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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整儿童”视角下的社会情感体验活动
沈张婷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铜川 727031）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时至今日坚持在幼儿教育

中全面贯彻培养“完整儿童”的核心目标。并根据幼儿的实际情

况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全面促进幼儿的综合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而情感体验活动则是一种有效满足幼儿情感需要的学习形式，充

分发挥情感体验活动的重要作用，促进幼儿的社会情感、社会认

知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结合。本文主要围绕基于“完整儿童”视角

下的社会情感体验活动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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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儿童”主要指的是和谐平衡全面发展的儿童，是通过

结合儿童的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儿童自身、社会

性和情感性等方面的整合性发展。在幼儿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坚

持以培养“完整儿童”为幼儿教育目标，从幼儿的身体素质和社

会情感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合理的措施促进幼儿的体智德美劳

全面发展。

一、情感体验活动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具体影响

情感体验活动是一种在幼儿社会教育中使用的学习方式，主

要是引导学习者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获取丰富的情感经验，并

与其他小伙伴在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学会扬长补短和互帮互

助，将所获得社会认知转化为自主性的社会认知，通过实践情况

可知，情感体验活动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有利于促进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

社会学习的最大特点在于潜移默化，尤其关于幼儿的社会态

度和社会情感主要是在实际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逐渐积累的经验而

形成的。简单地说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过程中，会与周边环境以

及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社会情感体验活动能够给幼儿的发

展和潜力提供合适的平台与环境。

在开展情感体验活动的时候需要从幼儿的实际生活着手，依

据幼儿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合理创设生活情景，或者根据学生

的个人意愿和兴趣爱好开展合理的体验游戏，充分激发幼儿的情

感体验，引导幼儿在参与社会情感体验活动的过程中认真体会喜

怒哀乐等情绪，以此促进幼儿社会情感的良好发展。

（二）有利于提高幼儿的社会认知能力

社会情感体验活动强调的是通过结合幼儿个性行为和心理特

点创设合理的情境，并开展活跃开放的体验游戏，采取一定的措

施不断提高幼儿的活动参与性，以及调动幼儿的活动积极性和主

动性，在与小伙伴之间进行互动沟通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更多的

社会知识，通过相互分享和共同解决问题有利于培养提升幼儿的

综合能力。由幼儿主动性地参与学习，使其能够专注于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并且还能取得良好的学

习效果，以及有效提升幼儿的社会认知能力。

（三）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行为的内化

情感体验活动是一种新型的学习形式，通过情感体验活动能

够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 毕竟情感体验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并使幼儿的社会性生活贴近实际生活，能够更好地帮助幼儿走向

社会，以及使其能够拥有丰富的机会试图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如此有效营造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使幼儿能够更深

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知识，以及有效促进幼儿社会知识运用能

力的不断提高，更好地表达社会情感，同时也对幼儿的社会行为

进行了全面良好的训练。幼儿在与周围环境和实际生活相互作用

中能够体验到一定的社会情感，并将其形成动力，将所获得的社

会认知在内化的作用下形成自觉性的社会行为，从表面逐渐向本

质进行转化的过程中，情感体验在其中充分发挥了作为催化剂的

重要作用。

二、基于“完整儿童”视角下的社会情感体验活动的实施措

施

（一）合理设置活动目标

首先作为教师需要对幼儿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进行详细的

了解与掌握，并从社会教育的认知以及社会行为取向着手，合理

设置情感体验活动目标，根据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来看，不仅

看重人才的专业知识能力，还对人才的社会知识和社会行为技巧

较为看重，因此在幼儿阶段则需要重视幼儿的社会学习情况，引

导幼儿学习和掌握丰富的社会知识，以及帮助幼儿掌握丰富的社

会行为技巧。

在幼儿的社会性学习中需要充分体现出社会情感的培养目标，

作为教师在设计情感体验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幼儿的

理解、接受和思维等能力，并在进行活动设计的时候需要提高幼

儿的感官参与性，以及必须让幼儿主动积极地进行体验的综合和

实践活动，依据社会认知要求精心设计社会情感体验活动，如此

才能有效满足幼儿的社会性学习需求。

通过引导幼儿参加良好的情感体验活动，并营造活跃热烈的

活动氛围，有效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并在情绪情感

的支配下积极参与到活动过程中，不仅使幼儿学习和掌握一定的

社会知识，还使幼儿的社会行为得到了良好的锻炼，并在社会情

感的体验下成为幼儿努力学习的潜在动力。

例如根据社会教育实际需求和幼儿的具体情况合理制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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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第一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情感体验活动，使幼儿能够体

会到帮助有需要的人自己也会感到十分快乐；

第二，通过情感体验活动的有效实践，萌发幼儿关心社会、

友爱他人的情感，进而有效培养幼儿关爱他人和无私奉献的美好

精神；

第三，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和身体素质隔科学开展游戏练习

活动，培养幼儿养成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

第四，通过让幼儿参加情感体验活动，并在参加活动的过程

中使幼儿清楚知道排队或是按照秩序走才是解决拥挤混乱的良好

方法，其中需要给幼儿详细讲解在实际生活中哪些地方容易发生

拥挤混乱现象，以及需要按照秩序走或是排队走的具体情况，如

在超市需要跟随家长排队付账等，使幼儿能够养成良好的社会行

为习惯，以及使其能够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则，从而有助于为

幼儿今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合理选择符合幼儿情况的活动内容

根据有关要求和标准明确指出社会教育内容应当贴近幼儿的

实际生活，并在选择活动内容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幼儿的能力水

平和发展需求，在设计情感体验活动的时候，应当科学创设生动

真实的生活情境或是游戏情境，如此才能让幼儿真正在该情境中

产生身临其境地感觉，使幼儿深入投入情境中，与情境中的人物、

情节等进行相互作用，由此可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情感促进

幼儿的社会性学习，使得幼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感体验活动

过程中。

例如以“帮助别人最快乐”为活动主题，引导幼儿学习帮助

他人解决困难问题，使幼儿能够感受到帮助他人是一种十分自豪

快乐的事情。通过指导幼儿参加“排队与拥挤”的体验游戏，使

幼儿能够深刻体会到遵守社会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

可以在幼儿阶段就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对幼儿之

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通过开展“特别的礼物”体验活动，给幼儿群体提供自由发

挥和行动的空间与环境，使幼儿之间相互送出甜甜的微笑和轻轻

的拥抱，并引导幼儿学习赞美这些可贵的无形礼物，从而有利于

振动幼儿的心灵，使幼儿能够明白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帮助幼

儿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

（三）组织塑造完整人格的情感体验活动

基于“完整儿童”视角下需要结合幼儿的综合情况合理开展

情感体验活动，其中作为教师需要清楚知道培养“完整儿童”是

塑造幼儿完整人格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幼儿和谐平衡全面发展

的核心保障，完整人格素质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儿童“全面”“和

谐”的发展，因此需要在开展塑造完整人格的情感体验活动的过

程中全面考虑到幼儿社会情感、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步

以及发展。社会情感体验活动的过程主要是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

知识进行相互作用以及提升的循环过程，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和幼儿的发展需求合理组织情感体验活动。

1. 结合幼儿个性行为和心理特征创设合理的体验场

首先从幼儿的兴趣爱好和行为特征着手创设良好的体验场，

并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到该情景中，使幼儿能够自然进入该场景角

色并进行扮演，深刻感受到进行情境状态下产生的情感反映，使

幼儿能够体验到喜怒哀乐等情感，进而有效丰富幼儿的情感经验。

所谓的活动场景主要指的是情感体验活动场所的设计和布置，如

幼儿座位的摆放、活动流程的进行等。

例如在开展体验活动《帮助别人最快乐》的时候，教师可以

组织幼儿群体一起布置活动场所，将其布置成一个小公园，并让

大班的学生在小公园各处扮演需要帮助的路人，然后指导幼儿逛

小公园，在遇到需要帮助的路人时，教师可以鼓励幼儿主动去帮

助这些路人。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有效促进体验活动的有序开展，

还能使幼儿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活动过程中，以及有利于培养幼儿

形成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

2. 在参加情感体验活动中引导幼儿充分体验情感

首先通过开展良好的情感体验活动，有利于吸引幼儿的注意

力，使得幼儿在参加体验活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情感认同，

进而形成了幼儿进行深度体验的动力和欲望。

这时作为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者和合作者的重要作

用，为幼儿创设情感支持的体验环境，并根据幼儿的个性特征和

心理特点合理营造安全与开放的情感心理氛围，当幼儿在遇到认

知能力与情感需要出现冲突问题时，教师应当及时给予帮助和支

持，使幼儿能够产生更具丰富的情感经验，并在情感的支配下对

活动对象进行深刻的感知，从而有助于获得丰富的社会知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情感体验活动是一种关注幼儿和谐平衡全面

发展，并引导幼儿进行自主学习和思考的学习方式。通过基于“完

整儿童”视角下社会情感体验活动的有效实践，有助于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以及有效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

系。作为教师需要充分认识社会性发展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起到

的重要性，社会性发展对幼儿的和谐平衡全面发展有着直接性的

影响，需要依据相关要求和标准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促进儿童

的社会情感吧、社会认知和社会和谐的相互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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