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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岁幼儿安全素养现状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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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的安全素养关乎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调查表明，4-6 岁幼儿安全素养整体水平不高，安全

意识相对薄弱，在年龄和性别上存在差异。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三条对策：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安全教育活动；利用多种教

育方式提升幼儿安全素养水平；家庭、幼儿园和社会三方合作共促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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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素质修养是其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安全素养

对幼儿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安全素养的提高对于保障幼儿生命

安全、培养幼儿自理能力、帮助幼儿适应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幼儿安全素养指向幼儿的终身安全能力，是幼儿为预防、应

对与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事件而形成的综合品质。在《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

命和促进幼儿健康放在工作的首 位。”但是由于幼儿身心发展有

限，思维水平不足，自我保护能力较低，学前期仍是儿童意外伤

害总体发生率较高的一个时期。安全素养的培养需要从小抓起，

让幼儿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为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基础。鉴于

此，本研究通过自编评价工具测评幼儿安全素养现状并得出结论，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以此来提升幼儿安全素养水平，帮

助幼儿健康成长。

一、研究设计与过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幼儿园中 4-6 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共收集

了 458 份数据，经过检验与筛查，筛选出 11 份问题数据并进行剔

除，最后有效数据共计 447 份，有效数据率为 97.6%。为减少外

界因素影响，研究者在安静的场所一对一向幼儿进行测评。为避

免其他题目的干扰，每次仅向幼儿呈现一道题目。整个测评过程

每位幼儿可能需要 15 分钟，在幼儿完成测评后，研究者给予幼儿

小奖励。

（二）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的《4-6 岁幼儿安全素养自评工具》调查 4-6 岁幼

儿安全素养情况。该工具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政策文件《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以及幼

儿园课程目标所编制，共分为三个维度，即安全意识、安全知识

和安全能力。每个维度又分为身心安全和社会安全，身心安全主

要指向幼儿自身行为对幼儿产生的安全问题，包括食品安全、生

活安全、运动安全、学习安全和心理安全等；社会安全主要指向

社会中的人或物对幼儿产生的安全问题，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用电安全等。

根据每个维度的特点编制题目，分维度进行测验。安全意识

维度和安全能力维度采用图示化测量的方式进行测评，研究者在

PPT 上向幼儿呈现两幅对立的图片，幼儿从其中选择最符合实际

情况的一幅。接着提问幼儿是非常像还是有点像，幼儿可以选择

口头回答或用手指示（大圆圈表示“非常像”，小圆圈表示“非

常像”）。在计分上，采取四点计分方式，题项中的每个选项对

应着不同的分数。安全知识维度采用图片加语音结合的方式进行。

研究者向幼儿呈现四幅图片，并且向幼儿读出题目要求和图片内

容，幼儿经过自行判断后，选择出最符合的一幅图片。计分方式

采用 1 和 0，回答正确得 1 分，回答错误得 0 分。

1. 安全意识测评工具编制

安全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意识是人

脑的机能，能够反映客观存在，同样也可以通过实践改造和创造

实践。结合意识的含义来看，安全意识是指幼儿能够在危险来临

时提前感知，采取措施来减轻或避免危险的发生。安全意识维度

中设置了反向计分题目，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安全意

识维度主要包括 13 个题项，采用图示化测量的方法让幼儿进行自

评。通过项目分析分析得出 13 道题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P ＞

0.001）。安全意识维度整体信度是 0.839，身心安全意识的信度是

0.666，社会安全意识的信度是 0.801，信度均在 0.6 以上，说明安

全意识维度具有较好的信度。此外，身心安全意识、社会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且相关性均大于 0.5，

表明安全意识维度结构良好。

2. 安全知识测评工具编制

安全知识是指与保护个体安全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安

全知识是安全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安全知识掌握的足够多的

时候，对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本研究将安

全知识分为身心安全知识和社会安全知识，身心安全知识指幼儿

在生活与游戏中保护自己身体和心理安全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社会安全知识是指幼儿在社会中保护自己不受其他人事物威胁和

伤害的知识和方法。安全知识维度主要包括 21 个题项，通过项目

分析得出 21 道题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P ＞ 0.05）。安全知识

维度整体信度是 0.830，身心安全知识信度是 0.668，社会安全知

识信度是 0.790，信度均在 0.6 以上，说明安全知识维度具有较好

的信度。此外，身心安全知识、社会安全知识、安全知识和安全

素养之间都具有显著相关，且相关性均大于 0.5，表明安全知识维

度结构良好。

3. 安全能力测评工具编制

安全能力是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在个体内化之后的集中体现，

是个体应对安全问题时最重要的内在品质。安全能力是指幼儿能

够具备预防和处理日常生活和社会中遇到问题的能力。本研究将

安全能力分为身心安全能力和社会安全能力，身心安全能力指幼

儿在生活与游戏中预防和保护自己身体和心理安全所具备的能力；

社会安全能力是指幼儿在社会中预防和保护自己不受其他人事物

威胁和伤害所具备的能力。安全能力测评共设置 14 个题项，采用

图示化测量的方式进行。通过项目分析分析得出 14 道题目均具有

较好的区分度（P ＞ 0.01）。安全能力维度整体信度是 0.820，身

心安全能力信度是 0.749，社会安全意识信度是 0.661，信度均在 0.6

以上，说明安全能力维度具有较好的信度。此外，身心安全能力、

社会安全能力、安全能力和安全素养之间都具有显著相关，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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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均大于 0.5，表明安全能力维度结构良好。

二、幼儿安全素养整体状况

幼儿园的安全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幼儿的安全需要

幼儿园、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保障，当然，幼儿自身的安全素养水

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幼儿安全素养测评结果显示，幼儿

安全素养测评平均分为 66.77。其中，安全意识维度测评的平均分

为 63.87；安全知识维度测评的平均分为 71.67；安全能力维度测

评的平均分为 67.64。结果表明：幼儿安全素养整体水平尚处于及

格程度，有很大提升空间。从安全素养各个维度比较来看，幼儿

安全知识维度得分相对较高；安全意识维度得分相对较低。

（一）幼儿安全意识情况

幼儿安全意识可以体现幼儿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中出现的安全

问题的敏感程度。测评结果显示，4-6 岁幼儿在身心安全意识维度

的平均得分为 72.57，在社会安全意识维度的平均得分为 53.67。

结果表明 4-6 岁幼儿身心安全意识得分高于社会安全意识得分，

在社会安全意识方面比较薄弱，亟需提高。

（二）幼儿安全知识情况

幼儿的安全知识是安全素养的基础。测评结果显示，4-6 岁

幼儿在身心安全知识维度的平均得分为 72.67，在社会安全知识维

度平均得分为 70.92。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的身心安全知识和社

会安全知识得分良好，安全知识整体水平良好。

（三）幼儿安全能力情况

幼儿的安全能力是预防危险和处理安全事故的重要能力。

测评结果显示，4-6 岁幼儿在身心安全能力维度的平均得分为

72.75，在社会安全能力维度的平均得分为 60.83. 结果表明，4-6

岁幼儿的身心安全能力得分高于社会安全能力得分，幼儿的社会

安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幼儿安全素养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分析

（一）性别差异

为了解 4-6 岁幼儿的安全素养在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幼儿的安全素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男生女生在安全素养总体维度、安全知识维度、安全知识的社会

安全知识以及安全能力的社会安全能力中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

得分均高于女生低分，在其他维度中不存在显著性。

（二）年龄差异

本研究将幼儿的年龄按照班级划分成“4-5 岁”“5-6 岁”两

个阶段，为了解幼儿的安全素养在年龄上是否存在差异，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对 4-5 岁和 5-6 岁幼儿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年龄的幼儿在安全素养、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维

度及分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四、研究结论

（一）幼儿安全素养整体水平尚处于及格程度。

4-6 岁幼儿安全素养整体得分不是很高，需要加强幼儿安全

素养水平，减少幼儿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从安全素养各个维度看，

幼儿的安全知识掌握的还不错，但是幼儿的安全意识部分较为薄

弱。

（二）性别和年龄影响幼儿安全素养水平。

在性别上，男女生安全素养和安全知识存在差异，男生的安

全素养和安全知识得分要高于女生。在年龄上，不同年龄段的幼

儿在安全素养、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上存在差异，且 5-6

岁幼儿各项得分均高于 4-5 岁幼儿。

五、研究建议

（一）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安全教育活动 

幼儿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奠基阶段，同时也是培养安全素养

的黄金时期。因此，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设置安全教育活

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需深入了解每个幼儿的认知能力、

运动能力以及情绪情感等，以此为基础来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

确保活动内容的适宜性和针对性。其次，针对不同幼儿的身心发

展特点，设定明确、具体的活动目标，同时注重活动的可操作性

和体验性，让幼儿能够亲身参与、实际操作，从而加深对安全知

识的理解。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应考虑到幼儿的年龄差异，随

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内容的复杂性和深度也应相应提升。最后，

采用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如游戏、故事等，以吸引幼儿的注

意力，激发他们对安全知识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安全

素养。

（二）利用多种教育方式提升幼儿安全素养水平

幼儿安全素养的提升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包括日常教育

渗透法、环境教育法、游戏活动法以及借助儿歌和多媒体等手段。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安全教育至关重要，确保安全教育能够

渗透到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创设一个充满安全氛围的教

育环境，让幼儿在无形中接受熏陶，从而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

此外，通过组织安全主题的游戏活动，如消防演习等，让幼儿在

游戏中亲身体验安全的重要性，并学会应对危险。同时，利用儿

歌和多媒体等直观且丰富的教育工具，以趣味性和生活性相结合

的方式，向幼儿展示安全知识，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这些方法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幼儿安全素养的全面提升。

（三）家庭、幼儿园和社会三方合作共促幼儿健康成长

提升幼儿的安全素养并非仅仅是家庭、幼儿园或社会单方面

的责任，而是需要这三者携手合作，形成强大的合力，以共同推

动幼儿安全素养的提升。为此，幼儿园应当积极开展安全讲座活

动，带领幼儿参与实地演练，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自救知识。同

时，幼儿教师应当时刻树立安全意识，将安全教育融入幼儿的日

常生活之中，通过组织安全教育主题活动，使幼儿在愉快的氛围

中掌握安全知识。这些安全教育活动应当与各个领域的教学活动

有机结合，以实现教育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在家庭层面，父母也

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与幼儿园形成教育合力。

社会方面，博物馆、消防部门以及各种公共场所的安全标识等都

可以成为幼儿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总的来说，幼儿园应当持续

不懈地推进安全教育，家庭教育则应当具体而持久，同时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以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共同促进幼儿安全素养的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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