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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人的自信心并不是天生建立的，而是通过后期的培养逐渐建

立起来的。学龄前幼儿所处的年龄段正是各项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这

一时期加强对他们自信心的培养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打下良好的根
基。体育活动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孩子们释放天性，获得

身心愉悦的舞台，在体育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将对他们的身心同步

健康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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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内心脆弱。在平时，教师的

一句批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成为打击他们自信的“利器”，
而这对于他们学习、生活以及良好性格的建立都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自信心培养应贯穿于幼儿教育工作中，在体育活动这一重
要环节更是应加大自信心的培养力度，借助体育训练的特点，使
孩子们正确的认识自我. 

一、为幼儿创设成功的机会  
不同的幼儿存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在体育活动中，他们

能够达到的水平也各不相同。如果教师只是布置下活动任务，要
求孩子们一同达到目标，定会有部分幼儿产生畏难心理和自卑心
理，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对体育活动产生抗拒，不愿积极参与。
为此，教师必须从每一名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他们制定出不
同的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使每一个孩子都有体验成功的
机会。以大班从高处往下跳的训练来说，如果以 120 厘米的高度
来要求能力较弱的孩子，就有可能使他们遭遇失败，失去信心。
如果教师根据每个幼儿的发展水平努力为不同层次的幼儿创设
成功的机会，同时安排 100 厘米、80 厘米、60 厘米等不同的高
度，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选择，并在获得成功的基础
上产生向新高度冲击的信心。于是我把幼儿分成几组，并同时安
排几个高度，让孩子们都可以通过努力，取得成功，当他们不断
在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时，就会逐渐相信自己的能力，增强自
信心。  

二、让幼儿在鼓励中获取自信  
来自教师和家长的鼓励对于幼儿来说如春日的雨露，滋润着

他们的心田。而他们也将在鼓励下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迸发
出热情，这对于幼儿自信心的建立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平时的
教育中，教师不应吝惜每一个表扬、鼓励的机会，使孩子们始终
以“我能行”为心理暗示，体育活动训练自然会受到好的效果，
孩子们的自信心也会大大增强[1]。 

如在小班体育活动中练习平衡木时，我没有一开始就讲解走
平衡木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而是借助生动形象的儿歌（平衡
木像小桥，小朋友们来过桥；看看谁的本领大，一二一二走过桥）
引出活动，让幼儿边念儿歌边走平衡木；这种方法既能引起幼儿
的活动兴趣，又能减轻幼儿的恐惧心理，从而鼓励他们充满信心
地去尝试。对那些失败过的孩子，我就帮他们分析上次是不是走
得太快了，鼓励他们重新尝试，并请小朋友去拉着他们的手在平
衡木上走，这样经过几次后，他们心理上逐渐放松，能自己在小
桥上自如地走了。当孩子在全班幼儿热烈的掌声和加油声中，一
次次地战胜困难并得到教师的赞许时，他们便会体验到获得成功
的喜悦之情，从而激起更大的克服困难的愿望，自信心也就油然
而生。  

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和优点，并及时给予表扬和肯
定，使孩子认识自己的长处，相信自己的力量，以激发孩子的荣
誉感，强化成功感。鼓励孩子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胜不骄，败不
馁"。 

三、为幼儿创设主动探索的机会  
在体育活动中，教师应创造机会充分发挥幼儿的独立性和创

造性，当活动器具展现在孩子面前时，教师应让孩子自己想出玩
的办法，如"大家动动脑筋想一想可以怎样玩，想的办法越多越

好"，"除了这样玩，还可以怎样玩？"。在孩子进行跳绳练习时，
我将绳子交给幼儿，让幼儿自己动脑筋想"绳子可以怎样玩？"
然后引导幼儿学习双脚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跳法？让幼儿自
己探索得出单脚跳、行进跳、带人跳、定位跳、绕花跳、跑动跳
等等。再以玩球为例，一开始，我没有马上作示范，而是让幼儿
拿着球进行拍球，或者做球操等。随后，启发幼儿动脑筋："球
还可以怎么玩？要和别人玩得不一样。"由此，孩子们便会想出
各种饶有童趣的玩法（滚球、传球、抛接球、两人夹球走路等等），
在探索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对自己的认
识也会不断加深，自信心也随之增强[2]。 

四、引导幼儿合作学习 
交往与合作能力已经成为未来社会每个人最重要的素养。家

庭幸福、生活美满、学习成功、事业有成、工作出色等都离不开
交往与合作。开展合作性的体育活动，对一些生性腼腆、胆小，
自信心不足的幼儿作用尤其重要，通过合作，幼儿一同商讨，相
互配合，共同完成任务，这样，幼儿不仅可以增进友谊，还可以
获得合作成功的体验。如体育游戏《二人三足》：先请幼儿二人
一组站立，两人的一条腿用绳子轻轻绑住，然后手牵手，一起向
前走，幼儿通过多次练习，学会协调、步调一致地走步，获得了
成功[3]。幼儿在游戏中不但提高了合作意识，还体验到了游戏带
来的快乐，在合作中增强了信心和能力。  

五、掌握评价的正确方法 
幼儿的身心是十分脆弱的，在于他们沟通交流时，教师每一

句不经意的语言都有可能在无心之下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即
使在鼓励、表扬过程中，教师也要掌握语言的艺术，发挥评价的
作用。 

第一，用丰富的评价语。如果孩子的动作做得很好，而教师
只用“好”或“不错”来评价，孩子会感到不满意。教师应预测
孩子的需要和情境的性质，作出适当的表扬，使表扬产生真正的
激励作用。例如，当孩子的动作完成得好时，可以说“你很勇敢”、
“你做得很漂亮”、“你这样做，老师非常喜欢的、“老师相信你
可以做得更好”等。请孩子示范时，可以说“我们一起来看××
×的表演”、“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等。事实上，教师可以用无
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情感。这样既可以增进与孩子间的
关系，也有利于幼儿自信心的树立。  

第二，用肯定性语词代替否定性语词。肯定性语词能明显地
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而否定性语词只告诉孩子不应该怎么做，
却无法表达应该怎么做。而且否定性的词语容易使孩子的心理产
生一种暗示和自我否定。特别是当孩子产生害怕心理时，老师用
“勇敢些”、“放松些”就比用“不要胆小”、“不要紧张”更带有
激励作用。用“你应该再努力些”、“我已经看到你在进步”、“我
认为你能做得更好”比用“你不要偷懒”、“你的进步不快”、“你
让我失望了”等更能使孩子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  

六、结语 
总之，从小建立起充足的自信心对于幼儿的健康发展是具有

重要意义的。体育活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令学生身心愉悦
的体育训练，能够使他们身体素质增强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
感，在这一环节培养幼儿的自信心是一个良好的入手点。教师要
抓住契机，了解幼儿的心理特点，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孩子们
的自我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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