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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挫能力，是一种面对困难和逆境时依然能够淡然处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调节能力。幼儿抗挫能力的发展呈先

快后慢的特点，幼儿在 3-4 岁时期，其抗挫能力发展速度最快，这一时期是培养幼儿抗挫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因此，要把握住关键期的

优势特点，对幼儿实施适宜的挫折教育，以促进幼儿抗挫能力的发展，关键期一旦错过难以弥补。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幼儿抗挫能力

培养困境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幼儿抗挫能力的教育策略，希望能够用系统教育的方式帮助新生代的幼儿增强心理素质，提高抗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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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未来的成长道路中，他们会面对诸多困难，如果抗挫

折能力方面较弱，就可能会导致幼儿的自卑和消极情绪化，这也

会成为幼儿成长道路上最大的敌人。因此为了让幼儿在成长过程

中这种有个好的未来的发展，好的前程，我们要从小开始就培养

我们的幼儿要积极主动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和困难，

也可以自己独立自主承担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养成具有良

好的抗挫折能力的意志品质。

一、幼儿在抗挫能力差中表现出的问题

（一）消极情绪对待问题

消极情绪，它是指人对世界反应形式消极的表现，在某种具

体行为中，由多种影响而产生的不利于你完成任务或者情感，其

与积极情绪相对。消极情绪包括：忧愁、悲伤、愤怒、紧张、焦虑、

痛苦、恐惧、憎恨等。消极情绪的产生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

产生的原因：对“应激源”产生的反应；在工作、学习或生活中

遭受了挫折；受到了他人的挖苦或讽刺；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等。

但大部分原因是抗挫能力较差与自卑导致。

（二）好胜心强

生活中，输掉游戏、比赛没拿到好的名次、考试考砸，都是很

正常的现象。放眼人生，也不可能总是平坦顺遂，挫折和失败无法

避免。适当的好胜心，会让幼儿充满动力、积极进取，成为更优秀

的自己。但好胜心太强，只想赢，输不起，则会对幼儿的成长有害。

自尊心较强，好胜心强，好面子，承受不了失败。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曾说：“阴暗心理的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折磨他的不仅是自己

本身的失败和挫折，还有别人耀眼的成功。”喜欢攀比、嫉妒不但

不利于幼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会削弱幼儿幸福和快乐的体验。

输不起的幼儿，心理脆弱，不能正确看待挫折的积极意义，在面对

挫折和失败时会产生许多负面情绪，容易失去信心、一蹶不振；在

面对挑战时，也更容易退缩，因此可能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

（三）逃避问题

有很多幼儿会把“没意思”挂在嘴边，其实也是抗挫折能力不

足的表现。从不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从不分析失败的原因。逃避

问题可以带来短暂的舒适和安全。幼儿之所以在遇到问题时选择逃

避，是因为逃避可以给其带来短暂的舒适和安全感，导致幼儿就假

装这个问题没有发生，等着问题被自动解决或者其他人帮忙解决。

（四）轻言放弃，

容易放弃遇到一点困难就愁眉苦脸，不是想找大人帮忙就是

想放弃，或怨天尤人。幼儿为什么在遭遇困难、困境的时候特别

容易归咎自己、轻言放弃呢？这就不得不提心理学研究里面一个

常见的名词——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由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

曼于 1967 年提出是指人或者动物因为不可控事件，而不断遭受失

败，从而产生自己一切都无能为力，陷入一种无助无望、没有自

信心的心理状态。

二、导致幼儿抗挫能力较差的原因

（一）幼儿的人格

人格分为气质类型与性格两部分，其中气质类型是先天的特

质，由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格林提出的四

种气质类型为代表，其中包含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抑郁质，

四种类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气质特征，不同的气质类型也呈现出

不同的抗挫能力水平。性格则是后天形式，是由个体实践经历形

成的具有个人特性的、相对稳定的个人特征，它也呈现了挫折能

力水平的差异。幼儿自身人格是影响幼儿抗挫能力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对不同性格幼儿活动时的观察与对比中发现，人格内倾，

相对胆小的幼儿遇到挫折较多且抗挫能力比较弱，通常表现为情

绪不稳定，哭闹，急躁与逃避等，而那些性格活泼开朗，热情积

极的幼儿则会主动大胆的请求老师帮忙，如果遇到老师的忽略便

会更大声的呼唤老师等待老师的帮助或将自己尝试克服挫折。

（二）幼儿的语言能力

从简单的事中可以发现，沟通能力较强的幼儿往往遇到的挫

折比较少，这些幼儿与老师沟通交流请求老师帮忙也可以得到及

时且有效的帮助，其抗挫能力也比较强。而那些不愿意沟通或是

沟通能力比较差的幼儿仿佛处于封闭状态，不与成人、老师或同

伴沟通，当他们遇到挫折时，通常会产生消极的情绪，同样也不

会得到成人或同伴及时的帮助，一次次的经历后被打击其自信心

与自尊心，因此此类幼儿抗挫能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下被削弱。良

好的沟通能力是幼儿健康成长与身心成长不可缺少的因素，也是

幼儿抗挫能力的重要因素。

（三）环境的影响

环境是对幼儿抗挫能力的影响因素。人生活于环境之中，环境

影响着幼儿的发展，为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条件。环境分为家庭

环境和学校环境，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为幼儿营造的环

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幼儿。大部分的家长可以为幼儿营造出良好的

发展挫折能力的环境，其幼儿抗挫能力将强于其他幼儿。离开家庭，

幼儿接触最多的就是幼儿园。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是社会化的第一

站、没有父母陪伴的环境、一个没有自己熟悉事物的环境，一般情

况下幼儿会感到孤独、害怕……除此之外，幼儿需要在这个陌生的

环境中脱离父母帮助独立自主生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开父母

难以适应幼儿园环境，往往会遇到很多挫折。面对挫折与陌生、没

有安全感的环境，幼儿更是焦虑、想父母，面对遇到的挫折幼儿更

多的是害怕与无助。所以环境也是影响幼儿抗挫能力的一部分。

（四）家庭教养方式

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幼儿的影响潜移默化甚是

巨大的，有些父母总是以幼儿为中心，以保护幼儿为原则，以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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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快乐为宗旨。也这是在这种教养方式下使得幼儿更容易产生

挫折，不能面对挫折解决问题。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家长对幼儿适

当的爱，面对幼儿的无理的要求。家长更多的是交流与指导。面

对幼儿摔倒这一问题，家长更多的是鼓励幼儿自己站起来，面对

幼儿的日常生活，家长逐步培养幼儿独立生活能力，自己穿衣服，

自己进餐，培养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等。由此，科学的家庭教养

方式下的幼儿所遇挫折少，抗挫能力也比较强。

三、幼儿抗挫能力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幼儿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健康的心理对幼儿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心

理健康发展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内容更多是需要社会交往、

积极情感和自我认知等多方面来促成的。幼儿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或

不适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与行为都很好地诠释出，抗挫能力强，

幼儿适应环境的时间就短；抗挫方法多，幼儿就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抗挫范围广，幼儿的兴趣与需要就会受到很好地保护。

（二）促进幼儿潜在能力的发展

在正常的现实生活中，人总有一些潜能在一些非常的情况下

被激发出来。当幼儿遭受一定的挫折时，潜能就会迸发出来，产

生出人意料的结果。幼儿在发现自己的能力和作用的同时，能够

提高自信心，改善行为，激发探究精神的意志品质，以及勇于挑

战挫折和困难的决心。

（三）促进幼儿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幼儿在生活与学习中经历的挫折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

幼儿正确面对社会环境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在幼儿期开展抗挫

能力培养，可以缓解其面临社会遇到的障碍困难，帮助其运用较

好的心理来提升对社会的适应，从而具备较好的应对方法和适应

能力，对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四、提高抗挫能力在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树立良好的榜样，积极迎接挑战

幼儿具有模仿性，父母与教师为幼儿树立正确的榜样，依靠

榜样的力量引导幼儿向前发展。面对挫折，教师与父母都要以积

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以坚强的意志品质与稳定的情绪应对挫折，

通过示范幼儿模仿良好的行为以增强幼儿的抗挫能力。幼儿的思

维模式具有具体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他们喜欢模仿特定形象的

说话方式和行为。因为幼儿模仿学习能力很强，他们能非常快很

好地模仿具体而生动的言语和行为方式。因此，只要我们选择一

些具有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典型实际案例，对幼儿进行榜样教育。

幼儿会被榜样感染，从而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品质。

积极主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用乐观积极的情绪感染

幼儿。老师与家长应积极努力营造具有良好品质的家庭之风，让

幼儿在耳濡目染当中学会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发生的

事情。例如学习方面，每天定时间一起看书，做游戏，如果看书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做游戏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幼儿一

起查阅资料，一起想办法，动手尝试，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进而

达到了培养幼儿自主面对困难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创设挫折情境，提供抗挫锻炼机会

进行户外体育活动，培养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利用家庭劳

动日，提高动手操作能力；设置“小障碍”，提高幼儿心理承受

力。幼儿作为学前教育的主体，对于其抗挫能力的培养幼儿园与

家长等要以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为基础，对幼儿进行适宜的教育教

学活动即挫折教育。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多样的教育

教学活动应以培养幼儿抗挫能力发展为前提，如组织游戏和专门

的教学活动，将挫折教育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之中。在游戏活动

中要有目的地为幼儿设置障碍，引导幼儿排解障碍，体验游戏过

程中的挫折，通过愉快的游戏活动使幼儿形成对挫折的正确认识，

让幼儿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挫折，主动寻找解决挫折的方法，

克服挫折并积累经验。通过专门的挫折教育，提高幼儿对挫折的

认识与理解，挫折并不可怕，通过一步步的引导使幼儿加深对克

服挫折的认识，学会勇敢面对挫折，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和正确

处理问题，在克服挫折的过程中逐渐成长。

增强幼儿的抗挫能力要让幼儿投身于实践，感知与体验挫折

情境。我们生活的大自然中存在很多有关挫折和抗挫能力的事物，

如蜘蛛织网、大风中的小树苗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流浪猫狗等。

通过接触自然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幼儿可直接感知生活中受挫的事

物，从而学习与领会其精神。生活的事物都会遇到挫折，但需要

抵抗挫折，勇敢沉着的面对挫折，承受挫折才能健康成长，生活

的事物如此，幼儿亦是如此。当幼儿遇到挫折时，我们该做的不

是急忙上前帮助，而是让幼儿先自己尝试解决，通过幼儿自己解

决问题应对挫折获取经验而一步步成长。给幼儿锻炼的机会，培

养幼儿承受挫折的勇气。

（三）提高幼儿自主性，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大多数中国幼儿的弱点在于缺乏自主性和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在于父母对幼儿一切生活的安排和包办代替，

这使幼儿缺乏自信和一定的能力，从而使幼儿失去自我实践的机

会。例如，如果一个幼儿摔倒了，如果不严重，我们应该鼓励他

自己站起来，而不是匆忙地跑过去扶起来；如果幼儿想要一样东西，

应当鼓励她自己去拿，而不是直接递在幼儿手中；家长也应该教

给幼儿自己穿衣服，不能使幼儿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让幼儿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一定的阻碍和挫折，培养幼儿逐步独

立面对挫折的能力。

许多家长认为，对于心理承受力差的幼儿应当给予特别保护，

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幼儿的健康发展。因此，家长应该正确看待

挫折的教育价值，将其视为磨炼意志、增强适应力的方法。幼儿

在生活中不可能不遇到一定的挫折，为了让幼儿在日后的生活中

少受点苦，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应该给幼儿锻炼的机会，

让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适当受苦，培养他们承受挫折的勇气和能力。

五、结语

生活中处处都有挫折，而幼儿抗挫能力的发展是其健康发展

的重要组成。幼儿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期，幼儿抗挫能力的发

展是其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目前，通过研究发现，幼儿抗挫能

力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幼儿性格、生活经验、沟通能力等，

幼儿抗挫能力发展并不如意，我们要针对不同幼儿采取科学合理

的方法给予幼儿指导与引导，促进其抗挫能力的发展。幼儿抗挫

能力的培养是长期、耐心指导的过程，需要将挫折教育长期渗透

于幼儿的生活和活动中。幼儿的抗挫能力是其健康身心的构成，

而幼儿健康的身心发展不仅涉及家庭、幼儿园、社区等。因此，

从幼儿本身出发，多方面的力量相互支持共同培育幼儿，我们的

幼儿一定健全发展，拥有良好的身心素质，逐步提高抗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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