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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前教育里，陌生的环境、人际关系和系统化学习氛围

是幼儿常出现问题的部分。孩子们从出生开始就受到父母的照

顾。如果脱离父母，孩子们就会感到“危机感”。因为突然

没有父母的帮助后，需要自己适应陌生的环境，自己主动去建

立人际关系。孩子很难接受这种情况，会产生抗拒心理，害羞

和抵触心理，变得容易发火，急躁，这也是孩子们不自信的根

本原因，本文将从以下这三个方面来研究如何在学前教育中树立

儿童的自信感

1 消除依赖性思维，培养儿童独立能力

在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儿童对外界的认识都来自父母。在

参加学前教育之前，孩子的衣食住行都由家长安排。他们穿衣

服吃饭、写作业等等都在父母的陪同下完成。孩子们的独立性

很差。离开父母加入到集体学习的过程中，对孩子来说就像

“白手起家”一样，对父母的习惯性依赖以及自身能力的不足

会给孩子们产生一种紧迫的心理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

好，急于想回到父母身边。教师不能急于讲述教学内容，而是

要着眼于简单的生活常识。例如，如何让给孩子们自己独立完成

一项任务、如何自己穿衣服和简单的生活知识等。先从与学习联

系不大的生活习惯做起，这样可以降低孩子们的抵触意识。必要

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游戏，例如收拾桌椅比赛，生活常识测试等

来削弱教育意识，让孩子在学前的教育环境中逐渐接受快乐的氛

围，习惯一点点培养成，孩子就不会再害怕独立生活了，平时不

做的小事通过这一练习，不难培养自信，对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具

有积极的意义

2 拉近与同学、老师的距离,让儿童有整体意识

在学前的教育中，孩子们缺乏自信的另一个原因是人际关系

必须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建立。在孩子们参加集体生活之前，孩

子们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一起生活的父母以及经常见的朋友们，

或者是一个玩具。在父母的陪同下可以无意识地认识对方。孩子

不需要用语言或行动来沟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进入学前教

育后，教室里的陌生氛围和许多陌生的面孔会让孩子们感到无力，

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这时孩子本能地紧张，自闭，害羞和

语言能力下降，所以孩子们很难开展社交活动，适应集体生活，自

然会产生本能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建议老师先引导孩子，比

如老师先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中介绍名字和年龄的同时，老师

可以让孩子们分享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读书、玩游戏等等。孩

子们有时候往往只要达成一个简单的共识就能很快地融入在一起。

自我介绍后，教师可以较快取得孩子的信任，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要保持温和、慈祥的状态感染孩子，降低抵触意识，成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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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前教育正处于幼儿接触小学正式教育的过渡期，但是在学前教育中，占据大部分的通常是过分依赖父母、敏感、脆
弱的儿童，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时，孩子会出现抗拒、抵触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降低儿童的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
本文重点在研究如何在学前教育中完成对儿童自信心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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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缩短孩子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慢慢适

应集体生活，不排斥与朋友的交流，增强孩子们的信心，提高教

育效果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交往能力，消除自卑心理

教师要注意自己对孩子的言行举止。例如表示赞同，表扬

等，不要随便批评孩子，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孩子犯

了错误时，老师不应该无条件地批评，而是应该多鼓励。这样

才能保护和强化孩子的自信心。每当孩子们成功的时候，都要

表扬和鼓励，用语言和微笑去培养孩子的自信感。其次，要想

消除儿童的自卑感，首先要培养儿童的基本独立能力，平时孩

子缺少创新能力，家长和老师应该一起培养，不要打消孩子们

的积极性。要敢于让孩子自己体验探索，让他们有自己的认

识，学习一定的生存技能和能力。当孩子们受到表扬和表扬

时，他们会对这件事有很好的印象和自信，但是称赞也需要适

当的尺度。盲目的夸奖会让孩子不知道在什么是对错，需要正

面引导孩子的情绪。这一时期孩子们非常敏感，需要细心、耐

心的去教导孩子正确面对自己错误。

研究表明，积极面对挫折在培养自信心起到关键性作用，孩

子们往往是焦虑、担心、缺乏自信。所以可以做一些有挑战性、创

意性的游戏。让孩子培养和发挥自己的自信心和创造性。学会自

己克服困难，也培养了自信和勇气

4 总结

孩子们的自信感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

培养。教师和家长应该共同努力营造共同的自信教育环境和氛围，

家长和教师作为儿童启蒙阶段的重要教育者，作为指导者，在构

建儿童信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明确儿童信心训练的

方向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训练观念，采取科学有效的训练措施，

避免不利因素的干扰，继续加强儿童信心训练，引导他们以积极

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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