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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及内容

本研究采用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

法以及观察记录的方法。观察对象为西

北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的两个小班，其

中访谈内容和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家长是否了解常规教育？幼儿在

家是否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及

游戏习惯？家长认为对幼儿是否有进行

常规教育的必要性？常规教育对幼儿以

后的生活与学习是否有影响？本次研

究，调查对象主要选择父母，共发放调

查问卷 80 份，收回 67 份，占到总数的

83%，问卷较为真实可靠。
二、调查结果

（一）大多数家长对于常规教育的理

解存在片面化的情况

8%的家长认为常规教育就是让幼儿

能够听老师的话，做老师要求的事，上课

认真听讲等方面；13%的家长认为常规

教育就是教育幼儿能够有礼貌，认为幼

儿的日常规教育就是教育幼儿在幼儿园

甚至社会上能够做个有礼貌、懂事的孩

子；38%的家长认为常规教育就是对幼

儿规矩、规则的教育，做事要守规矩，认

为常规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幼儿能够

自觉遵守规则；35%的家长认为常规教

育就是教育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些习惯包括学习习惯和游戏习惯。
（二）幼儿在家的行为习惯养成情况

79%的幼儿在家有良好的生活习

惯、学习习惯和游戏习惯。其中，14%的

幼儿能够自觉遵守；其他幼儿需要家长

及时提醒才能做到；20%的幼儿在家并

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家长对常规教育的态度

83%的家长对常规教育持肯定与

支持的态度，认为良好的常规教育可以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幼儿以后的

学习和生活都是有益的。65%的家长认

为常规教育就是对幼儿进行这种行为习

惯的培养，以便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86%的家长认为常规教育是有必

要的，但更多的应该由老师来进行，因

为他们不知道怎样的方式才是合理的。
7%的家长对常规教育的理解不正确，

他们认为教育是老师的责任，在家庭中

不应该进行常规教育，就应该让幼儿无

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随便玩。
三、原因分析

（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幼儿的

受教育程度

幼儿对于常规意识的了解，最初是

从父母感知的。父母自身对社会规则的

理解和父母自身的习惯，直接影响幼儿

对常规意识的感知。大部分受教育水平

较高的父母更加注重对幼儿行为习惯

的培养，并且知道从小开始对幼儿进行

常规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自身拥有一些

良好的行为习惯来为幼儿树立榜样。
（二）家长的教育方式影响幼儿的常

规培养

一些不能够遵守和理解常规教育

的幼儿，其父母也有文化水平很高的，

他们对于幼儿教育更多的是言行上的

说教，限制幼儿的言行，但幼儿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在家庭中就对常

规教育存在不认可的心理，自然而然也

就对老师提出的规则不认可。

四、如何进行有效的常规教育

（一）家庭教育胜过幼儿园教育

首先，对家长进行常规教育知识的

普及是很有必要的，这能够使家长正确

看待常规教育，理解常规教育是什么，

应该怎么做，以便更好地对幼儿在家庭

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其次，教师应与

家长多多沟通，告诉家长在家应该注意

的事项，共同促进幼儿行为习惯的培

养，让幼儿更好地成长。
（二）增加幼儿教师，缩减班级额度

目前中国偏远地区幼儿园一个班

40 个幼儿两个老师的情况比比皆是，

这会导致常规教育的高控化。当教师没

办法顾及所有的幼儿，但必须避免幼儿

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下，对幼儿进行高度

控制是不错的方法。但要进行有效的常

规教育，让常规教育不再是幼儿被动地

接受，而是主动去遵守，就必须控制在

一个教师对应 10 个以下幼儿的情况，

这样既能让教师保证幼儿的安全，又能

够更高效地进行幼儿园常规教育。
（三）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

每个幼儿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无论

是由于环境因素还是遗传因素或者其

他因素导致的结果，都会使幼儿存在个

体差异。所以要求家长不要盲目对幼儿

之间进行比较，教师能够理解和尊重每

个幼儿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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