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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初探 
◆秦  文 

（西安莲湖蔚蓝花城幼儿园  陕西西安  710014） 

 
摘要：随着对幼教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国幼儿

教育状况发生了可喜变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

些问题，如观念落后问题、理论体系问题、幼教师资问题等。探讨和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采取一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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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幼儿生理、心理发展特点，
运用有关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
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幼儿正处在
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他们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塑性大，但自我
调节、控制水平较低，自我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极易受各种因
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加强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会对幼儿各项素质
的形成和发展乃至他们一生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将
对从问题、对策等着手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作以初步探索。 

一、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教师对幼儿

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视，但却对幼儿的心理健康重视不够。心理健
康是指在充分发挥个体心理潜能以及个体内部心理协调与外部
行为适应相统一的良好状态，具体地讲，就是充分发挥个人的
大潜能，以及妥善处理和适应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幼儿心理健康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幼儿教育研究中
对此涉及很少，因此，幼儿心理健康的维护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如果在幼儿园里，一谈到幼儿的心理健康维护，教师和医生立刻
角色换位，个别认为维护幼儿的心理健康只能是医生的事，幼儿
教师对幼儿心理健康维护的认识就会很模糊。如果幼儿有心理问
题，就看成是幼儿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不予以理会。这样，就使
得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幼儿的心理健康不容乐观。许多调查表明，幼儿心理健康方
面存在较突出的问题有:情绪不稳定、行为控制力差、意志力薄
弱、怕苦怕累、以自我为中心、孤僻等心理问题。因此，加强幼
儿心理健康的维护势在必行。综观现有的研究文献，我国目前对
幼儿心理健康维护的有关教育和研究都只停留在医学模式上。尽
管在理论上非常强调幼儿心理健康的维护，但由 

于诸多原因，在幼儿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将工作的重点
放在幼儿的身体方面，参与者多为医生。因此，有必要谈谈幼儿
教师对幼儿心理健康的维护。但是，幼儿心理健康的涵义是什么
呢?幼儿教师如何对幼儿的心理健康进行维护呢?维护的原则、途
径、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只有解决了
这些问题，幼儿教师才能对幼儿心理健康进行正确的维护。 

二、对策 
(一)观念上 
必须树立以培养“完整儿童”为目标的教育观念培养“完整

儿童”是现代幼儿教育的新观念。所谓以“完整儿童”为目标，
是指幼儿教育应着眼于幼儿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
的完整培养，达成幼儿体、德、智、劳、美的全面和谐发展。幼
儿不仅要有健壮的体魄，着重才艺的学习，还要发展生存的能力，
乐于与人交往，行为统一和协调，性格特征良好，形成一个能调
整内在需要和外在压力保持平衡状态的健康心理。 

(二)环境上 
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应该把幼儿的心理发展置之于多种系统

的有机整合的结构之中。而幼儿的心理发展环境，主要是指以人
际文化为主的人文环境。从本芬博尼的儿童发展的生态学模式中
得到启发，我们可以将幼儿的心理发展环境中的人文环境分为三
大系统，即直接环境(家庭和托幼机构)、间接环境(父母的工作与
交友及社区环境)和宏观环境(时代、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由于

人文环境以“人”为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期待性与现实性、
相互性与应答性，因此，作为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幼
儿教师和父母)与幼儿的接触 多、关系 为密切，首先自身得
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其次，幼儿教师和父母要把握好对幼儿的期
待尺度。合理的期待有利于幼儿心理健康的成长；不合理的期待
(过高或片面的要求)则会导致幼儿心理畸形发展。而且，幼儿教
师和父母对幼儿的各种心理现象应及时地采取丰富多样的应答
措施，以预防幼儿心理问题的产生。另外，间接环境虽然与幼儿
不直接发生关系，但是它对幼儿的心理影响也不容忽视。 

(三)工作上 
美国学者 Witty 指出:个别教师的病态人格将严重影响儿童

的心理健康，在情绪不稳定教师所教的班级里出现人格障碍的学
生人数也较多。因此，提高幼教工作者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具有
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掌握幼儿的教育方法、技巧，努力
提高自己心理卫生方面的有关知识，掌握一定的心理卫生、心理
咨询、心理诊断、心理治疗等知识，并将所学心理知识积极地运
用到幼教工作中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艰巨工作。另外，还应对幼
儿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有关心理健康知识的培训。这不仅有利于
幼儿教师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而且还使他们能针对幼儿身心发
展的特点，更好地促使幼儿心理健康地成长。 

(四)方法上 
当前，幼儿园的师资培养工作主要由各级中等师范院校承

担，幼儿园教师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幼儿心理健康问题也
主要由他们自己独立摸索着解决，而缺乏更加系统的、科学的理
论指导。各级高校(主要是高等师范学校)虽然也开设了一些涉及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但这些专业大多是对心理学基础知识
和理论的学习，其应用心理学部分也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以上的对
象而展开研究，而且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也主要到中等以上的学校
就业。因此，要改变我国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就必须加强
幼儿园与高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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