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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心理安全教育是幼儿园安全教育中较为重要的构成，是素质教育环

境下的新要求。安全教育通常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理上的安全教育，其

目的是让幼儿身体、生命不受到伤害和威胁；另一方面是心理安全教育，其目的

是让幼儿从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自然、舒服之感，人们常常将其称之

为安全感，所以心理安全教育也称为心理安全感教育。幼儿园教育活动在实施过

程中，大多数教师以及家长关注的都是前者，而对于心理安全感的培养就十分忽

视，其实不然，培养幼儿心理安全感对于幼儿成长以及发展都十分重要。为此，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围绕在幼儿园如何培养幼儿的心理安全感方面展开分析，

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士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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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心理安全教育是幼儿园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教育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生理安全教育，即身体、生命不受到威胁或伤害：二是心理安全教育，

即个体从内心深处对所处的环境感到舒服、自然，没有压迫感。一般情况下我们

可以将这种感觉理解为安全感。通常，教师和家长们都会对前者给予充分的重视，

而对相对隐蔽的心理安全则认识不够，同生理需要一样，心理安全的满足是幼儿

塑造良好性格、取得更高水平成就、达到自我实现的基础。 

1、对幼儿进行心理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 

对幼儿进行心理安全教育，其重要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促进幼

儿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能相互影响，

也能相互作用。只有幼儿的身体健康才有利于心理的健康发展，而心理健康，才



能促使幼儿身体更好的成长。第二，促进幼儿智力发展。如果幼儿有着较大的心

理压力，通常情况下会表现的焦躁不安、情绪低沉，严重影响到智力的发展。通

过实际调查发现，一个心理健康的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处于放松状态，不仅能够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而且还有利于脑补的发育，为今后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

坚实的基础。第三，促进幼儿良好性格的形成。教师引导幼儿之间进行有效的交

流，不仅是幼儿交际能力提高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幼儿走入社会更快的适应社

会提供保障。组织幼儿开展创造性的活动，是增强幼儿情感交流的关键，在活动

中激发幼儿的良好品质。 

2、影响幼儿心理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2.1、幼儿园环境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幼儿园环境对于培养幼儿园心理安全感会造成一定的

影响，若幼儿园环境是无序的，幼儿心理就很容易会因此而产生不安，进而也就

无法实现培养幼儿心理安全感这一目的。无序的环境一方面主要指的是缺少秩序

感的物质环境，比如杂乱无章的幼儿园抑或是班级环境等；另一方面则是指给幼

儿无秩序感的心理环境，例如，情感不和谐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师师关系

等，都会促使幼儿心理缺少安全感，进而也就很难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进行心理

安全感培养。打个比方，若幼儿所处班级环境颜色反差较大、班级布置过多过慢，

就会给人窄小拥挤的感觉，幼儿在学习时很容易产生心神不安、烦躁以及疲劳等

心理，这种状态下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心理安全感培养的目的。 

2.2、教师言语行为 

我带学生去幼儿园实习经常听到或看到幼儿园教师的一些不当用语和行为。

在组织小朋友做游戏时，老师们把小椅子之间连起来，小椅子和小椅子之间留有

一定的距离，小朋友在椅子上迈步行走，锻炼胆量和平衡力。丹丹小朋友较内向、

胆子小，不敢迈大步，停留在椅子的时间较长，小脸憋得通红，紧张不安。老师

们非但不鼓励，还说风凉话：“胆子真小，哎呀，快点！”听到老师的话语，丹

丹小朋友表现愈发紧张。 

2.3、同伴关系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同伴关系好坏也会对培养幼儿园心理安全感造成一定

的影响，不和谐的同伴关系有时会让幼儿不喜欢去幼儿园。打个比方，若幼儿在

幼儿园受到欺负，教师没有及时处理与协调，幼儿就很容易会因此而害怕或者是

畏惧去幼儿园，心理方面也会处于不安、焦虑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用说培

养幼儿心理安全感，就连幼儿园教育活动实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无法顺利展

开。 

3、在幼儿园中有效培养幼儿心理安全感的措施 

3.1、积极的情感关注 

在幼儿安全感培养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积极的情感方面。

首先，在幼儿平时的学习以及生活过程中，教师要懂得用言语积极的鼓励幼儿，

比如说，在幼儿完成家庭作业或者是学习任务时，教师要及时的用语言去鼓励、

夸奖幼儿；其次，运用肢体语言，对幼儿进行积极的关注，让幼儿感受到教师对

他们的关心，自然而然幼儿就会在心理上形成强大的安全感；最后，运用表情对

幼儿进行积极的关注。在课堂或者是游戏过程中，教师一个肯定的微笑或者是鼓

励的眼神，都会极大的满足幼儿心理安全需要。 

3.2、和谐的同伴关系 

为了促使幼儿之间形成和谐的同伴关系，促进幼儿安全感的形成，教师的正

确引导必不可少。比如说，在进行游戏过程中，幼儿性格比较内向，那么教师可

以引导性格开朗的幼儿邀请他们参加游戏。对于幼儿之间发生的矛盾，教师还应

该做好正确的处理。幼儿时期在面对分歧矛盾时，幼儿年龄尚小，不懂的退让，

那么教师就可以针对该种问题，找出引发矛盾的关键，然后给予幼儿恰当的解决

对策。比如，在扮演游戏环节中，有两位幼儿想扮演“爸爸”的角色而发生矛盾，

那么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选择其他的角色，或者是轮流扮演，促使幼儿之间的关

系融洽、缓和。 

3.3、良好的环境 

在幼儿园教育中，要想有效培养幼儿心理安全感，良好的环境可谓是基础与



前提，所以幼儿园教师一定要从安全设施、装饰材料、园舍色彩、环境创设等多

方面，来为幼儿创设出一个良好的活动环境，这对于培养幼儿心理安全感有着良

好的促进作用。幼儿园环境主要有语言、心理以及实物等多方面环境，加强这些

环境的塑造，能够为之后心理安全感培养奠定较为良好的基础，所以教师一定要

提高重视。 

首先，教师可以按照幼儿园教育目的，来为幼儿提供具有启发性、新颖性、

创造性的玩具、材料、物品、设备等等；在布置环境的时候，最好是经常性地进

行替换与补充，这样就能让幼儿园环境变得更加丰富且新奇，从而有效激发幼儿

求知欲与好奇心，让幼儿心理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幼儿心理安全感自然也能

因此而得到提升和培养。例如，对于刚入幼儿园的幼儿，往往是哭着不愿意离开

自己的父母，这时教师就可以为幼儿准备一些色彩鲜艳、安全且又材料轻软的布

娃娃等玩具，在活动室内还可以为幼儿贴上其与自己父母的照片，以此来为幼儿

创设出一个“有爱之家”，这样幼儿情绪就能得到有效缓解，从而为之后心理安

全感培养奠定基础。 

结束语 

总而言之，安全感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幼儿人格完善的基础。但

由于其外显性并不明显，往往被教育者所忽视。幼儿园应充分认识心理安全教育

对于幼儿一生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要时刻努力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

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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