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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基础上积极更新教学与班级管理理念，在切身发挥自

身教育管理、服务的职能过程中，还要关心、把握学生学

习与生活情感、身心状态等，切实将积极育人落实在班级

管理实践活动之中，并在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职责基础上

为国家、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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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领导力培养路径

◎付立芳
摘要：幼儿领导力除了先天的原因，

更多依靠后天锻炼培养。幼儿园、家庭和

社区是幼儿领导力培养的主要路径。幼儿

园的游戏活动、体育运动、一日生活活动、

教育活动、混龄活动都是培养领导力的

好形式。家庭和社区，也是培养幼儿领

导力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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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领导力除了先天的原因，更多依靠后天锻炼培养。到底

什么时候能够培养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最好从五岁开始，还有

的认为小学阶段是培养领导力的关键期。其实，幼儿情绪培养、

性格养成是从小就开始的，母体怀孕期间的情绪也有可能影响孩

子的情绪与性格，这些都是领导力的关键要素。所以说，培养开

发幼儿领导力，可以尽早，道德修养、情绪习惯、人际交往习惯、

学习品质与习惯、处事习惯与能力等，都是提高领导力的主要元素。

幼儿园、家庭和社区是幼儿领导力培养的主要路径。

一、幼儿园中培养

幼儿园是幼儿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幼儿园保教人员和幼

儿的同伴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幼儿领导力可以在幼儿园

的很多活动中进行培养。

（一）游戏中培养

游戏是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的活动，具有自主、

愉悦、趣味性等特点，是幼儿喜闻乐见、爱参与的活动，是幼儿

活动的主要方式。游戏中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游戏材料、分

配游戏角色、制定游戏规则等，可涉及全局观念、决策、指挥、

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过程中还可有幼儿的团体合作、相互协调、

沟通交流、解决冲突等有关幼儿领导力要素的锻炼。如建构游戏

中，搭建主题和建构材料的计划、选择与处理，成员分工合作，

遇困难时的坚持，解决问题中的观察、思考与讨论、创造性操作等；

区域游戏活动超市中店长、售货员、收银员、顾客、保安、保洁

等角色的分配，各种游戏材料的制作、“商品”的定价策略与促

销活动策划、组织，各成员之间的沟通互动交流，还有突发事件

的处理等，都可以锻炼培养幼儿领导力。当然，游戏不仅可以在

幼儿园进行，也可在家庭和社区中进行。

（二）运动中培养

运动可以但不局限于幼儿园中进行。运动的作用绝不仅是强

身健体，在体育运动中，幼儿需要坚持，需要不怕苦不怕累，可

以锻炼多种素能。以当前正在试点的幼儿足球为例，这种运动首

先需要的是团队的合作，每个队员分工明确又要相互补位，场上

队长的指挥，中场球员的调度，大局观、大视野、提前预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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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等，均可从中得到锻炼。训练技术

时，需要领悟教练意图，领悟动作要领，

需要不怕苦不怕累，需要努力和坚持；进

攻或者防守时，需要与对方斗智斗勇、灵

活应变。体育运动中，需遵守规则，不管

对手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白种人，不管

来自哪个国家、哪座城市、哪个乡村，都

要互相尊重，公平竞争，同时培养胜不骄

败不馁的精神，运动不仅竞争，更有合作，

幼儿需愿意看到并承认、接纳别人的进步，

接受各种结果，坦然面对胜利、失败与挫

折，并进行总结反思。

（三）一日生活活动中培养

一日活动皆学习。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从晨间接待、晨间锻炼、晨间自主活动开

始，就可以有很多能力的锻炼。比如，见

面问候老师早，同伴们互相问好，与家长

快乐告别，可培养良好的适应能力、情绪

控制能力、沟通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每

天的“新闻播报”“趣事分享”“小小故

事大王”，可以锻炼幼儿在集体中发言，

训练口语表达能力。再比如，自主游戏、

自主取餐、小组活动等，都可以有选择（决

策）、指挥、规则、秩序、合作、人际协调、

解决问题等方面的锻炼。

给幼儿“权利”，他可以做得更佳。

班级中值日生制度是最能培养领导力的方

法之一。有的值日生幼儿早上六点起床、

七点到幼儿园（提前几十分钟到），为的

就是那份责任。给植物及种子浇水、填写

观察记录，分发补充玩具、图书、各类材

料，做老师的小助手，指挥、组织幼儿排

队、活动，锻炼体现的是那种协调、组织

和大局意识与能力。

（四）教育活动中培养 

教育活动毫无疑问是培养领导力的重

要路径。无论是集中教育活动还是分组教

育、个别化教育活动，无论是主题综合教

育活动还是分领域教育活动，健康、语言、

科学、社会、艺术教育活动都可以相互渗

透，互相融合。教育活动中对培养领导力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健康教育活动中

对自我身体与心理的认知，自我保健与安

全防护教育中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体

育运动中情绪、心理的调节；比如语言教

育活动中提供平台让幼儿想说、敢说、能

说、会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利用文学

作品，同样可以培养领导力。比如绘本阅

读，优秀的绘本可以包含正确表达自己、

尊重和团结队友、决断的智慧、勇于以身

作则、包容他人的不足、和朋友紧密合作、

对梦想饱含热情等领导力培养内容。而科

学活动中，兴趣的培养、实验与探究过程

中对项目的组织与实施、问题的解决、以

事实为依据、团队合作等均有锻炼；社会

教育活动中，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主要

内容，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

良好的正向的道德品质、自尊自信的基本

态度、责任心、规则意识等均可以得到培

养。艺术教育活动让幼儿感受美、欣赏美、

表达美，丰富其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大

胆表达自己的理解与创造，抒发、疏散情

绪情感，过程中互相交流、合作，互相欣

赏等，也有利于领导力提升。其中对美的

鉴赏能力与美的创造展现，是今后领导过

程中经常用到的，比如城市的规划、建筑

物或者内部场所或者产品的造型、甚至是

PPT 制作等等，决策者的审美观往往影响

实际效果，从而影响其领导力。

（五）混龄活动中培养

混龄活动是培养幼儿领导力的有效活

动。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大孩子带着

小孩子，充当领导者和保护者角色，小年

龄段孩子则成为被领导者、追随者，一边

受保护，一边学习大孩子的所作所言、所

思所想。同伴教学、同伴领导常常能对行

为者产生正向的影响。大孩子是榜样，过

程中会不断强化自己的领导角色意识，强

化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调整好自己的行为

与方法，同时因为领导和帮助他人获得成

功感，会进一步激发和强化自己的好行为；

而小孩子则不断进行着班杜拉所说的那种

观察学习（一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

其强化结果而习得某些新的反应，或使其

已经具有的某种行为反应特征得到矫正），

同时不断参与大童的游戏、学习与生活中，

增多交往、合作的机会。通过一定时间的

活动，一些小童可能从被领导被照顾的“弱

者”，更快速成长，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

某些情景下，也会出现能力强的小童照顾

大童、领导大童的情形。

二、家庭中培养

家长对幼儿无条件的爱与包容，能够

使孩子更具安全感、更有自信心，更能以

开放的心态面对新事物，探究新世界，接

纳社会和他人。家庭是幼儿成长的第一场

所，家庭中很多活动都可以对幼儿进行领

导力培养，比如家庭接待、家庭决策的参

与执行。有宝妈晒出经验，说常有意识让

孩子选择早餐种类、选择玩伴，在各种生

活琐事中，表达自己的诉求，有目的地培

养自主性和独立性。

家庭大扫除、家庭外出活动，也可以

锻炼幼儿的领导力。比如旅游之前，可以

让孩子唱主角，通过查找对比各种资料，

定什么时间去、去哪里、并做各种攻略，

准备各种如食品药品、所需衣物等出行必

备品。过程中，亦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由孩子“带头”问路、引路、购票，

充当“导游”等，锻炼领导力。

三、社区活动中培养

人是社会的人，不能与世隔绝。人的

社会化，离不开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深

入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甚至有人

能改变社会。《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

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最

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幼儿成长过程中，亲身到社会中体验，对

其社会化发展大有好处。到超市购物、菜

市场买菜、看文体演出、参与文体活动等

是体验，到社区看望老人，为老人表演节

目、送上祝福也是体验；做社区环保小卫

士、垃圾分类小能手更是体验加实践。这

些活动对幼儿体验生活的艰辛与幸福、接

触不同职业的人、了解各行各业的劳动、

心中有他人意识的培养，以及解决问题、

与人沟通、组织能力培养等都有积极意义。

一次社区义卖活动的策划、组织、参与，

可以锻炼幼儿很多能力，比如调查、计划、

组织、协调，与人交往，在外敢于发言与

人交流，甚至当众宣讲，这些都是领导力

提高所需要的。

幼儿领导力包含了几乎所有与幼儿未

来发展最密切的也是核心素养中的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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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情商、智商、逆商，都有涉及。

培养幼儿领导力，并不是未来非要做领导，

并不是非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而

是赋能幼儿，全面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

养适应未来社会、积极影响社会并推动社

会更好地向前发展的新一代。培养幼儿领

导力，不是为了培养而培养，而是需要有

培养的意识，知晓培养的内容和目标，通

过不同路径，采用多种方法，在日常生活、

学习、游戏中，在幼儿园、家庭、社区三

位一体化合作教育中，有时可以大张旗鼓，

轰轰烈烈，更多时候则是潜移默化，润物

细无声，通过习惯的养成，能力的锻炼，

从方方面面提升幼儿素养，形成合力，推

动领导力的提升。同时，通过领导力提升

活动与平台，进一步激发幼儿潜能，促进

幼儿整体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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