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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的培养探讨 
◆木月华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长水幼儿园  674100） 

 
摘要：信心是一个人前进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在思维思考中，还是在活

动参与中，只有充满信心，才能够更加热情的进行互动，独立的展开思

考，形成个性化的思维意识，获得自我能力的不断提高。幼儿阶段他们

缺乏信心，面对事物均较为好奇，但又在陌生环境中难以敢于尝试，此

时教师应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帮助幼儿建立信心，让幼儿大胆的学习和

互动，当幼儿充满信心的情况下，幼儿相应的教育寓教于乐的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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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幼儿的年龄下，因此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强烈的需要
得到家长与教师的认可，获得鼓励与奖励，幼儿教育中，应关注
对幼儿自信心的培养，从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让幼儿在日常的
学习和生活中，树立参与的自信意识，在自信心的基础上，能够
逐步的突破自我，激发幼儿内心自我展示的渴望，让幼儿的潜能
得到发挥。 

1.给予幼儿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幼儿在年幼时十分期待能够得到家长或者教师的认可，教师

的一句话，看似不经意的夸奖，都很可能让幼儿在心中萌芽自信
的想法，想要进一步的展开有关的问题探索，启蒙幼儿更加热情
的进行知识互动，幼儿在幼儿园活动中会自然的对自己进行评
价，与其他幼儿相比较，不同幼儿之间的优势不同，此时幼儿很
容易在一些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出现自我否定心理，这就需要教师
及时的对幼儿进行鼓励，避免幼儿对自己的盲目认知，如：在体
育活动中，参与体育游戏，有的幼儿运动中肢体不够协调，总是
比别人慢半拍，在反应能力的测试上，幼儿的表现也不如人意，
但发现幼儿在参与中都十分认真，还能够在游戏中适当的谦让，
避免去碰到其他的同伴，教师夸赞幼儿善良，并在之后的游戏中，
让幼儿来组织团队进行作战，幼儿能够照顾到大家的感受，虽然
在游戏中表现的较为落后，但游戏中进行团队小组的划分等，幼
儿就做的很好，在教师的鼓励下，幼儿发现虽然自己不能更好的
给团队争取分数，但能够帮助其他幼儿更好的发挥自己，心理上
也十分满足。当幼儿受到了鼓励与肯定，并能够在教师创建的活
动中，成为其中不可替代的一份子，能够展示自己的长处，他们
往往就能够建立起较强的信心，此时教师再加以引导，让幼儿结
合自己的不足去学习，幼儿的进步很快。 

2.为水平不一的幼儿创设成功的机会  
虽然都是幼儿时期，但是每个孩子的发展水平及认知能力是

不同的。当然发展水平高、认知能力较强的孩子相对自信心就比
较强，反而言之自信心就比较薄弱。所以，教师应该充分了解每
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创造合理的成功机遇。比方说在进行
体育教育的时候，可以根据他们自身的认知水平设置难易程度不
一样的体育活动目标，让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增强自信心。  

3.热爱尊重幼儿，应用暗示法引导幼儿  
教师对于幼儿的教育，首先要做的第一点是要有一颗热爱孩

子的心，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幼儿的角度增强他们自信心的培养。
在进行课堂教学中，有同学在教师说话的时候做一些小动作，根
本不理会教师说什么，这个时候教师不能够直接批评他，因为幼
儿也是"要面子"的，教师可以通过暗示的方法来引导幼儿听课，
比如提问该幼儿旁边的孩子，在提问过后提出表扬，在表扬的时
候可以适当看一眼他，这样幼儿会也想要通过教师表扬的方式而
认真听讲了。随后找机会再表扬这个幼儿，这样效果更佳。  

4.运用文学作品，帮助幼儿树立只要不懈地努力就会获得成
功的信念  

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利用讲故事来消除孩子胆怯、害羞
等心理障碍。树立只要不懈努力就会获得成功的信心是很有效的
方法。当然自信心的形成不是讲一两个故事能做到的，所以除了
选用教材中的一些故事、儿歌外，教师可以经常创编或选用一些
幼儿读物中的故事、童话，如《小黄莺唱歌》、《勇敢的孩子》等

讲给幼儿。孩子们欣赏故事的过程中，体验到成功的乐趣，从而
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每个幼儿在发展中都会碰到很多看起来不能
完成的任务，能不能战胜这些困难，取得胜利，是幼儿自信心强
弱的重要表现。所以，这种运用编写故事，为孩子创设不同难易
程度的问题或者故事情节，让幼儿自己应用自己的知识库及相关
经验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进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5.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探索、尝试，获得成功  
平时，教师除了为幼儿故意创设成功的机会外，还应引导幼

儿积极主动地探索，取得成功。如在游戏《玩报纸》中为了尽量
避免单一的机械模仿，让幼儿在比较轻松自由的气氛中探索和尝
试，我启发鼓励幼儿去发现、创造各种玩法，孩子们想出各种饶
有童趣的玩法。如：跳方块，做纸棍，让它贴在胸前跑、折成纸
飞机飞、揉成纸球投掷，当孩子们经过反复练习，终于用看似简
单的报纸玩出许多不简单的花样时，个个面露成功的喜悦，他们
从亲自体验中逐步认识自己，从积极探索尝试中获得成功。这种
成功的体验带给孩子的自信，将扩展到其它领域，使他们身心各
个方面得到和谐发展。  

6.调整教育期望值，培养幼儿自信心  
幼儿教师与家长对于幼儿的期望，是幼儿衡量自身能力的一

种标准。一般来讲，幼儿的成功率高，他们的自信心就会高。幼
儿事事失败，事事达不到老师与家长的要求，他们的自信心就会
削弱，自信心难以树立。受生理与心理条件的影响，幼儿的抗击
打能力低于成人。在对幼儿的自信心进行培养时，幼儿教师要先
对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进行分析，根据幼儿的能力水准对其提出要
求，让幼儿通过努力达到期待。拔苗助长的行为绝对不能发生，
偏离幼儿的正确成长轨道，提出过高的标准，会让幼儿心理受挫。
因此，调整对于每一个幼儿的期待值，是一项较复杂的工程。符
合幼儿实际情况的期待，才能让幼儿的成功率提高，促进幼儿自
信心的增强。  

7.提高幼儿受挫能力，培养幼儿自信心  
在成长的过程中，幼儿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与失败。引导幼

儿正确理解与面对成长中的困难与失败，是培养其自信心的重要
环节。提高幼儿的受挫能力，让幼儿学会镇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困
难。一些幼儿用不好筷子，会在吃饭的时候大吵大闹，教师要引
导幼儿冷静练习，当幼儿成功时，肯定他的努力与付出，让幼儿
学会补偿。增强幼儿的心理承受能力，让他们学会挽回自己的过
错，让幼儿逐渐成长起来。在幼儿犯错时，教师不要一味地指责，
引导他们补偿，不能一犯错就感觉天塌下来。在嬉戏中幼儿会不
经意地推搡、误伤小伙伴，教师要引导幼儿认识自己的错误，通
过道歉弥补，让幼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可以自己解决，增强自信
心。  

结语： 
自信心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催化剂，对于幼儿一生都有

较大的影响。幼儿时期，是孩子们学习技能、了解社会的重要时
期。幼儿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幼儿自信心的培养，给幼儿成功的体
验，利用丰富的方法促进幼儿自信心的树立，让幼儿成为幼儿园
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让其建立积极良好的心态，从而健康快乐地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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