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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
李燕平

（南京市理工大学附属幼儿园，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不断发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教师要做好研究与分析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满足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发

展需求，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本文针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和改善策略开展研究，提出相关的实施措施，为教师的教育

活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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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真正

意义上让儿童形成独立健全的品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从幼儿培养

起。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更是重中之重，如何让儿童从小就树

立正确的价值意识，养成强大的意志品质，成为了儿童教育必须

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由此，教师必须要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加以关注，分析儿

童的心理状态，寻找恰当解决儿童心理发育问题的方法策略，做

好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一、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

（一）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不足

当前，一部分教师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存在不足，这是

造成心理健康教育实效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一方面轻视

心理健康教育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把握不

准确，教学活动缺乏科学性。导致无论站在何种层面，都不能忽

视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儿童的性格特征、年龄特点、形成

健全的人格修养，作为教育工作者，一些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其重

要意义，并没有把儿童的心理健康重视起来，难以达到现代化教

学目的，严重影响学生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

（二）家庭环境因素造成儿童心理问题

在社会经济发达的今天，有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是父母的宝贝疙瘩，家人们的溺爱和无条件的满足，孩子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要什么得什么，使孩子从心理到思想上为所欲为、

自我骄纵，这是在成长路上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导致孩子观念

偏离、是非不分，容易走上极端。

有很多家长为了忙于工作不能长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留给

上一辈的老人带孩子，这样的孩子缺少父母的关怀和陪伴，失去

了爱的光圈，难以体会父母带来的宠溺和幸福感。

即便有很多家长是每天陪伴孩子左右，只是满足于孩子衣食

住行，满足他们提出的任何需求，严重忽视儿童心理上的问题。

所以，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家庭或学校单方面努力就能改善的，而

是需要家庭与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一）游戏融入实践活动，开展生命教育

想要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生命教育，从小对生命产生敬畏，

热爱生命需要让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对生命的发展规律形成

科学的认识。这时我们可以采取养殖昆虫或者手工制作的方法，

帮助儿童在这些过程当中对生命的成长形成深刻印象。

如：教师组织儿童寻找一个种植的器皿，准备好一些土壤，

将土壤放到器皿当中，再寻找一颗花的种子，将种子埋在土壤当中，

教师和儿童共同讨论如何照顾植物成长，观察植物生长记。

之后每天引导儿童观察、照顾植物，发现由一颗小种子慢慢

发芽长出枝叶、开花、结果整个生长过程。教师抓住契机引导儿

童感知发现成长的秘密。

儿童就像是这一朵花和果实一样，也是一点一滴地成长为成

年人。现在的你就像是这颗还没冒出土壤的种子，还需要父母的

呵护和关怀，最终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和果实。一日生活皆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在身边的点滴中。

如：做垃圾分类的小主人，从自身做起，为环保贡献自己的

力量。在生活当中，通过情景故事视频引导儿童观察了解垃圾分

类对于我们美好生活的意义和作用，引导儿童要从自身做起，不

乱丢垃圾，将垃圾分类放置，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做城市环保

小主人。

（二）游戏渗入课堂，培养儿童合作精神

儿童处在心智快速发展阶段，不仅在集体活动时在成长进步，

在生活中也不断获取对世界的认识。教师应启发儿童如何在生活

中运用游戏形式，不断获取知识，快速成长进步。

新时代社会环境下，教育体系对儿童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要求教师必须从儿童阶段开始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而合

作精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儿童多为独生子女，没有兄

弟姐妹，这就导致儿童在意识中缺乏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的概念，

从而不利于合作精神的培养。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儿童人文素养在这一方面

的缺乏，运用游戏策略，在游戏中，培养儿童的人文素养，促进

儿童的心理健康。

如：在《我是中国娃》主题中，如何建构雄伟壮观的《北京

天安门》，这个活动需要儿童合理分工合作完成。教师引导儿童

迁移已有经验说说《天安门》建筑的外形特征，通过欣赏图片，

儿童观察研究发现雄伟壮观的《北京天安门》是由三层构成的，

独特的飞檐的建筑风格激发儿童建构的兴趣。儿童自由分组，小

组探索研究构思搭建的方法和步骤，合理分工与同伴专注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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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

合作建构中互相分享、互相交流积木的多种操作可能，也在

尝试用多种辅助材料组建天安门的三层城楼，在围合、对称技能

方面儿童与同伴多次尝试探索合作搭建，最终成功地构建了一座

雄伟壮观的《北京天安门》，脸上漏出成功的喜悦。

（三）结合主题活动，运用多种策略引导儿童自我管理情绪

儿童到了大班，其情绪、情感越来越丰富。对情绪、情感自

我控制能力也有了提高，但情绪、情感仍有外露性，不像小班、

中班那么容易变化。

多数儿童能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知道引起自己某种情绪的

原因，仍然也会出现个别儿童情绪不稳定性和冲动的现象，经常

与同伴发生冲突。

在其中，情绪管理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让儿童学

会情绪自我管理，这也是心理健康教育当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教师要允许儿童表达自己的情绪，并给与适当的引导；在儿

童发脾气时不硬压制，等平静后告诉他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发现儿童不高兴时，主动询问情况，帮助儿童合理排解不良的情绪。

为了达到目的，教师可以结合主题活动，把情绪管理教育渗透在

一日生活课程个各环节。

首先在集体活动中，教师设置趣味表情 “变变变”的游戏导

入主题，展示多种表情图片策略，激发幼儿试着跟着图片展示的

表情内容进行模仿。引导儿童模仿不同的表情，回忆平时最常见

的情绪，迁移已有经验为下面活动中的基本情绪做铺垫。

接下来，教师利用播放《头脑特工队》动漫视频策略，引导

幼儿了解喜、怒、哀、乐等基本的情绪，之后为幼儿讲解不同情

绪所代表的不同心情。

最后，教师采用绘本欣赏《我的情绪小怪兽》，在绘本当中

小怪兽身上不同的颜色来试着解释小怪兽的情绪。在这一环节当

中，幼儿会十分有兴趣参与活动，大胆地表达自己对情绪的认识。

引导儿童如何调节情绪，师幼共同交流： “生活中不可能一

直是开心的，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呢？知道哪些

可用的释放情绪方法吗？让我们一起游戏释放情绪吧！”

教师和幼儿一起玩打倒“害怕保龄球”、赶跑“烦恼的小猪”

吹走“气泡泡”的游戏，将害怕、烦恼、生气等多种情绪隐喻为

游戏当中的道具，鼓励幼儿将这些负面情绪赶跑、打倒，释放不

良情绪，做情绪的主人。

师幼一起对不同情绪的认知进行总结，引导幼儿学会保持积

极乐观的情绪，如果遇到不开心事，要想办法排解不良情绪，管

理好自己的不同情绪，学做情绪小主人，让自己变得开心快乐。

（四）文娱活动，陶冶儿童身心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展开，需要以一些文娱活动来丰富

儿童学习生活，帮助儿童在开心的氛围中实现心理健康成长。儿

童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外界给儿童带来的体验和感受，在

心理健康教育环节，教师可以借助一些能够感染力强的音乐、歌

舞活动，让儿童快乐地哼唱、快乐地跳动，儿童每天都是开心愉

快的心情，心理自然也会跟着阳光快乐起来。

如：教师可以适当地开展一些音乐欣赏、唱歌、集体舞等艺

术活动，儿童可能对于教师所启蒙的内容难以很快掌握，因为害

羞而放不开。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与儿童商讨共同创设创造性游

戏“音乐之声”播放一些儿童熟悉的歌曲、舞蹈的视频，鼓励儿

童看着视频模仿学习。儿童看着精彩的视频内容，也会不自觉地

跟着跳起来舞起来，跟着视频中的歌哼哼起来，这就通过视频激

发了儿童的学习兴趣。

另外，教师在组织集体文娱活动时，也可以用多媒体播放一

些儿童在学习生活中的图片和视频内容，儿童看到自己在学习生

活中的样子会发出愉快的笑容，这就达到了渲染课堂气氛的效果。

儿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也会从玩中学，获得经验、获得满足，

这有助于儿童心理健康成长。通过唱歌、跳舞等文娱活动来实现

情境教学，这就达到了渲染集体活动的气氛的目的，有助于实现

心理健康素质教学效果。这样一来，就可以为儿童创造良好的学

习生活氛围，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发育。

三、探索家园共育模式，借助家庭教育的力量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支持。教师在

幼儿园可以对儿童的学习生活状态进观察记录儿童的行为，但对

于回到家的儿童的管理却显得有些无力。

一部分家长对于儿童的关注侧重于知识技能的培养，对于儿

童的心理发育缺少足够的关心，这就难免导致儿童有时会产生一

些不良情绪和心理，影响身心健康发展。

今后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以家园共育模式为基

础，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发挥家庭在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当中

的作用，从而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教师要主动进行家访，与儿童的父母及时进行沟通联系，建

立教师与家长协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双方及时沟通儿童在日常学

习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和行为特点，主动了解儿童的所思所想，

共同解决儿童的心理问题，引导儿童树立健康的思想品德，拥抱

美好生活。

同时，对于家庭关系问题突出的儿童，教师应该主动了解儿

童的家庭状况，与儿童的家长谈一谈，引导家长要多关心孩子，

家庭问题不应该影响到儿童的成长发展，给儿童更多的关爱，引

导儿童从心理阴影当中走出来，用爱的阳光温暖儿童的内心。

四、结语

总之，教师与家长要深知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儿童

年龄较小，处在人生成长发育的起步阶段，教师必须要呵护好儿

童，帮助儿童快速成长进步，家园互动稳住儿童健康成长的脚步。

教师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教学策略，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解决儿

童成长当中的心理问题，促使儿童实现健康成长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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