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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的培养策略分析 

谭波 

（中南大学铁道幼儿园） 

摘要：学前阶段是幼儿自信心和独立性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教育在幼儿自信心的培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自信心是幼儿

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是他们人生的起点，也是孩子社会性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应关注不同家庭生活背景的幼

儿，及时发现幼儿出现的问题，掌握幼儿性格特点，通过有效方式培养幼儿自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文章从创设情境、

鼓励评价、灵活调整期望值等方面提出了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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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年龄特征、生活环境以及教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幼儿缺乏

自信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比较典型的是家长过度包办，幼儿缺乏表

现的机会，独立性不强，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容易退缩；对孩子教育

过于严厉，不尊重幼儿，经常苛责，久而久之导致幼儿产生自卑感；

孩子成长中经常被否定、被随意批评、被经常横向比较等。幼儿阶

段是培养孩子自信的重要时期，对他们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教师和家长都必须重视幼儿自信心的培养。 

一、用爱创设利于幼儿自信心发展的环境 
学前阶段的孩子都有着比较敏感的心理，虽然他们的阅历不高

经验不足，但是他们渴望被关爱、被认同，渴望平等。因此在幼儿

教育中，教师需要对幼儿倾注爱心、耐心、信心，照顾他们的方方

面面，通过正能量的引导帮助幼儿健康发展，让幼儿感受到平等的

师生、伙伴关系，在宽松、自由、平等且充满爱的环境中快乐的成

长[1]。在与幼儿的交流中，可以蹲下身子与他们进行交流，主动向

他们传递关怀和温暖，立足与幼儿的视角进行交流、沟通和游戏活

动，让幼儿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自己被重视、被需要，进而形成

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情绪，使幼儿的自信心逐步形成。例如一些比

较内向、害羞的孩子，在集体活动中的表现为不爱回答问题，不主

动参与活动。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需要通过加强对孩子的关注，

在活动中找准与孩子交流的契机，让孩子感受到被老师的欣赏和信

任，逐步提高孩子的勇气和自信。 

二、结合幼儿特点灵活调整期望值 
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家长对

幼儿的期望是他们心中的幼儿成长模式，并一直渗透在幼儿的成长

过程当中。教师对幼儿的期望，只是对幼儿行为结果的一种预测性

认识。而不同性质的期望会不自觉的有相应的态度和方式，这些都

会对幼儿自信心的培养造成影响[2]。通常幼儿成功率与他们的自信

心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幼儿具有较高的成功率，那么期

望值也会随之提升，孩子们对自己的自信也更强，反之自信心则会

降低。而教师与家长在幼儿教育中的定位不同，因此对幼儿的教育

期望关注点也存在差别，因此教师需要联合家长一起，立足于幼儿

未来的健康发展，对家长做出正确的引导，并灵活调整期望值。比

如在幼儿自信心的培养上，幼儿阶段由于个体经验和阅历不足，在

日常活动或学习中，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针对这个情

况，教师需要深入了解幼儿的实际情况，并在这个基础上为他们制

定科学的教育计划，通过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逐步提升幼儿的自

信心。教师需要在日常教育中多观察孩子们的表现，当他们达到期

望之后，应结合幼儿特点去调整计划，避免幼儿出现太多的失败率，

慢慢的提高幼儿的自信心。 

三、给予幼儿鼓励、肯定行的评价 
教师要利用鼓励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发现幼

儿的闪光点，并努力调动孩子的潜能，通过赏识教育让幼儿感到‘我

能行’。有自信的孩子才不会轻言放弃，才会有较强的抗挫能力，

才会积极争取。因此在幼儿教育中，教师需要及时发现孩子们的亮

点，并给予鼓励，让幼儿在被鼓励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和成功的

情感体验，进而充满自信。同时教师还需要发挥出榜样的作用。比

如幼儿不自信，但是特别爱帮助别人，教师可以召集班级内的小朋

友向他学习，然后对他表扬和鼓励，让其体验到帮助别人受到表扬

的快乐。孩子会在老师的鼓励中，变的更加自信。 

另外教师还需要信任孩子，给予他们适时的帮助和支持，肯定

他们的成功表扬他们的努力，让幼儿在教师的鼓励中勇敢表现，在

爱与信任中去克服困难，进而取得最终的成功，利用成功的体验树

立自信心。在日常教育中，教师一定不要吝啬赏识语言，结合幼儿

实际活动，对他们说‘你真棒’‘老师相信你’‘你绝对可以’。幼

儿的潜力被激发出来，更形成更积极的心态，进而树立自信心，在

生活中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好。教师要尽量避免对幼儿的直接批评和

否定，即使他们表现的不好，也需要用技巧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 

四、为幼儿提供感受成功的机会 
成功能够激发一个人的自信，并不是说成功才有自信，而是能

够激发出自信，是培养幼儿自信心的一个因素。幼儿阶段是个体各

种能力培养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就需要在日常教

育中，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感受成功的机会，增加幼儿的情感体验，

使其感受到努力之后被肯定的成就感和愉悦感，进而构建出科学的

认知标准，逐步培养幼儿的自信心[3]。教师要为幼儿提供获得成功

的平台，不同幼儿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有的画画好、有的唱歌好、

有的动手能力强、有的思维水平高等等，教师需要在全面了解幼儿

实际情况的同时，设置利于幼儿发展的游戏活动，鼓励他们积极参

与活动当中，并给予适当的指导，鼓励他们大胆表现，在活动中感

受到成功的喜悦，在活动后得到肯定和表扬，不断提高幼儿自信。

比如在课余时间开展唱歌比赛、讲故事大赛、动手制作等等，让幼

儿充分展示自我，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为个别幼儿提供独立完成任

务的机会，比如摆放餐具、组织游戏活动等等，当他们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碰到问题时，与他们共同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

们的想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让幼儿在日常活动中经常体会

到成功，他们才会不断的相信自己，进而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总结：幼儿自信心的树立对其未来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着

较强的自信才能具备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才能勇敢展现自己和表

达自己，使生活和学习都充满活力。因此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应注

重幼儿自信心的培养，分析幼儿性格特点，用实际行动给予幼儿关

爱、尊重、帮助和肯定，帮助他们树立自信，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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