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理念
  儿童是人

  儿童是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具有人的自由性、选择性、
创造性；也具有与成人一样的人格尊严，丰富的精神世界。法国思想
家卢梭奠定了现代儿童观的基础。



职业理念

  儿童是发展中的人

  是指儿童有身心发展的潜能和发展的需要，其成长过程就
是一个不断变换和发展的过程，儿童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
和成长特点。
（1）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规律性
（2）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的潜能



职业理念
儿童是权力的主体

1.儿童和成人具有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价值。
儿童是权力的主体，意味着把儿童看做与成人人格平等、具有相同社会地位、享有基本人
权的积极主动的、人格独立的。
2.儿童作为权力主体拥有权力。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精神，儿童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
3.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特殊性
儿童是发展中的人，身心处于发育成熟过程的中，与成人相比，在体力、心理上都处于弱
势，这决定了儿童作为权力主题的特殊性。



职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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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
幼儿关系及其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师幼关系是教师与幼儿在井同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相互的认知和情感的交往而形成的一种
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是在共同的交往中形成的，是师幼互动的结
果；是幼儿教育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师幼关系既体现出师幼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又体现出二者之间互动联系的方式与性质。因此，良好的师幼关系不仅影响着幼儿自我的发展、
行为建构和个性成长，还能够使教师自身在活动的反思中也得到提高和完善。

   1.良好的幼师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关爱
   2.良好的幼师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安全感
   3.良好的幼师关系有助于幼儿之间建立同伴关系
   4.良好的幼师关系有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职业理念
良好幼师关系的基本特征

1.互动性：是指行为之间直接的相互作

用与影响，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是互

动性和双向性的。

2.民主性：在良好的幼师关系中，教师

和幼儿是民主的平等关系，幼儿感受到

的是教师的民主作风。

3.分享性：良好的幼师关系不仅表现在

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和谐、友好，还

体现在教师与幼儿之间在经验、信息、

情感等方面的分享。



职业理念
建立良好幼师关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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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
  教育公正与幼儿共同发展

   坚持教育公正，是“育人为本”对幼儿教育的本
质要求，正确的对待所有幼儿，促进所有幼儿的共
同发展。



职业理念
  教育公正与幼儿的共同发展

  运用“育人为本”的儿童开展教育活动，要遵循“教
育公正”的原则，处理好幼儿发展的“共同性”和“差
异性”问题。



职业理念
促进全体幼儿的共同发展要以敏育机会均等为基本原则

教育公正，在教育活动中的体现，就是所有

幼儿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或者说教

有机会对所有的幼儿来说是均等的。

在学校教育活动中，“育人为本”，也是以所有幼儿的发展为本，

或者说以每一个幼儿的发展为本。必须坚持“教育公正”原则。

所谓教育机会均等，应当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入

学机会均等；一个是教育

过程中机会均等。



职业理念
有差异幼儿的共同发展

(1)幼儿的性别差异与共同发展
不因性别而造成受教育者的发展差异，做到促进男生和女生的共同发展，就是要做到不
要因性别而形成一种性别幼儿发展的优势和另一性别幼儿的发展的劣势。

(2)幼儿的民族差异与共同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我国幼儿教育活动中，坚持“育人为本”，必须注
意到民族差异，做到不同民族的幼儿共同发展，特别要注意少数民族幼儿的发展。



职业理念
有差异幼儿的共同发展

(3)幼儿的地域差异与共同发展
  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可能在教学设施、教师配置比较优越的学校里学习。他们的家庭也可能
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家庭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因而地域差异可能成为学生发展中的一个问题。        
正确地对待可能由于地域造成的幼儿发展差异，不能因幼儿所处地域的差异而歧视一些幼儿，要促进
来自不同地域的幼儿共同发展。

(4)儿童家庭背景的差异与共同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然而社会中的家庭却千差万别。家庭有经济情况的差异，有家长社会地位的差异，有
家长文化水平的差异，有家长性格的差异，有家长教育子女水平的差异，还有家庭结构的差异。家庭的种种
差异，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发展。教育者不能因为幼儿的家庭的种种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给幼儿发展带来的困
难而歧视幼儿。



职业理念
 有差异幼儿的共同发展

(5)幼儿身心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共同发展
  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水平，是在较长时间里，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导
致的。教育者不可能面对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完全一样的班级。最有可
能影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资源分配的因素，就是幼儿身心
发展水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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