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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博物馆”和尊重“大面包”
——关于爱和尊重的教育方法

李涵霏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江苏 苏州   215011）

摘要：“爱”是特别能带给人温暖的存在，被爱包裹的教育才有血有肉。在陪伴幼儿成长时，给予幼儿无条件的爱是最重要的基础，

幼儿也在感受爱的过程中习得表达爱的方法并主动传递爱。“爱”是一门学问，积极适合的爱才能真正促进幼儿成长，使其获益终身。

尊重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是一个人对待外界环境的正确态度。爱与尊重形影不离，二者并施才能让幼儿感受到会呼吸的爱，从

而合理表达自我、对待他人。因而，积极的爱是什么样的？尊重幼儿应该怎么做？是值得一线教师和家长不断思考并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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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颗种子，播种之后，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四季更迭之后，又生出新的种子。2020 年的感恩节，我组织班里

的孩子和家长开展了名为“爱的博物馆”的主题活动，活动中，

我请孩子和家长选择一件能够表达“爱”的纪念品带到幼儿园来

进行展出，并请他们给自己的纪念品配上相关的爱的故事，让孩

子们在参观展出的过程中相互分享自己的故事。

一、被如何爱就会怎样爱

（一）将爱可视化，唤起对爱的认知

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爱无形无色，想要让孩子真正有

所理解，就一定不能仅限于口头解说。在“爱的博物馆”活动中，

我请孩子和家长一起选择能够表达爱的物品为的就是将“爱”附

着在真实可以触碰的物品上，让孩子在了解物品以及相关故事的

过程中更直观地感受爱。其实在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

都可以通过视频、照片等记录各种有爱的行为，或者留存一些和

爱有关的物品等，需要时和孩子一起进行观察探讨，注意将抽象

概念进行转化，变得直观可接触，帮助幼儿理解和感受。

（二）爱要无条件

对多数父母而言，孩子是汇集所有心血、期许和美好的存在，

为了孩子付出的每一分辛苦，做出的每一次牺牲都无比值得。但

我们常常会听到“你再不听话就不喜欢你了！”类似的话，这种

话无疑是给“爱”加上了“要听话”的条件，久而久之会让孩子

的安全感一点点流失。比如孩子故意破坏物品的时候可以这样提

醒：“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这些东西会全都坏掉，以后我们就不

能再用了，到时候需要你想办法去修复，应该会非常困难。”再

无奈再生气也不要用威胁的方式对待孩子，就事论事，告诉孩子

做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而不是把对他的爱作为条件。 

而作为老师，面对的孩子更多，“爱”的态度则更为重要。

在和幼儿“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那

就是当我在用理性的态度对待幼儿的一些问题时，幼儿更能清晰

地认识到问题并做出改变。班级里有个小男孩频繁出手伤人，一

开始，我总是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提醒他不可以动手，这样不对！

但是每一次都只能暂时平息。后来我转变方式，在他动手的时候

握住他的双手温柔坚定地跟他说：“老师知道你很生气，但是这

样的行为会让别的小朋友受伤，也会让别的小朋友不敢和你一起

玩儿，很难交到朋友。生气的时候可以换一种方法让自己不那么

生气”，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听我这样说的小男孩趴在

我肩膀上大哭起来，那次过后，动手的次数越来越少。在面对幼

儿的问题时，着眼于纠正幼儿行为促进发展，要让幼儿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后果，怎样去改正，而不是让幼儿对老

师的爱患得患失。

（三）爱要适当适合

当今社会，每家每户对孩子的关注度又攀升到了新的高度，

无微不至的照顾、无私忘我的付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孩子们

总是能“享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家长常说：“孩子你什

么都不用管，好好成长就行！”，可是对于幼儿时期的孩子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自由生长和自主探索，需要通过自己穿衣吃饭学会

照顾自己、通过对环境的探索和接触发现这个世界的神奇之处、

通过来自外界的矛盾冲突和刺激去寻求自己与外界的平衡。家长

和孩子永远是相互独立存在的个体，当家长有了精彩人生的时候，

孩子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安全。给予幼儿自我探索的机会，过好自

己的生活，才是真正会呼吸的爱。

爱，是如他所愿，非如我所愿。首先，老师要知道每个孩子的

个性、爱好都不相同，老师应该利用音乐、美术、语言等各类活动，

通过观察去发现幼儿的特长，有意识地进行个性化引导并对幼儿的

成果及时表扬，让幼儿感受到乐趣和成就感，对自己产生更大信心。

其次，要给幼儿和自己相处的空间。在和幼儿相处的过程中，我发

现幼儿有时非常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或自唱自跳，一

旦看到有人在看着自己就立马停止，那种快乐和享受的表情也立马

消失了。其实不论是幼儿自言自语还是在遇到一些情况时想要独处，

老师都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如果孩子并没有表现出痛苦或悲

伤，给他们自我消化的时间和机会也是一种小心的呵护和关爱。

二、表达爱，不羞怯不吝啬

（一）我爱你就像……一样

在开展“爱的博物馆”主题活动时，我每天都会和孩子们分

享和爱有关的绘本故事，一段时间过后，孩子们了解了各种各样

的爱，语言表达的意愿和能力也有了很大进步。家长反馈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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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会笑嘻嘻地对着家长进行各种各样的真情告白。我们组织过

一节语言活动，我像绘本里的小兔子问兔妈妈一样问孩子们有多

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爱他们就像小兔子爱吃胡萝卜一样！”“我

对妈妈的爱就像彩虹一样，很美很漂亮”“我爱爸爸，所以想一

直抱着他亲他。”……虽然是小班的孩子，但在用语言表达爱的

时候丝毫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想，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幼儿园，

鼓励幼儿把爱说出来是有必要的，这并不是让幼儿“花言巧语”，

而是让他们知道爱是美好温暖的，是可以带给他人和自己快乐的，

是需要表达出来的。

（二）有行动才是真正的爱

作为父母，当你在为孩子做些什么的时候，让他看到才能让

他感受到。皮亚杰提出，幼儿园阶段的幼儿正处于前运算阶段，

他们对事物的认知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正是由于这种特点，

父母的行为以及处事方式对幼儿影响极大。比如在幼儿遇到困难

时给出及时的帮助和安抚、陪伴他们一起探索各种环境、关注他

们在不同时期和情景中的需求等等，都是需要父母真正付诸行动

的。如果父母对幼儿表达爱的行为和方式是积极正向的，那幼儿

一定也能习得积极的内容。

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包含着教育的方方面面，关于“表达爱”

老师除了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让幼儿在实践中寻找表

达的方法。“爱的博物馆”活动中，我请每个孩子回家之后给爸

爸妈妈一个拥抱并帮助他们做一件事，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

了快乐并且知道了原来“爱”是要通过行动去表现的。在日常活

动中，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比如引导幼

儿照顾植物、爱护动物、同情他人等，在实际行动中激发幼儿的

爱心 .

三、“尊重”是块大面包

“尊重”是一块很大的面包，里面有丰富的馅料，只有每一

种馅料都好吃，尊重大面包才会美味。

我给幼儿讲过一个故事，名字叫作“尊重大面包”，有很多

孩子来问过我到底什么是尊重，所以我就自编了尊重面包的故事：

尊重是一个很大的面包，这个面包里有各种各样的馅料，这些馅

料都有着不同的名字，有一种叫“理解”、有一种叫“欣赏”、

有一种叫“倾听”、还有一种叫“友好”等等，你自己也可以根

据不同的情况加料，当每一种馅料都做得很好吃的时候这个面包

是非常非常美味的，它有着能让人非常开心和幸福的神奇力量。

一段时间后，有家长来问我“老师，我儿子说今天我做得尊重面

包太难吃了，因为我骂他了，是什么意思？”，我喜悦极了，因

为在孩子对尊重有自己的理解了。

尊重幼儿在教育中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话题，必定是非常重

要才会被如此关注。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理解”一定是首要的，

不要觉得孩子年幼就什么都不懂，忽视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想法，“给

孩子生命最好的字样，是确认孩子的感受”。

理解过后就要给予相应的回应，这种回应不论是赞同幼儿还

是拒绝幼儿，都应该及时且诚实，比如幼儿想要一种具有危险性

的玩具，作为父母和老师可以告诉他我们理解他想要这个玩具的

心情，但是他不能玩，玩具具有危险性，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要让幼儿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是被关注且肯定的。

再者，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认识到，“尊重幼儿”绝不是

事事顺从，拒绝和尊重并不是对立存在的，幼儿在被合理拒绝的

过程中开始认清界限看清自己。

最后，我们要重视每一个小举动的力量，一个肯定的眼神、

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句安慰的话，这些都会让幼儿感受到自己是

被关注被用心对待的。

四、真正享受过“被尊重”就会“去尊重”

有很多父母苦恼于幼儿忽视自己说的话，每次遇到问题都免

不了和幼儿一场大战的情况，苦恼之余可以想一想，平时当孩子

表达需求，想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是怎样对待的？是否做到

了耐心倾听，及时回应？如果父母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幼儿，他们

其实非常好协商，看上去好像最不讲道理的幼儿往往有一颗最讲

道理的心。

我给幼儿讲“尊重大面包”的故事时发现，将抽象的概念通

过加工转换为幼儿真正接触过的东西，幼儿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概

念。作为一名老师，抓住幼儿年龄特点，在掌握他们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积极引导，选择适合幼儿的教育方式，能帮助幼儿获得更

好的发展。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做一个孩子吧，像孩子一样看

待这个世界和新的事物。当幼儿感受到老师和自己的共通之处时，

更愿意敞开心扉，大胆成长。

“当幼儿发现自己是被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他们就能建立起

安心探究世界与开展学习的强大基础，也将与他人建立起持久的

人际关系。”幼儿享受过了被尊重的幸福和快乐，他才有尊重他

人的意愿和能力。

五、“爱”和“尊重”齐驱并进

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和老师而言，总是在想把能给孩子的都给

孩子，但是真正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无数挫败和挑战。

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的“爱”好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有时候是因为孩子的叛逆导致诸多无奈和力不从心，但教育的神

奇之处正在于此，我们从挫败中看清本质，再从本质开始改变自

己的观念，再将新的观念化为行动去影响幼儿的成长。教育过程

中，“爱”和“尊重”并不是单方输入，而是需要双向流动的，

唯有如此幼儿才能真正体味其中的美好和温暖，在“爱”和“尊重”

的环境下不断被治愈被滋养，获得面对风浪的力量和勇气，成为

内心自由丰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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