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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如何引导幼儿宣泄负面情绪 
◆陈  君 

（平阳县鳌江镇中心幼儿园  浙江温州  325401） 

 
摘要：合理的宣泄是幼儿身心发展中的正常需要和正常现象,成人应该正

确对待幼儿的宣泄。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了情绪宣泄对维护

心理健康的价值。他认为当人有情绪时，讲出一切来，能够减轻精神上

的症状。本文结合日常教育现象,通过转移、情境、隔离等疏导措施引导

幼儿适度地宣泄,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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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把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痛苦等情绪统
称为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有时又称为负面情绪，此类情
绪体验是不积极的，身体也会有不适感，甚至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顺利进行，进而有可能引起身心的伤害。幼儿对个人情绪宣泄的
认识水平和评价水平都不高，还不能合理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而
这种精神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变成精神创伤。因此，帮助幼
儿合理的宣泄，对促进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转移不良情绪 
培养幼儿多方面的兴趣，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各种活

动，广泛地与他人交往，是让幼儿学会情绪宣泄的一种有效的方
法。当幼儿在出现不良的情绪时，教师应该尽快引导幼儿摆脱这
种情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其他活动中去。 

有一次带孩子们玩“揪尾巴”的游戏。我请了 A 来“揪尾
巴”，看的出 A 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可惜的是第一个回合 A
就输了，她急的要哭出来了。我笑着对她说：“你最爱讲故事了，
待会儿游戏结束了，老师请你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吗？”她使
劲地点点头。游戏结束后，当我看到 A 正有声有色地给小朋友
讲故事时，我心里乐坏了，因为她不再为“输”生气了，我的“兴
趣转移法”“赢”了。这种“兴趣转移法”不仅使幼儿的情绪得
到良好的发泄，还能使幼儿的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学习自我发现 
日常教育中，当幼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脾气，而成

人为了让幼儿不发脾气或生怕幼儿的心灵受到伤害则一味迁就。
这样不仅会无意强化幼儿这种不良宣泄方式，使幼儿的不合理要
求越来越高，甚至稍遇不顺心的事就会出现呼喊、打滚等不良宣
泄。 

有一次 E 当值日生，可他却拖拖拉拉，于是我请了另一位小
朋友去帮阿姨的忙。E 一见急了，急冲冲跑进教室一把夺过别的
小朋友手里的碗，“砰”一声摔在地上，没等我走过去，他就委
屈得“哇”的一声哭起来，嘴里还不停哭喊着“今天是我值日！
今天是我值日！”对此，我采取“暂时隔离法”，让幼儿的情绪更
好的、更快地平静下来。E 在被“隔离”后，似乎发现自己哭了
很久也没有人理会，过了一会儿也就不哭了，自己捡起地上的碗，
跑到盥洗室里洗干净了，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于是我也过去轻轻
地和他谈心，了解发脾气的原因。告诉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他听了我的话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在孩子安静下来的时候，及时
与幼儿进行交谈，并对幼儿的宣泄行为进行引导，教会他们用恰
当的方法来宣泄。这样，幼儿不仅能正常处理自己的情绪，也能
正确地用适当的方法宣泄情绪。 

三、提供宣泄机会 
幼儿在遭到冲突或挫折时，往往会将事由或心中的不满感受

告诉老师，以寻求同情和安慰，如幼儿的“告状”行为。其实，
这种以寻求支持的方式应付心理压力的策略，同时也是幼儿消除
心理积郁的常用方式。但面对幼儿宣泄，教师如果不能科学引导
和处理，那么这个幼儿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借助消极的心理防御机
制应付各种不良情绪，摆脱情绪的困扰。面对幼儿的“告状”行
为，我们可以尝试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尊重、理解孩子的态度认真倾听。当孩子“告状”
时，我们不应以“我现在很忙”或者简单的一句“知道了”来对
待，我们应该耐心倾听，正真地从孩子的角度去尊重理解孩子。 

（二）弄清事实，让孩子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明白

孩子“告状”的原因，适当安慰孩子，鼓励、启发孩子说出具体
的过程，帮助幼儿分析原因并解决问题，让幼儿勇敢地将自己的
情绪适当进行宣泄。 

四、创设“发泄”环境 
合理的宣泄是幼儿身心发展中的正常需要和正常现象, 面

对幼儿宣泄，幼儿园和家庭要允许幼儿的宣泄行为，同时还要积
极地创设条件积极诱导幼儿合理宣泄，帮助他们调整情绪。幼儿
园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空间，建立一个“发泄角”，供幼儿宣泄。
如，教师可以在幼儿区角挂几个大的沙袋，告诉幼儿在不高兴时，
可以去找这些沙袋作为“出气包”，把不高兴全扔给它；可以为
幼儿创设一个心情美术角，让幼儿把不开心的事情画下来，然后
讲述给好朋友听等等。 

五、激发积极情绪 
积极的情绪是防御外界环境或集体内部不良刺激困扰的有

力屏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性格活泼开朗的幼儿大都能管理好自
己的情绪，即使想要释放心中的不满，也会选择较为合理的宣泄
方式。而抑郁、孤僻的幼儿则反之。性格活泼的幼儿大都交往能
力较强，对自己充满信心，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们会寻找各种方
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而抑郁、孤僻的幼儿常常遇事无主见、胆
怯、退缩，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无法控制。 

如 F 小朋友是一个性格较为内向的孩子，平时很爱哭，连小
椅子找不到也要哭。对于 F 小朋友，除了给予心灵上的抚慰之外，
还需要努力激发她的积极情绪。我常常对她说：“F，你笑起最好
看了，老师很喜欢看到你笑起来的样子。”平时一有进步，如遇
事不哭，我就表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她改掉了爱
哭的坏习惯得到了班级里其他小朋友的认可，面对自己的消极情
绪，F 会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 

合理宣泄情绪，不仅对幼儿良好个性的形成，认知的发展以
及心理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幼儿教师是幼儿健康成长
道路上的重要人物，是幼儿学习活动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教师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幼儿调节情绪，合理宣泄不良情
绪，及时排解消极情绪，通过各种活动有意识地来帮助幼儿正确
认识和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引导他们以积极、和谐的方式来表
达，学会与他人友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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