“对不起！”也学会了大度地说“不要

紧！” 

老师不仅仅是传授常识，先生要做幼儿心理保健的有心人，捉住

所有尽可能的机会，增进和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发展。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快活的，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幸福

的。我经常让自己沉醉其中，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惬意。 

当然再美妙的货色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瑕疵。就在最近我发明有

一些小朋友身上就吐露出了“以自我为中央”的行为和偏向，他们会

认为“我想怎样就怎样，我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而这种行为

和设法在幼儿园这样的大环境当中是不协调的，更是不受大家欢送的，

当然更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和成长。 

这不，昨天课间活动的时候，我发玩具给小朋友玩，突然就看到

班上的小朋友娜娜抹着眼泪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老师，乐乐，不让

我一起玩玩具。”看着孩子冤屈的表情，我赶快抚慰了她，为了把事

情搞明白我又走到身边这样问他：“乐乐，让小朋友和你一起玩多好？

咱们不是说过有什么好东西要一起分享的吗？”乐乐却名正言顺的告

知我：“老师，我要良多玩具玩！”听到这些我不禁吃了一惊，一是

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答复我的。我总觉得心里像被什么堵着一样，不舒

畅。怎么才干让他意识到应当理解与别人一起相处共同分享呢？哎有

了前多少天不是在网上看到过《自私的小猪》这部片子吗？于是，在

午饭前我把它编成了故事讲给了大家，通过故事我引诱小朋友们说出

了要帮助别人，不能自私的情理。还请小朋友先容了自己的朋友和为

什么是朋友的起因。有的孩子说我和 XX 是朋友因为他和我玩；我和我

XX 是朋友认为他让我吃他带了零食；我和XX 是朋友因为……当问到乾

乾时他不好心思的低着头：“老师，我下次不这样了。”听了乐乐的

话我舒了一口吻，并让他给娜娜道了歉，让他们当众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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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件事更让我清楚了，分享和辅助别人对于当初越来越多的

421 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门槛，而这一社会广泛景象需

要咱们老师和敬爱的家长们来给予正确的领导，让法宝们身心健康成

长。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1 

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老师，在生活中关注幼儿的各种表现，是非

常正常的事情，特别是孩子突然哭时，（很多时候孩子是用哭来求助）

作为老师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孩子怎么啦？怎么会哭呢？然后就

着急地询问原因，以便及时帮助解决孩子遇到的各种事情。孩子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他们不断在摸索、尝试自己独立，逐步摆

脱对别人的依赖。只有在不断的观察中，才会发现孩子的各种情绪，

以及他们稍微小小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它是代表什么意思，知道如何

去帮助他们，这都要靠平时的观察。 

在我们带班的过程中，经常可能会碰到一些与众不同或表现为与

集体格格不入的幼儿，在这时我们应当在一日生活中的盥洗，进餐，

清洁，睡觉，锻炼，游戏，等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渗透健康教育的

理念，关注幼儿的表现，实施指导策略。发现有问题，及时与家长进

行沟通、反馈，让家长放心，并愿意和老师一起分享大家平日中观察

到的种种现象，加深对幼儿的了解。 

在我班就有着这样一位幼儿，他年龄稍微比其他幼儿小点，平时

的表现也很棒。但是只要在他做错事的时候，他的倔脾气就来了，无

论老师怎么哄，他就是理都不理，有时候作为老师的我们也无可奈何。

但是在长时间的观察下，我发现到了他对于新知识特别能接受，多鼓

励多表扬，他的倔脾气就不会常常闹出来，这样他很快能接受老师所

传授的种种知识。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通过这个小小的例

子就能告诉我们，观察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不仅仅是在学习中，

在一日生活环节中，我们要懂得善于时间善于利用这种空间，来观察

幼儿在什么情况是什么反映，不应该在发生事件之后在来反思，这样

对于幼儿来说他得到了一个好老师，对于家长来说他可以放心的把孩

子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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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2 

俗语说：“千人千脾气，万人万模样。”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每

天面对的是几十张不同面孔的幼儿，同时也是穿梭在几十种不同的性

格中。 

柴一圣小朋友是班内一个比较腼腆内向的孩子，一看这个孩子，

你会认为他是个安静乖巧的孩子，但接触长了会发现，其实不然，也

许正是因为他的孤僻，所以总会出现过激行为。孩子集中如厕时，他

会趁人不注意，打一下小朋友的头或拍一下小朋友的背，这时就会有

小朋友告他的状：“老师，柴一圣打我。”追究原因，一圣会很无辜

地说：“老师，我没有打人。”其实，老师明白，这也许是一圣对小

朋友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只是有些粗鲁罢了，但这样的行为毕竟是

不对的，老师必须对其进行教育引导。让他学会和小朋友友好相处，

体验和小朋友一起游戏的快乐。 

说到游戏，又出现了一圣的有一大危险之处，当一起玩玩具时，

他会因为争抢某一玩具而张口咬人，作为老师，必须保证孩子的在园

安全，当发现孩子的这一行为，我们必须及时教育。而面对老师的质

问，一圣没有感到害怕，他会和老师表白，慢悠悠的对老师说：“老

师，他抢我的玩具了。” 

其实，老师明白，在一圣的心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

不对，他喜欢这个小朋友所以他会拍他一下，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他抢我的玩具，所以我咬他一下来维护我的利益。 

在孩子与孩子的交集里，其实并不存在明明白白的是与非，面对

各种性格的幼儿，老师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每名幼儿的心都不受到伤

害，妥善解决孩子存在的偏激行为，保护他那幼小的心灵。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3 

孩子是活泼的、可爱的。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梦想，都喜欢和

老师在一起，依偎在老师的身边，说说自己心里话，把自己喜欢的事

告诉老师。在游戏中，懂事听话的孩子总是会得到老师的关爱，而那

些喜欢调皮、爱捣乱孩子往往得到的是批评教育，但往往又事与愿违。

细想起来，其实这些喜欢调皮捣乱的孩子，更需要得到老师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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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滨是我们小班个子最高，长得最帅的孩子，大大的眼睛，高

高的鼻梁，看上去很讨人喜欢。可他又是典型的调皮大王，捣乱鬼。

在与小朋友的游戏时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小朋友们都不喜欢跟他交往。

在我的观察中，郭海滨其实特别喜欢与小朋友交往，也乐意与他们一

起游戏。每次在区域活动中，他都积极的参加，表现自己，总希望得

到老师和小朋友的关注。但他与人交往的方法不是很正确，所以经常

导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经常让小朋友给他打小报告。针对这种

情况，我就有意识的去接近他，多关注他，摸一下他的头，给他一个

会意的微笑，与他交谈和与小朋友玩时，遇到情况怎么办？鼓励他与

小伙伴要搞好团结，互相谦让，有玩具大家玩，学会与小朋友共同分

享的快乐。郭海滨小朋友的绘画比较棒，在活动时，我有意拿着他的

作品向小朋友进行展示，进行表扬，引导孩子们向他学习。慢慢的，

郭海滨小朋友的笑声多了，小朋友们都爱跟他玩了。 

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都是纯洁的、善良的，喜欢调皮的孩子也不

例外。“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是我们的教育宗旨，爱是我

们的教育手段，让我们多一点爱心，多一些赏识，多关爱一下孩子吧！

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很阳光，很温暖。 

幼儿园教育随笔 篇 14 

每个幼儿园都有那么几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他们总让老师们头疼

不已。前些天，在园里看到老师正在批评那几个调皮的孩子，不由得

想到，我们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每天面对三四十个孩子，上半天课

下来，再遇上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难免会生气、会动怒，经常口干

舌燥。老师的嘴巴一停下，他们就不约而同的吵起来了，很难安静下

来。他们不是与老师过不去，而是因为孩子的年龄特点，身心特点，

自制力差，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言语。而且现在的教育，安全放在

第一位，就像一条高压线，谁也碰不得，特别幼儿园孩子年龄小，更

易发生意外。因此我们更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马虎。 

很多人都觉得当一名幼儿教师是很轻松、很快乐的事情，不过，

其实在教学活动中，既有快乐，又有很多的无奈。但我要说的是，既

然我们选择了幼师这个职业，我们就要调整心态做一个快乐的、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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