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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时期，儿童的心

理健康教育是否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儿童的心理是否能

够获得良好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幼儿产生

了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如果可以对其进行及时的

介入，并进行有效的解决，这将对幼儿的身心与心理健

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幼儿健康

稳定的情绪、良好情感和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唯有身体和精神健康和谐、相互协调，才可以构建起一

个完整的、健全的人格，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训练幼儿良

好的社会适应性。幼儿教育工作者、家长应当重视幼儿

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幼儿园的五大

领域、一日生活以及家庭教育中，保护幼儿的心理健康。

身为家长和老师，要为幼儿在幼儿园的活动中和在家里

的生活中，为幼儿提供更多的乐趣，培养幼儿的语言能

力、社会交往能力、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智慧等，逐

渐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对于幼儿未来的发展很重要，

让幼儿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困难。

一、幼儿常见心理问题

1. 社会行为心理问题

幼儿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比

如：争斗、争吵、说谎、嫉妒、以强欺弱、恶作剧、破

坏行为、偷窃等。在这种不良的社会行为下，反映出来

的一个心理问题，就是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常常表现

为过分的自私自利，因此就认为其他幼儿都应当让着自

己，一有矛盾就会出现争斗、吵架的现象。除此之外，

幼儿无法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幼儿还会表现出对

进入幼儿园的抵触情绪，因此幼儿就会持续地用谎言来

反抗幼儿园的生活，通过恶作剧、破坏等行为，来破坏

幼儿园内部的关系，破坏园内环境等。

2. 情绪性格心理问题

现在的幼儿大都生活在 4+2+1 的家庭模式中，其情

感性格和心理特点主要有：任性、自私、固执、娇气、

胆怯、退缩、易哭泣、懒惰、自卑、过分敏感、过度幻

想等。对于这些情感人格方面的心理问题，一般都是因

人而异的，所以，幼儿园应该积极地对幼儿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与辅导，促进幼儿的和谐、健康地发展。

3. 生活行为心理问题

幼儿在家里受到许多人的照料，幼儿都是被宠在掌

心的宝贝，因此幼儿的生活习惯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

当老师想要矫正一个小孩的生活方式时，他会产生强烈

的抵触情绪。归根结底，就是幼儿的反抗意识，被宠坏

了，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认错。

二、重视幼儿心理问题与健康教育的意义

幼儿心理健康是学前教育阶段人格塑造与发展的内

在依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

幼儿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反之，若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则会使儿童的发展受到限制，严重时还可能造成人格缺

陷，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目前，各个幼儿园的幼儿在心

理健康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是抗打

击能力弱，承受不住打击，稍有不满就会哭天喊地；第

二，缺少交际能力，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对于大多数

幼儿来说，在家做什么事情都是自我的，可是到了群体

活动中，幼儿却要考虑到别的幼儿的喜好和观点，尤其

是独生子女的增多，使得很多幼儿与外界的接触减少，

导致了幼儿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混乱，正如我国著名的心

理学家丁瓒教授所说：“人的心理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适

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人的精神疾病，很大程度

上都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所以，身为幼儿园教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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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更加关注幼儿的心理问题。

三、影响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分析

1. 家庭环境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的生活质

量得到了提升，这让父母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通常是

对孩子的要求听之任之，一味地去满足幼儿的愿望和要

求。但是如果家长在对自己孩子展开教育的时候，并不

能按照科学的方式进行教育，孩子很可能会养成以自我

为中心，娇生惯养等不良习惯呢，并不利于幼儿的健康

成长。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家长因为自己的情感问题，

常常会产生吵闹的情况，对于孩子的感受全然不顾，有

的还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打骂行为。这些情况都会对幼

儿在成长中的安全感的建立产生巨大影响，会让幼儿

在生活中缺少对他人的信任，不能树立良好的自信心，

心理比较脆弱，这样会样严重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全

面发展。

2. 学校环境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

幼儿节点与青少年阶段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与认同

感，是影响幼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在

当前的幼儿园教学中，因为一些老师对幼儿心理健康的

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幼儿不能以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专业素质来进行教育。此外，其在对幼儿进行教育

时，所持的是不耐烦的教学态度，所使用的是不合理的

教育方法，因此，在幼儿园中，幼儿没有得到足够的关

爱与保护，这就会导致幼儿很难得到完全的安全感和自

信心。在幼儿的生活当中，如果幼儿没有高度的安全感，

就会导致幼儿无法很好地适应外部环境，从而对幼儿的

身体和心理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家长们对幼儿过

分的宠爱，导致幼儿很难适应这个集体的环境，幼儿不

懂得如何与其他的伙伴们相处。如果老师们没有能够发

现幼儿在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可以通过一些有

针对性的方法来指导幼儿，这样就会让幼儿在融入群体

的时候感到一种无力的感觉，这对幼儿的身心健康都是

不利的，同样也会对以影响幼儿综合素质。

四、提升学前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1. 开展分享教育

在幼儿园中实施“共享”教育是改善幼儿社交行为

和心理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我们要教给幼儿如何进

行友善的交流，以及如何使用客气的语言，比如：“我们

可以在一块玩耍吗？”“我们可以交换吗？”，然后，我

们要让幼儿自己去面对问题，去应对与伙伴的冲突。其

次，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适合于共享教学的游戏。比如，

让数名学生依次进行拉扯小球的比赛，体会到只有数名

学生共同协作，才能更好的完成比赛。此外，老师还可

以运用一些带有象征性的标志，例如五角星，小红花等，

增加幼儿共享回应的可能性。因此，共享教育在中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施对于个人，对于国家，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分享

教育的效果是显著的，老师要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分享，

并乐于与人分享，这对幼儿未来健康个性的形成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影响。

2. 应用积极的教育方法

幼儿园老师能运用正面的教学方式，给予幼儿适当

的指导与指导。因为学前儿童还处在幼儿阶段，幼儿的

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不够强大，所以在对幼儿进

行指导时，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

指导教育时，主要表现为：身体语言的丰富，面部表情

的夸张，在幼儿园老师使用了积极的教学方式之后，幼

儿就会对老师所要传达的东西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

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提高教学的指导性，促进幼儿的健

康心理的构建。

在对儿童进行导向教育时，应注意其个性塑造的完

整性。当幼儿做了错事，老师可以故作认真，让幼儿知

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当幼儿做对了事情，幼儿园老师

要适时地进行称赞和鼓励，让幼儿明白这种行为是对的。

同时，还应帮助幼儿建立自信，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

此外，在教学中，幼儿教师要让幼儿学会管理自己的情

绪，比如，当出现吵架、争吵时，要耐心地聆听幼儿解

释，然后及时告诉幼儿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促进

幼儿形成良好的判断能力 [8]。

幼儿教师在为幼儿进行引导教育时，可以创造一个

逻辑情境，要保证逻辑情境的简洁性，不要过于困难，

然后让幼儿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适当的选择。同时，在

进行抉择的过程中，老师要对幼儿进行积极的指导，既

要指导幼儿作出正确的抉择，又要为幼儿实现自己的目

标创造机会，以提高幼儿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幼儿园

老师还可以设计出一些带有一定思维和逻辑的游戏，并

在游戏中布置简单的陷阱，以此来提高游戏的逻辑思维

性和娱乐性。当幼儿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幼儿园老师不能直接给幼儿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反，要

采用循序渐进、不断引导的方式，来激发幼儿的思维。

这样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幼儿的参与性，而且当幼儿

在顺利地完成了问题的问题之后，幼儿的成就感也会比

较高，这样有利于幼儿形成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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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积极的语言和行为

一般而言，孩子们在进入幼儿园的时间相对较久，

在此期间，儿童与成人最多的交往对象就是教师，并且

儿童往往会模仿成人的言行举止，以更好地理解成人对

自己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老师要承担起自己

的职责，要意识到自己的言谈举止会对幼儿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用更多的正面话语和行动去感染幼儿。教师要

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让自

己的消极情绪影响到儿童。只有这样，幼儿在教师的引

导下，才会有更好的心情。教师应注重运用言语，调动

幼儿的学习热情。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幼儿想要学习了

解什么，教师会在确保幼儿安全的情况下，鼓励幼儿进

行探索。自然，教师也会对幼儿表现良好的方面多加关

注，认识到其所具备的优势，并针对其当前所具备的良

好的特点，采用激励式的教学方法，从而让幼儿在这种

教学形式的指导下，拥有比较积极的情感，拥有较好的

自信心，使其能够更好的展现自己，更有动力去学习。

4. 高度关注幼儿心理健康问题

每一个人都应当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幼儿园

要加强对幼儿的心理健康的认识，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

到幼儿的生活中去，根据幼儿的生长状况，来设计合适

的教学活动，运用合适的教学方式，让幼儿在身心两方

面都得到很好的发展。此外，幼儿园还应当为幼儿营造

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绘画，剪纸，拼图等一些简单

的小游戏来为幼儿带来快乐，让幼儿在快乐中体验到快

乐。同时，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也能使幼儿的情绪一

直很好。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完善的外部设施，更要为

幼儿营造良好的内部管理环境，让幼儿可以快乐地学习，

快乐地长大。要想开展好一段时间的心理健康教育，必

须要有一位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因此，可以在幼儿园

配备一位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另外，对现有教师进行

适当的培养，为其提供到国外进修的机会，提高其心理

咨询水平。不断的探究与研究，能够让老师更好的了解

幼儿的思维，发现幼儿所面对的问题，并提供有针对性

的指导。

5. 提高师资队伍建设

幼儿园应建立科学的教育观，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

做好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儿童的心理健

康作用。在对幼儿园的硬件设施进行改进的过程中，要

持续强化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幼儿的心理

健康教育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发展，为幼儿今后的

生活和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幼儿园要加强对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监管和科学指导，多组织开展关于幼儿心理

健康教育的教学经验分享、交流研讨等活动，并定期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素质提升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入脑入心，提高教师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的认知。要注重幼儿园师资力量的培养，将幼

儿的心理健康工作列入幼儿园园园本班，除了对五大领

域的专业知识进行强化训练外，还应提高老师和幼儿园

管理者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素养，通过培训，提升幼

师的责任意识、丰富专业素养，让幼儿在日常的工作中

贯彻心理健康工作。幼儿园也可以引进专业的心理健康

教师，丰富师资力量，积极推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常

态化，达到为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保驾护航的目的。

五、结论

幼儿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

要，把幼儿常见的心理教育问题作为切入点，积极地思

考并研究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对教学观念不断创新，及

时改进教学方式，把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到幼儿园

的各项工作之中，让幼儿的身心得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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