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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幼儿园的新教师，她们有着新时代的气息，却苦于无法很快适应
具有高度专业要求的教师角色；她们有着初生牛犊的胆识，却四顾茫
然无法获得专业发展的通道……

新教师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具体和微观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
新教师能否顺利组织和开展幼儿园基本的教育教学活动，如幼儿的一
日常规、生活料理、卫生保健等，解决众多的“怎么办”等具体问题既是
幼儿教师教育工作的起点，也是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 新教师在
岗位适应期间所面临的诸种压力如不能及时化解和疏导，既不利于幼
儿园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稳定与成长。

为此，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多年来以求实为根基，扎实进行新教师
培训，注重对新教师进行自我心理调试、人际关系适应、相关的幼儿教
育法律及法规文件的了解与领会、保教工作的实际操作、教育机制的
灵活运用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帮助新教师循序渐进、有步骤地进入完
整的工作场域，指导新教师逐渐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能力 ，以有效缓
解来自新岗位中的各种压力，形成自我教育教学效能感，尽快适应工
作岗位。

《新教师工作手册》一书内容系统、丰富，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际
操作性，希望能给本园新教师以良好的指导与借鉴，也真诚地祝愿每
一位幼儿园新教师在幼儿教育的宽敞大道上走得顺利，行得从容。

谨以此书献给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60 周年生日！
本书出版得到汉唐双盛实业及 80届毕业生陈壮河、 胡雅蓉伉俪的

支持。 特此鸣谢!

编 者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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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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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幼儿园简介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始建于 1951 年 7 月，隶属于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越秀山麓，是一所寄宿制的广东省

一级幼儿园。全园占地面积 23，141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026 平方米。

园内园林式的绿化，为幼儿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环境; 配置标准的活动

室、睡室、盥洗室，为幼儿提供了愉快安全的生活空间; 材料丰富的阅

览室、编织室、烹调室、游戏城、美工室、科学宫、棋艺室、构建室……为

幼儿提供了探索游戏、张扬个性的平台;功能各异的操场、沙池、游泳

池、戏水池、植物迷宫、大型游戏架、攀爬墙，为幼儿提供了富有童趣的

锻炼场所。广州市第一幼儿园是一所被幼儿誉为“公园幼儿园”的儿

童乐园。

建园 60 年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始终坚持“以幼儿发展”为本的

办园宗旨，以“学会发现、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为教育理念，

不断更新儿童观、教育观和发展观，以先进的办园理念，结合本园的优

势，努力实践优良园风，形成了健康、环保、科学的三大教育特色，先后

荣获“广州市先进集体”、“广州市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广州市科普

工作先进单位”、“广州市优秀花园式单位”、“全国绿色幼儿园”等称

号;多名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南粤优秀校长”、“南粤优秀教

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广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广州市优秀教

师”。

伴着鲜花和思考，历经耕耘与奋斗，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全体工作

者将不懈努力，把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办成一所园风优良、管理科学、环

境优美、设备先进、质量一流的名园。

2



( 二) 幼儿园园风
健康、自信、创造、发展。

( 三) 幼儿园教育理念
学会发现、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 四) 幼儿园办园宗旨
以幼儿的发展为本。

( 五) 幼儿园近期目标
以德立园、依法治园、管理强园、特色兴园，创建全国一流的现代

化幼儿园。

( 六) 幼儿园发展目标
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提升综合实力，把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建

设成为园风优良、管理科学、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师资雄厚、质量一流

的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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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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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调整心态，适应新环境
刚走出校门，进入新的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基本要经历兴奋好奇

期、矛盾冲突期、调整平衡期和稳定发展期这四个阶段。

兴奋好奇期: 带着学生时的理想和热情投身于教育工作中，希望

在自己的岗位上大显身手，试图用书上讲的理论来解释教育过程中的

现象，用书上教的方法去做好不同年龄班的活动组织，用学生时的方

式处理同事关系……突然发现“现实不是我们想象的”，付出的工作热

情并没有得到你们预期的回报。

矛盾冲突期:工作中的失误，教学组织过程中的力不从心，与同事

的见解分歧，部门领导的批评……面对这些，你们开始彷徨、迷惑，并

质疑自己，同时也提出了更现实的问题: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调整平衡期: 带着思考，开始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好的方法，请教

老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并开始放弃原来的坚持，重新确立可行的目

标，改变处事态度，协调人际关系，虚心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主动

把自己融入工作环境中。

稳定发展期:工作内容熟悉，方法得心应手，领导肯定，同事关系

融洽，心态平和，工作处于稳步状态。

矛盾冲突期是新环境适应的关键期。这是一个决定你今后人生

走向的关键期。现实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

生了第一次实实在在的冲撞。处理得当，会给自己今后的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正能量。

( 二) 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
心理学研究发现，尽管许多人认为对自己是了解的，但事实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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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或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过于自信; 或是对自己

估计过低，过于自卑。正确认识自己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

也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基础。正确认识自己就是指一个人对自己

的认识要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我们既要认识自己的外在形象，

如外貌、衣着、举止、风度、谈吐，又要认识自己的内在素质，如学识、心

理、道德、能力等。做到心理上的独立自主，不以外在的东西来确定自

己的价值，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我

们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将会充满信心，迎接新的挑战。我们看到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能明确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从而不断

完善和提升自己。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就会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停步不前，甚至会倒退。

年轻人有理想、有热情，理论知识比较丰富，学习能力比较强，对

新生事物比较敏感，但由于阅历浅，磨炼少，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会遇

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障碍。只要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找对

原因，对症下药，我们就能不断地进步，走向成熟，这样才能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 三) 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
衣着:合体大方、时尚端庄、方便工作。

待人:谦逊有礼、热情可亲、欣赏尊重、主动交往。

语言:说话文明、表达清晰、注意对象、掌握分寸。

工作态度:服从安排、积极主动、全情投入。

个性特点:阳光、开朗、真诚、谦和、坚忍。

( 四) 正确面对压力
医学上将压力定义为一种身体“战备状态”的反应，是个体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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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情形，或某个人、某件事情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和紧张状态的时候

做出的反应。而个体心理压力主要源自于环境要求与自身应对能力

不平衡所致。适宜的压力，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动力，但如果压力过大，

则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因此，面对压力，首先在认知上知道压力

事件对我们自身来讲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我们提高自身水平的一

个机会;其次需要我们客观评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学习新

知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将压力转化成自我成长的动力。

( 五) 自我心理调试的方法
工作琐碎、计划没有变化快、领导批评、家长误解、同事不合作，都

会给我们带来郁闷、不满，甚至愤怒。面对愤怒，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恰

当的途径给满腔郁闷以出路:

一是自我放松

放松情绪对于缓解压力非常有用。放松训练是广泛应用的控制

紧张情绪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肌肉、骨骼关节和呼吸的放松以及神经

放松等基本动作来降低机体能量的消耗，从而达到控制情绪强度的目

的。具体做法可以到“舒心吧”找相关方面的书籍，参照书籍分步训

练。

二是转移注意

当情绪处于高度紧张时，转移注意不失为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有

效方法。例如:当自己的工作压力过大时，不妨到户外运动一下，或者

跟朋友喝喝茶等。肌肉放松可以调节情绪紧张度，减轻压力感，不仅

可以转移注意力，而且可以使体内的紧张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使情

绪得到松弛，减轻心理上的压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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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适度“宣泄”

医学研究表明，当我们因为发自内心的感触而流出眼泪时，能带

走身体应激产生的诸多毒素，以此缓解机体的紧张。心理学研究表

明，大哭过后，人们的情绪强度会降低 40%，使压抑的心情得到发泄。

当个体感觉压力过大，或者情绪紧张时，不妨找个不受打扰的地方大

哭一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倾诉是最有效的宣泄途径。有个童话叫《国王的耳朵》，故事中的

理发师知道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但却不能说，结果被憋得生病了。后

来在医生建议下，理发师到旷野上挖了个洞，对着洞口痛快地喊出“国

王长了个驴耳朵”，病也不治而愈了。可见心里有话而口不能言是一

种折磨。而倾诉就是倾倒心理垃圾，压力大的时候，找个知心朋友倾

诉一下心理的焦虑不安和不满，只有清空堆积在心底的垃圾，才有更

多的精力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 六) 推荐阅读相关文件
《幼儿园各项规章制度》《幼儿园规章制度之奖惩办法》———增强

和规范与本单位要求的规则意识和行为。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孩子的发展

目标等。

《教师工作职责》———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规范自己的教育行

为。

《主、配班上班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要求》———熟悉自己的工作

内容和要求。

《新教师岗位培训制度》———知道自己接受培训的内容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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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活作息制度》———掌握幼儿生活作息内容、要求，做好并

配合班上工作人员开展相关的工作。

《各领域活动案例精选》———初步学习如何制订幼儿的活动计划。

《教育的感悟》———认识幼儿一些基本的心理特征、年龄特点，初

步掌握个别教育的方法。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学会并指导家长有

效与孩子沟通的理念和技巧。

各种幼儿教育期刊———了解幼教发展的新信息，拓宽视野，提升

自己对幼儿教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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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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