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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竞争中，现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降低，

孩子因为和家长吵架而跑出家门，学生因为学业上的压

力而自杀，因为没有正确的应对挫折而导致的恶性事件。

近年来，也出现过几起惨案，而主人公便是挫折的牺牲

品。2017 年二月，一位即将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四

学生，由于找工作压力太大，在自己的寝室上吊；2018

年九月上旬，一位来自洛阳的 10 岁孩子由于承受不住暑

期作业的压力，选择了跳楼。一个 17 岁的男孩在 2019 年

四月十七日晚因为他被怀疑和同班同学打架，被他的妈

妈责备，他下了车，从桥上一跃而下…那些还没有完全

开放的生命之花，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挫折与失败，

在一些微小的挫折和失望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当代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抗挫力都比较弱。

所以，如何培养幼儿的挫折感，引导其正确地面对挫折，

提高其心理素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马斯洛夫曾

说：“完全不受挫折、痛苦是十分危险的”一个人要想成

为一个强者，就必须接受挫折的忍耐，这样，孩子就会

从适当的挫折中获益，变得更加强大。对孩子进行挫折

教育有何意义？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1　概念界定

“关于挫折教育的概念，学术界对其界定不一。就受

挫教育的目标而言，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挫折教育是

以一般人对象，特别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为目标。在挫

折教育的目标上，有的学者把挫折教育看作是一项“培

养幼儿克服困难、消除挫折能力的教育活动”；有的学

者则把挫折教育的目标定位为“让幼儿正确地认识挫折、

防范挫折、正视挫折、增强挫折抗争能力”；有的学者

则提出“引导受教育者正确地理解挫折，辩证地看待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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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把失败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吸取正面的养分，为

最后的成功做好准备。挫折教育是指在挫折教育中，培

养幼儿的心理素质和意志，从而使其对挫折环境的正确

理解，从而逐渐提高对挫折的抵抗力。

由于学者们对挫折教育的界定不尽相同，因此，对

儿童挫折教育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如朱学

云、阎海燕、吕开河）都认为，要充分利用和创造某些

环境条件，提出问题，让他们在挫折和挫折中学会尝试，

勇于克服困难，勇于客服挫折，培养孩子敢于经手挫折

的习惯。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幼儿逐渐脱离对环境的依赖，

培养适应环境和承受挫折的能力。

李晨教授指出：“幼儿挫折教育就是在孩子的人生

与学习中，自觉地运用各种挫折情境，藉由引导与协助，

让孩子正确地面对挫折，并采取积极的对策，以提高其

面对挫折的忍耐力，从而提高其心理品质与个性的培

养”。笔者比较赞同学者李晨的看法。

在对幼儿挫折教育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幼儿

挫折教育的概念，即教育者在幼儿生活、游戏、同伴交

往中，发现各种挫折，并主动地利用幼儿目前的困境和

挫折状况，把握教育机遇，注意解决问题和克服挫折，

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关怀，是一种让孩子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从挫折中得到信心和成就感，从而提高孩

子的心理素质和意志的养成。

2　学前教育中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性

2.1 时代发展要求幼儿园开展好挫折教育

21 世纪以来，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我们要走的不是

一条康庄大路，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 所以，为应对艰

难和挑战作好充分的准备是很重要的。幼儿是祖国的花

朵，是未来的希望。在进行学前教育阶段，应当将挫折

教育融入其中。不但能使孩子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也

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祖国的兴旺发达作出自己

的贡献。

2.2 在培育幼儿心理素质时需要进行挫折教育

当人们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时，家长们在孩子身上

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他们常常对孩子百般呵护，害怕他

们受伤或者遭受痛苦，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却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幼儿身心状况与精神世界的跟进。

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幼儿的心理、意志都比较脆弱，

很难适应以后的小学、社会生活，从而阻碍了他们的长

远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实施教育时，充分

利用其效能，使之真正体现其内涵与重要意义，使之真

正发挥其教育价值。

2.3 要想取得成功就离不开挫折教育

我们经常说：“没有风雨，焉能见彩虹？”可见，要

取得最终的胜利，必然要经过许多的磨难和挫折。在实

施学前教育时，恰当地进行挫折教育，不但可以让儿童

在挫折中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可以提高他们在挫折面

前的自信心和勇气，为将来的成功和美好的未来铺平道

路。

3　幼儿挫折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学校幼儿挫折教育的缺失

幼儿挫折教育是以科学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根据幼

儿的身体和精神发育的规律，运用和创造各种情景，让

幼儿在遇到困难时变得坚强、勇敢、勇敢，并以此来增

强其对挫折的忍耐力，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并在成

长的过程中，对各种情绪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幼儿

挫折教育培养的能力即为幼儿的挫折抵抗能力。儿童的

抗挫折能力是指儿童对挫折的承受、抵抗和解决挫折的

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是孩子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如今

教育理念不断变化，中国的儿童大都是父母、祖父母和

祖父母溺爱的心肝宝贝。当幼儿在学校里被人欺负时，

他们的父母都会跑到学校里来争论。父母过分地保护子

女，导致了学校对幼儿的管理十分消极。为避免父母对

此提出疑问，学校一般都会对幼儿进行保护，以防在校

园内出现意外。教师主动为幼儿解决问题。这样做虽然

从某种意义上行来讲有利于幼儿的发展，但同时也剥夺

了他们锻炼自己的意志，导致他们步入社会后常常不知

所措。

3.2 家庭幼儿的挫折教育的忽视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没有一个母亲会不喜欢自

己的子女。爱对于一个健康的家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位家长都有同样的伟大和无私的爱，但是每一位家

长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有些父母严厉地

教导子女，有些父母对子女有求必应，在遇到困难时给

予帮助。事实证明，前者的儿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要强

于后者。爱子女是家长的天性，但怎样去关爱子女却是

最好的？

蔡元元在《袁世藩》一书中曾说过：“人之有子，多

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态其所求，态其所为，无故叫

号，不知禁止，而罪以保母，陵栋同辈，不知约。而以

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则日小未可责，日渐日渍，养成

其恶，此父母爱之过也。及其年龄渐长，爱心渐疏，微

有庇失，逐成憎怒，撅其小庇，以为大恶，如遇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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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饰巧辞，历历陈数，断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

实无他罪。此父母妄憎之过也……子幼必待以严，子壮

无薄其爱。”可见，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宠爱，会让孩子变

得傲慢、自大、胆小、缺乏自信。古代的人尚且明白这

个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还没有完全明白。由于目前家中

仅有一、二个子女，因此家中的老人会对他们进行妥善

的照料，以防他们受伤，更别说是挫折教育了。所以，

家长过分溺爱子女，就像给孩子的甜蜜“毒药”。

4　完善幼儿挫折教育的对策

4.1 重视榜样作用

幼儿的思维是具体形象化的。他们喜欢用特殊的语

言和动作来模仿某个人物。由于儿童具有非常强大的模

仿能力，他们可以迅速地模仿出某个人物的语言和动作。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选取具有教育性、实践性的

典型事例，对孩子进行榜样教育，孩子就能在榜样的影

响下，养成良好的人格。

4.1.1 家长榜样

不同的家庭环境会给儿童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家

长对子女的影响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由于家长

的素质参差不齐，并非每个家长都能对子女进行良好的

教育。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家长要做好榜样，要积极

地对待生活，要勇于面对挫折，要积极地对待人生，要

用乐观的态度去影响孩子，营造一种良好的家庭氛围，

培养孩子的耐挫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是家长和

小孩能够共同完成的。比如说要想让孩子每天早起跑步，

只有家长自身先克服困难做到，才会有说服力；再如学

习上，家长可以在睡前设置一定时间进行阅读，并带领

幼儿一起阅读数据，在他们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家长

可以与他们一起查阅资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这样

的方式提高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1.2 教师榜样

幼儿园教育能够有效地解决家庭教育中的缺陷。父

母们普遍反应：他们的子女在家中谁也不听，没人管得

了。但是，一旦上了幼儿园，他们就得更乖了，特别听

教师的话。这也是幼儿园集体教学的一大优点。幼儿园

老师是儿童心目中的权威。所以，老师的话语和行为都

具有权威性，是孩子们模仿的典范。这就需要教师不断

提升自己的能力，树立起一个好的学习榜样。挫折教育

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是一个被别人所影

响的过程。儿童具有良好的观察、模仿和记忆的能力。

老师的言行、对待挫折的态度、道德品质等都会对儿童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如果老师本身有足够的抗

挫折能力，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那么，挫

折教育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4.1.3 同伴榜样

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很强，模仿对象越生动，越典型，

他们越容易被影响。实践证明，同龄人群体有发展的作

用，即幼儿在同伴的交往和协作中，逐步建立起学习和

竞争的环境。这个天然的事例更容易对孩子产生影响。

因此，父母和教师还可以通过同伴的例子来教导他们有

关挫折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他们不能进行横向的对比，

不要拿他人的优势和自己劣势放在一起对比。这种做法

不仅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还会使他们产生嫉妒，

甚至痛恨自己的同伴，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不利。所以，

父母和教师应该鼓励幼儿向榜样学习，并对他们进行正

确的引导，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提高自己。

4.2 掌握好挫折教育的“度”

4.2.1 家长

幼儿的挫折教育，最关键的是要让他们亲身去做，

亲自参与。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习惯于把所有事情都

大包大揽，让他们错过很多人生挫折的机会。父母要对

儿童进行全方位的挫折教育，并给予正面的引导。

儿童对挫折的抵抗能力存在“最近发展区域”。若家

长在进行挫折教育情境创设时，处于最近发展区内，“孩

子们在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下，会发展出抵抗挫折的能

力。反之，如果家长给孩子的挫折教育在最近发展区之

外，那么他们就需要家长的保护与协助。因此，父母要

掌握挫折情景的困难程度，就必须与儿童的年龄特征、

身心发展特征相适应，否则，不但无法增强儿童的抗挫

力，而且还会挫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4.2.2 教师

“挫折教育”是一种以失败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形式。

所以，在幼儿园开展“挫折教育”的科学、系统的主题

活动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榜样熏陶、情景剧、小组讨论

等方式，使幼儿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挫折。另外，主题活

动的内容也不要过于复杂或者过于简单。过于困难会使

儿童缺乏运动的动力。过于简单并不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好处，反而很容易助长他们的骄傲心理。因此，在开展

“挫折教育”主题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心理和

身体的承受力，并在保障幼儿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挫折教育”。

4.2.3 密切家园合作

在目前的幼儿园条件下，一位老师要同时应付十几

个甚至几十个幼儿。老师要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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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然后根据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这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幼儿园只能做到普遍性的挫折教育。

父母与子女朝夕相处。父母对儿童的状况最了解，在因

材施教上有先天的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幼儿的缺陷。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经常与父母保持紧密的联系，

并与父母进行及时的交流，利用自己的思想、内容、教

育方法来获取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促进挫折教育的

顺利进行。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父母要充分认识到挫折教育对儿童的健

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正确理解基础上，对幼儿进行

系统的挫折教育。首先，父母要与教师及时交流，了解

他们在家里的表现，认同他们的早期挫折教育思想，最

大程度的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

如何进行早期挫折教育。在幼儿与家长的共同努力下，

孩子们的抗挫力会得到提升，从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

迎接将来的人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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