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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于个性化发展下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培养研究
周相静　林渝凡　肖宇萱　李双双 *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摘要：良好的优越感是学前儿童良好个性形成的关键因素之

一，也是其完整人格建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良

好的优越感有利于学前儿童树立自信心，同时也能够帮助学前儿

童建立良好的品质。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法和实地调研法，探寻

影响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形成的原因，以期找寻培养学前儿童良

好优越感的有效策略，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完整人格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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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国家政策法规培养要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不断提

出实施高质量教育的要求，同时对各阶段教育都做出基本的规划。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时代发展下关于

学前儿童培养方面的要求也逐渐由传统的智力培养转变为身心全

面和谐的发展，其中包括学前儿童良好个性和自信的发展。《幼

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出“注重个体差异，要因人施教，引导幼儿

个性健康发展”；《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要增

强并保护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中也提出要增强“四个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

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由此可知，国家高度关注学前儿童“个

性”和“自信”的培养。

（二）社会大众对幼儿个性化培养的内容不全面

由于国家各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学

前儿童的个性化培养。然而，对大量文献及调研的结果进行分析

和整理，发现大众对于学前儿童个性化培养的内容不够全面、完善，

更多集中在发展学前儿童的智力、能力以及艺术素养等的培养，

鲜少有学者研究如何通过良好优越感的建立来促进幼儿健全人格

的形成。因此笔者选取这一角度进行调研和分析，从而丰富个性

化培养的全面性。

（三）学前儿童优越感发展现状

通过深入幼儿园调研和文献梳理与分析发现，学前儿童优越

感发展现状主要呈现为以下四种类型：

1. 优越感过强

优越感过强的学前儿童综合条件在某些方面（如特长、样貌

家庭经济地位、受欢迎程度等）普遍比同龄人更具优势。这类儿

童不仅喜欢在公共场合展现自己的优势，以此来赢得成人和同伴

的认可，同时也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贬低其他儿童，甚至在自己不

擅长的领域通过排挤他人或破坏他人成果来掩饰自己的不足。例

如，在 Y 园中，中班幼儿桐桐在听到幼儿乐乐搭建的积木被夸赞

后 ，将乐乐的积木城堡推倒，并说道：“你搭的积木不好看，我

搭的积木才是最好看的！”桐桐的过度优越感致使她认为自己搭

的积木是最好看的，并破坏他人的成果。

2. 优越感过弱

优越感过弱的学前儿童普遍存在“自己比他人差”的心理，

有一部分受环境因素影响，可能经历过类似校园霸凌事件，在成

长过程中易产生自卑情结，因此羞与同伴进行交往，情绪常处于

低落状态，致使自身的优越感越来越弱。例如：在 X 幼儿园中，

小班幼儿小包性格较软弱，常常遭到其他幼儿的言语霸凌，如“爱

哭鬼”等绰号。小包听到同伴叫自己“爱哭鬼”后，情绪往往更

加低落，不敢与同伴交往，也不敢发泄不良情绪，慢慢也产生认

知偏差，觉得自己就是“爱哭鬼”，从而导致优越感越来越弱。

3. 无明显优越感表现

无明显优越感表现的幼儿主要表现出对其他幼儿的优势或成

果无感，对其他幼儿的缺陷或失败不同情，且在竞技比赛或其他

活动中往往缺乏对成功的渴望和展现自我的意愿。例如，在 Q 幼

儿园中，中班幼儿小武面对小花的不开心没有做出任何的关注表

现，在幼儿园各类比赛活动中也没有任何求胜的欲望，对于他人

获胜也没有任何喜悦表现。

4. 良好优越感

拥有良好优越感的幼儿通常综合表现突出，也可以较好地融

入集体生活。这类幼儿既能够看到他人的优点，又能够对弱于自

己的幼儿给予同情和帮助。同时，他们还能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

自己，不断激励自我。例如：在 C 幼儿园中，大班幼儿小风在面

对同伴的优势时能给予掌声，对于同伴的不足能给予帮助，小风

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优势，也能获得同伴的夸奖。小风能够与同伴

进行良好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良好的优越感。

二、研究儿童良好优越感发展的意义

无论是成年人在社会生存的压力下或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遭

到被蔑视和被贬低时觉，都会产生想要高人一等，抵达更高水平

的欲望，以便获得心理补偿。为了让这种欲望和心理补偿达到良

好平衡的状态，需要个体具有良好的优越感，这对幼儿、家庭、

甚至社会来说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有利于促进幼儿完整人格建立

具备良好优越感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幼儿拥

有良好的优越感，能促使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且良好的展现

自我，建立自信，逐步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发展良好的社会关系，

从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自信的幼儿，能够积极乐观地面

对社交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困难，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

能力能够促进幼儿更好地发展，促进完整人格的建立。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更加温馨

在现代的家庭中，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其孩子在家人的爱

护下长大，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兄弟姐妹或与其他同龄人的

交流互动，许多儿童容易出现自私、不尊重他人等不良优越感行为。

培养孩子良好优越感能够促进其形成良好品格，学会尊老爱幼、

体谅父母，有利于良好家庭关系建立，从而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育人，培育真正的人，培育全面、完整的人。

对于幼儿来说，培养良好优越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进行个体个性化培养的过程当中，通过对个体良好优越感的建

立，完善个体的人格，弘扬人性，充分尊重个体的个性差异，促

进个体身心健康和谐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三、影响幼儿良好优越感形成的原因

优越感指的是蔑视或自负的性质、状态或是自以为高明而蔑

视别人的行为，是一种负面的自我意识，这也是国内多数人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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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大多数人都会思考追求优越感的行为或心

理活动到底是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事实上，从目前的心理

研究中我们不能明确追求优越感是任何意义上的本能，但我们必

须承认它存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这种基础肯定存在于胚胎核心

之中且有一定的发展可能性。人的本性无法忍受长期的屈服与低

下，无论是成年人在社会生存的压力下或是幼儿成长发育的过程

中，都希望自己处于被尊重甚至于高人一等的地位，以此得到心

理满足。

通过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可将优越感的形成归结于学前儿

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学前儿童由于个体自身

发展导致自身优越感发生变化的过程。

（一）当前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说：“不良优越感会伴

随着儿童消极行为而产生。”而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前

社会大多数人对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强，家长对优质教育

的需求不断强化，伴随其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各类机构层出不穷如：

兴趣班机构、启智班机构等。这就导致各类教育问题愈发频出，

幼儿过早出现学习中的竞争意识，进而可能存在为了学习上的进

步而采取不恰当的方式。

（二）教师对学前儿童的态度及方式的影响

教师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引导者，教师

对待幼儿的态度与行为也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幼儿园中存在

着教师对待幼儿态度和方式的差异性。

笔者在对教师进行观察与交流时，发现他们会给予某些幼儿

更多的目光和肢体接触，对这些孩子会给予更多关注与奖励，而

对个别幼儿的态度却存在偏差，较少地给予这些幼儿目光与关注，

出现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和需要的教育态度和方式，与幼儿交流

时出现一些不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在无意的态度和方式中造

成幼儿之间进行炫耀，例如：幼儿会说老师今天夸我很棒，这类

幼儿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处在领导者和指挥者的位置上，容易形

成自我中心性，较少考虑同伴的感受。二是被忽视或被批评的幼

儿会因为教师的态度和受关注更多幼儿的行为产生自卑感，会无

措、迷茫，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使自己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

这时其会寻找解除自己紧张状态的出路，可能会通过“谎言”的

形式使自己愉悦、满足，或是用一种虚假或错位的优越感来麻痹

自己，但这样的麻痹会让自卑感与日俱增。

（三）不良家庭教育影响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形成

1. 家庭的综合实力

在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家庭，父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

济实力，其孩子自出生就具备一定的优越性，拥有比同龄人更多

的物质条件和发展机会。然而父母因为工作而疏忽对孩子的管教，

于是孩子可能会出现为获取父母的关注或同伴的目光而出现炫耀、

以自我为中心等行为，优越感发展逐渐产生偏差。在综合实力较

弱的家庭里，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较低也容易导致孩子因

为生活条件较差或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自卑情结，优越感

降低。

2. 家长对培养孩子良好优越感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在当前社会竞争的压力下，许多家长为

学前儿童报名各种培训班，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

种教育氛围中，家长往往忽略了对孩子心理和情绪的关注，从而

使家长缺乏对孩子良好优越感的培养。例如：近期大热综艺《亲

爱的小课桌》中，小凯的母亲炫耀自己的孩子在寒假自主自愿地

完成了 376 张卷子，且其在学习上十分听话，成绩不需要家长的

担心，面对学习的辛苦也从无怨言。然而这位母亲面对如此乖巧

的小凯也从未有过夸奖，一直以“无夸奖”的方式教育孩子，导

致孩子在心理上出现自卑的状态，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才

导致自身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可和赞赏。当孩子出现了这类不良的

心理状态时，其父母却未能发现孩子的心理已经出现了问题。当

前社会中，常常存在由于许多家长的忽视，没有发现孩子身上的

闪光点，一再以消极的方式教育孩子，而造成了孩子出现各类的

心理问题，不利于幼儿良好个性的形成的案例。小凯的案例是极

具代表性的，在社会中此类现象的存不是单一的，而是许多家庭

中都存在的现象，即家长以消极的方式教育孩子，造成孩子产生

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3. 教养方式影响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形成

在父母“专制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学前儿童往往因为父母

的强势与严厉，导致其在家庭中缺少话语权和自主选择权。此外，

这类父母通常以批评代替表扬，以严格要求代替鼓励，因此这类

儿童更容易产生较弱的优越感。在“溺爱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

学前儿童在家庭中普遍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表现出自私、不考

虑他人感受等不良行为，因此更容易发展成过度的优越感，而在“放

任型”管教方式下的学前儿童会由于父母对其不良行为和学习生

活的忽视，缺乏正确的管教，从而形成不良的优越感。

（四）幼儿自身的气质类型影响良好优越感的形成

气质指的是心理活动表现在强度、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等

方面动力性质的特征。传统的四种气质类型及主要特征分别是：

胆汁质：这类幼儿常表现为精力旺盛、乐于助人、情感的发生迅

速强烈且持久、热情；但是往往也易冲动、好心办坏事、不考虑

后果等。多血质：这类幼儿常表现为活泼好动、乐于动手操作、

热情、爱交际、有同情心，但是往往也容易出现为粗枝大叶、急

躁、忽略细节等。粘液质：这类幼儿表现为沉着冷静、有规律、

埋头苦干、严肃认真、不卑不亢，但也常常出现做事拖拉、古板

等。抑郁质：这类幼儿常表现为敏感、小心谨慎、思考透彻，但

也常表现出为多愁善感、钻牛角尖以及易产生自卑心理等。每一

类气质都具有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若好的方面没有得到发扬，

不好的方面没有得到正确引导，都会影响良好优越感的形成。

1. 胆汁质

具有胆汁质气质的幼儿，常出现意识与行为的不匹配，很容

易受到来自同伴的误解。当幼儿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否定时，容易

产生自我怀疑，在集体中的主动性逐渐减弱，甚至会选择逃避展

示和表达自我，逐渐形成不自信的心理，从而导致优越感过低现象。

例如：在 Y 幼儿园中，中班幼儿小珊，十分乐于助人，和同伴交

往时积极主动，但在观察过程中发现小珊有时会因为过于积极主

动导致同伴不知所措甚至会拒绝，这种情况多次发生后，小珊明

显没有以前积极主动，逐渐开始隐藏自我。

2. 多血质

具有多血质气质的幼儿，常常表现为在集体活动中活泼好动、

动手操作能力强，但却极易忽视同伴的情绪和感受，这类幼儿会

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打击到同伴的自尊心、自信心，降低同伴的优

越感，导致同伴关系相对紧张。但由于自身并无意识，反而能够

从降低同伴优越感的同时自身获得过度的优越感体验，因此，这

类幼儿容易形成过强的优越感。例如：在 Q 幼儿园中，发现小二

班幼儿小羽，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表现

出优越感，会在无意中向较弱的幼儿炫耀自身的优势，同伴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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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疏远她。

3. 粘液质

具有粘液质气质的幼儿，做事常常沉着冷静，但却容易因为

自身的古板和拖拉大多选择放缓自己的脚步，不在集体中主动展

现和表达自我，更不与他人竞争，常常没有明显的优越感表现。

例如：在 C 幼儿园中，大班的幼儿小奇，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

很少与同伴交往，也不爱参与小组活动，朋友少，常常一个人在

群体之外进行独自游戏，极少寻求他人帮助，也不展现自己，对

教师的夸奖也没有表现兴奋的状态。

4. 抑郁质

具有抑郁质气质的幼儿，受周围环境影响大，对周围事物敏

感，常常由于自身过于敏感，对周围的人或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愿与他人交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时会羡慕，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导致自卑愈演愈烈，逐渐形成较低的优越感。例如：在 Q 幼儿园中，

小班幼儿小夕内心敏感，很少敢主动与人交往，但有同伴主动寻

找的时候会有笑容，当同伴离开去寻找他人时，会产生消极情绪，

甚至怀疑是自己做得不对同伴才会离开，导致情绪低落。

四、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的培养策略 

（一）社会群体将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细致化解读

有关学前儿童的政策文件有很多，涉及到各个领域，但是在

一些条例或措施中的表述都比较泛化，不具体，没有细化地从多

角度、多方位去解读学前儿童优越感个性化培养的内容及方法。

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就此方面对于如何让学前儿童能够得到优质

的心理引导、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自然人而制定具体的

政策与措施，尤其在良好优越感培养方面，把内容细化，为幼儿

园与学前教师的工作实施提供方法和指明方向，帮助家长理解正

确的育儿知识，也能够保障学前儿童的有效发展和基本利益。

（二）社会大众加强对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培养的重视

只有当社会大环境能够重视对学前儿童良好优越感的引导和

培养，才能加强社会各阶层对培养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视。因

此社会可以通过加强对儿童优越感培养的宣传力度，联合家庭与

幼儿园，三位一体地开展“线上线下”的宣讲活动，邀请专业人

士开展讲座，解答家长对优越感培养的疑惑以及提供专业化的指

导，最大限度地引起大众的重视，从而促进大众认识到培养学前

儿童良好优越感的重要性。

（三）家长要树立良好优越感培养的意识

1. 树立培养孩子良好优越感的意识

家长应意识到良好优越感对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

儿童的教育观念。具体可以通过谈话或情境创设的形式帮助学前

儿童正确看待自己的优势，培养其谦逊的品质。其次，在生活中

家长需要有意识地抓住时机引导学前儿童去发现和欣赏其他同龄

人的优点，这个引导过程中需要家长站在儿童的思维角度组织语

言委婉表达，可以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发现自己的短处→接受自

己的不足→发现他人长处→欣赏他人的优点→学习他人的优点。

此外，家长需要注意自己的言传身教，避免自身过度优越感而

引起轻视或鄙夷他人的言行举止。可以在孩子面前表达对他人优点

的认可和赞赏，给幼儿树立正确的榜样。在日常生活中也需注意不

要过度夸赞孩子或过度打压孩子，应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满足

幼儿合理需求的同时理性客观地批评教育幼儿错误的行为，同时科

学恰当地表扬幼儿的优点或缺点，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优越感。

2. 建立良性亲子沟通

众所周知，良性沟通是亲子关系建立的桥梁，通过与孩子深

入地沟通交流，家长可以及时了解孩子当下的心理状态和想法，

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优越

感问题，以便培养其良好的优越感。因此，父母应加强与学前儿

童的沟通，并以温和、真诚、平等的方式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以

促进亲子间的良性互动。

3. 建立“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

首先，家长需要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管教方式是否太过

严苛或太过放纵，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是否不够重视，对孩子是否

总是采取消极评价的态度。其次，加强与幼儿教师进行沟通，了

解孩子在园的相关情况，通过咨询专业人士或查阅相关资料，学

会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适当地表扬和鼓励。再者，引导孩子

客观看待自己的优缺点，并帮助其以良好的心态正视自己的优缺

点，与孩子共同探索发扬优点弥补缺点的方法。最后，调整对学

前儿童的管教方式，将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并以平等的心态与之

沟通，以便改善亲子关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养成

良好的个性，建立良好的人格。

（四）教师应平等对待每一位幼儿

教师在学前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学前

儿童的发展需要教师的鼓励、支持和赞扬。因此教师应平等地对

待每一位幼儿，在与幼儿相处的过程中善于观察每一位幼儿的变

化，捕捉其闪光点，引导其能够建立良好的自信心，从而有勇气

在集体活动中积极主动地展现自我，能够与同伴进行良好的社会

交往活动，从而形成良好的优越感，最终帮助其形成良好的个性。

（五）为幼儿创设良好优越感输出的环境

教师要为学前儿童提供良好优越感实践和体验的机会和输出

的环境，在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鼓励学前儿童积极表现自我，且

教师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鼓励、赞扬和引导，帮助其在此过程中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寻找到良好优越感建立的平衡点。

此外，还要引导幼儿充分发挥同伴间榜样作用，促使学前儿

童从同伴良好优越感输出的过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帮

助学前儿童在同伴当中建立起良好优越感的榜样，引导学前儿童

主动观察和学习榜样，获得榜样身上良好的行为和品质。同时鼓

励学前儿童大胆地与人交往，参与集体活动，在集体中大胆地表

达自我，在交流过程中真正感受到榜样的人格魅力，促进学前儿

童形成更好的自我，拥有良好的优越感，从而更好地发展，最终

实现学前儿童的完整人格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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