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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培养策略研究
王之英

（山东省邹城市张庄镇中心幼儿园，山东 邹城 273507）

摘要：自信心是幼儿判断自己能否有能力完成某项活动的自我认同感，儿童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自信心对其成长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幼儿良好的自我认同感可以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使教育事业事半功倍。因此教师要借助平时的教学活动、学校活动，并联合

家庭教育，帮助幼儿进行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让幼儿拥有敢于尝试的勇气、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其自信心。因此本文

针对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培养的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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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正处于成长阶段，各种思想价值尚未完全建立，多数幼

儿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出现自信心不足、畏惧参与集体活动、不

敢尝试新鲜事物等情况，其主要原因有很多，如自身原因、家庭

教育存在不足、幼儿园教育存在问题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有可

能影响幼儿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教师要从优化教学环境、建立

同伴友谊、抗挫折心理教学等方面入手，提升幼儿自信心。

一、幼儿自信心培养的意义

（一）有助于提升独立思维能力

自信心可以提升幼儿独立思维能力。幼儿的年龄较小，多

数幼儿的判断事物能力较弱，进入幼儿园之前幼儿的各项事宜

大多由家长判断与选择，甚至有些已经被家长全权包揽，这就

导致幼儿在遇到集体活动或新鲜事物时容易出现判断不清晰、

畏惧等心理。自信心的建立可以帮助幼儿克服这一心理，提升

其独立思维能力，从而帮助幼儿提高学习能力，更好地接受新

鲜事物、新知识。

（二）有助于提升抗挫折能力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多数幼儿备受家中长辈的宠爱，

在家庭中提出的各种物质要求基本都能满足，当幼儿离开自己熟

悉的庇护环境，进入到陌生环境的时候，幼儿普遍会出现孤独、

畏惧的心理状态，经过一段的适应会很快融入新环境。但其中有

些幼儿长时间不能适应到陌生环境中，甚至出现自卑心理，不敢

参与集体活动，甚至出现抵触外界新事物的情况。出现此类情况

大多数是由于幼儿自信心较为不足、抗挫折能力较差，在遇到各

种难题时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可以帮助幼

儿面对各种问题时即使不能有效解决，也能勇敢面对，建立健全

心理素质。

（三）有助于形成良好性格

自信心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良好的性格有可能对幼

儿的一生起到积极作用。自信心往往会伴随乐观、积极的心态，

不管是幼儿同伴还是大人，都更愿意和自信、乐观的人相处、交往，

而被同伴接纳与鼓励是促进自信心形成的有效途径，以此形成良

性循环，久而久之幼儿可以形成良好的性格。

二、幼儿自信心的影响因素

（一）生理因素

幼儿处于自我评价意识萌芽阶段，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

情感等都会影响其对自己的评价，如聪明、乐观、活泼等正面积

极的评价语有助于帮助幼儿建立起健全的心理与自信心，而幼儿

自身具有身体缺陷、生理疾病或接受的大多数是负面的评价等情

况时，往往会对其良好自信心的建立造成很大程度影响。

（二）环境因素

幼儿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环境与学校环境。家庭是培养幼儿自

信心的第一场所，其家庭结构、家庭人际关系、家庭的教育观念与

教育方式都可以影响幼儿的心理健康，有些家长对幼儿的行为期望

值不高，对幼儿的实际能力缺少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容易导致幼儿

轻视自己，难以挑战新事物、新知识。有些家庭对幼儿的教育态度

欠佳，幼儿自信心发展受限。因此，良好的家庭教育态度与教育类

型是幼儿建立自信心的有效支撑与基础。幼儿的学校环境大多由幼

教人员与同伴建立，幼教人员的鼓励、同伴人员的和谐相处等都可

以优化幼儿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在学校环境构建中要注重对幼儿

行为的关注，建立起利于幼儿发展的评价机制。

三、幼儿自信心培养的策略

（一）创建生活情境，营造自信氛围

幼儿在接受课程教育之前获取的大多数知识都是来源于生活，

其最为熟悉与最常接触的就是生活场景，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

幼儿可以自由发展思维，有助于更好地培养自信心。因此，幼儿

教师要探索生活范例，并将其融入到教学活动中，为幼儿营造自

信氛围。

例如，在主题活动“你是我的好朋友”中，教师要引导幼儿

知道好朋友之间要友好相处、相互帮助。首先考虑到幼儿喜爱听

故事的特点，我便为幼儿讲述了“猴哥哥和猴弟弟”的故事，主

要内容是他们每天一起上学、做游戏，有好东西会一起分享，遇

到困难会互相帮助的故事。接着询问幼儿几个问题如“猴哥哥和

猴弟弟平时是怎么在一起的？”“好朋友之间除了玩耍还可以干

什么？”接着将故事引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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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一起完成“整理玩具”的游戏，“教室里的玩具很乱，想

要请你找一个好朋友一起来分分类，你们愿意吗？你想要邀请谁

和你一起完成呢？”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好朋友扭纽扣、抬轿子

等游戏，让幼儿体验和朋友相互帮助的快乐，进而可以收获越来

越多的朋友。此教学环节可以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的友情，让幼

儿明白合作学习、互帮互助的重要性，帮助幼儿融入到幼儿园环境，

进而最大限度提升其自信心。

（二）关注幼儿行为，给予正面评价

幼儿教师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为帮助幼儿建立良

好的自信心，教师要多关注幼儿行为，合理使用教学语言，多给

予正面评价。一方面，教师要针对不同性格的孩子给予不同类型

的评价，如性格外向、表达欲望强的孩子，教师要给予表扬与赞美；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进行实践类活动，在活动中对幼儿的

某些行为给予针对性强、正确的正面评价，通过对幼儿行为与学

习的指导，可以促进幼儿自信心的提升，同时提升其实践能力。

例如，在教学活动“我的妈妈”中，由于幼儿大都喜欢看动画片，

对其中的人物关系较为熟悉，我便想到以动画片角色开展活动。

首先引导幼儿帮助动画片角色找妈妈，“有几位小朋友想来幼儿

园上课，但来的路上不小心和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该怎么办？”

幼儿回答：“帮他们找妈妈。”我：“让我们观看 PPT，他是谁，

他的妈妈在哪里？”很多幼儿能够回答出：“是大耳朵图图，他

的妈妈瘦瘦的。”接着引导幼儿：“对了，你知道你们的妈妈长

什么样子吗？”有的幼儿回答：“我妈妈和图图的妈妈一样，瘦

瘦的，头发长长的。”这时便对该幼儿给予肯定与鼓励：“说的

很好，看来你对自己的妈妈很了解，还有哪位小朋友能够说出自

己妈妈的样子吗？”对于描述错误的幼儿，如自己妈妈是短头发

却说成了长头发，也不要急于否定，要用温和的语气引导他思考，

如：“你的妈妈是不是最近换了发型呢？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再

回忆一下妈妈是什么发型。 ”在教师的引导与鼓励下，每个幼儿

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不仅可以让幼儿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还可以

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感受妈妈对自己的爱。

（三）结合挫折教学，强化幼儿自信

多数幼儿在面对困难、失败时经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缺少

抵抗挫折、勇于挑战的能力，利用挫折教学可以加强幼儿对困境

的适应能力，有助于提升自身能力与自信心。因此，教师可以在

教学活动中融入挫折类教学，了解挫折与成功的关系，让幼儿学

会正面困难、挑战困难，进而不断总结经验，增强自信心。

例如，在“换牙我不怕”教学中，换牙是每个孩子不可避免

的情况，教师要引导幼儿勇敢面对，从心理上战胜换牙的惧怕情绪。

首先我带领幼儿观看书籍《毛毛换牙》，并欣赏同名儿歌。欣赏

完毕后询问幼儿：“毛毛开始换牙了，换牙怕不怕？为什么要换牙？

换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看看哪位小朋友开始换牙了？”引导幼

儿互相观察同伴的牙齿，并邀请正在换牙的幼儿讲讲自己的感受，

讲述完毕后告知幼儿换牙的相关小知识。接着引导幼儿讨论如何

保护牙齿：“如果恒牙坏掉了就再也长不出新牙了，那该有多难

受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牙齿，你们有什么可以保护牙齿的

好办法吗？”让幼儿自由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出幼儿的提议。在

此过程中，幼儿不知不觉中被科普牙齿小知识，逐渐从对“换牙

的恐惧”转移到“如何应对换牙、保护牙齿”上，帮助幼儿克服

换牙恐惧情绪的同时，还能提升幼儿的知识水平。

（四）尊重幼儿个性，激发个体潜能

虽然幼儿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心理观念，

但大多数幼儿已经有自己独特的想法，针对这一情况，教师要尊

重幼儿的个性，激发幼儿个体开发出更多的潜能与创造思维。在

此过程中，教师要避免全盘否定幼儿的行为或思想，这样会引起

幼儿自身个性减弱，甚至不敢自我发展、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在

思想与行为上出现问题。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幼儿，对负面个

体情况给予及时引导，让其发现自身问题并自我改进，对积极个体、

优异个体要及时给予认可，促进幼儿个性发展，确保幼儿处于自由、

快乐的氛围中，以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信心是幼儿在进行自我评价机制中，对情感的

倾向意识，其强弱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幼儿的行为习惯，

对待事物的态度。幼儿正处于接受教育的初期，教师可以利用幼

儿这一特点为其建立有助于自信心发展的教学氛围，通过多种活

动促进幼儿形成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帮助其建立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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