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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分析  合理对待 
——浅谈幼儿破坏性行为的对策研究 

◆郑锦莹 

（南澳县第一幼儿园  广东汕头  515900） 

 
摘要：《纲要》中指出，教师要“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

导幼儿认识、体验并理解基本的行为规则，学习自律和尊重他人。”幼儿

期是培养幼儿行为的关键期。我们发现在小班幼儿中“破坏性”行为的

发生非常频繁，我们依托幼儿的生活实践，通过教师和家长换位的思考，

科学的引导，创设适宜的有准备的环境，力求在生活情境中让幼儿主动

积极的参与活动，逐渐认识和理解“破坏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反感，从

而减少“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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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行为是一种对周边事物、环境、他人造成破坏或伤害
的一种行为。对于小班年龄段孩子来说，探索及动手的欲望很强
烈，但控制力、判断力、观察能力都还弱，所以幼儿的“破坏性”
行为不都是故意的、恶意的。因此在孩子出现“破坏性”行为时，
身边的家长、教师要站在孩子角度看问题，处理问题，分析问题，
从而才能理解孩子出现“破坏性”行为的真正原因，进行合理、
正确并让幼儿接受的方法进行教育。 

一、小班幼儿“破坏性”行为的表现 
幼儿的“破坏性”行为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故意破坏，

有的却是能力不及而无意犯错，教师要认识幼儿的“破坏性”行
为，分而治之。有的幼儿喜欢玩玩具，因此会把所有的玩具都拿
去玩而没有选择性的选一两件，不多时就把所有的玩具都从收纳
处倒出来摊在地上了，就拿孩子最爱的娃娃家来说，是孩子们爱
不释手的，但在玩的时候，锅、碗、小床等等能分解开来的物品
孩子们绝不让其留下“全尸”，很多孩子十分喜爱的东西就再也
回不来了；幼儿们喜欢看画面丰富，精彩生动的绘本，但不知道
图书纸张易破，看书时或者吃零食喝饮料，或者翻书时动作太大，
争抢图书而造成损坏；玩建构游戏时，刚刚搭建了一半的作品被
幼儿一推又倒了；同伴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一把抢过来，抢
不过也要争个面红耳赤，或者直接毁坏；教室布置的区域、墙面，
哗啦一声就把隔离带给翻到了，墙贴也撕破了；吃饭时，手没端
牢碗，一碗汤就倒地上了……这些都是幼儿破坏性的表现。 

这些“破坏性”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良好的幼儿园教学秩序，
让教师一天到晚忙于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增加教师管理负担；同
时“破坏性”行为也给幼儿自身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对幼儿
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是不利的，容易受到同伴的排挤和孤立。因
此教师要重视幼儿“破坏性”行为，探明幼儿“破坏性”行为产
生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策略来减少幼儿“破坏性”行为。 

二、幼儿“破坏性”行为的原因分析 
1．孩子负面情绪的宣泄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脾气暴躁的时候，幼儿也不例外，

而且幼儿的自我控制与调节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负面情绪就会
直接宣泄出来。幼儿往往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宣泄情绪，因此只能
以哭闹、淘气、甚至是攻击他人。如吃饭时间，教师让幼儿们坐
在小桌子边吃饭了。晨晨不想吃饭，想吃零食，老师没有同意，
晨晨就生气的把饭碗打翻到地上了。 

2．孩子正常的探索行为 
幼儿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可以说幼儿的成

长离不开探索活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知道哪些行为是正
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这些探索行为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他们而言
也是无法遇见的。因此，在探索活动中的破坏也是难免的。如圆
圆的大篮球为什么会弹跳的那么高，它的里面是什么呢？有的幼

儿就想看个究竟，于是就想办法把篮球剪破了打开看看。 
3．孩子对失败的手足无措 
还有的孩子在感兴趣的活动中多次尝试，但因能力有限而没

有成功后，这时候的幼儿是充满挫败感的。失去耐心的幼儿往往
表现出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干脆毁掉。如填
色游戏中，让幼儿们将颜色填在规定的线条之内，但小班的点点
总是填不好，不是这里填太多把纸张弄破了，就是那里填到线条
外了，烦躁的点点干脆开始了胡乱涂鸦，把整个画面画的一塌糊
涂。 

三、小班幼儿“破坏性”行为的有效引导策略 
我们从幼儿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分析和理解幼儿的行为，

这样有助于幼儿保持良好的情绪态度，来减少小班幼儿的“破坏
性行为”，让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一）观察幼儿行为，了解幼儿的想法后妥善处理 
观察幼儿，可以知道幼儿的活动过程、了解幼儿心里变化的

影响因素，从而为教师接下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当教师和
家长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积极的与幼儿进行沟通，不仅能
了解幼儿在现阶段所需要的、感兴趣的、能操作的给幼儿及时的
更换区域角，使幼儿能用正确合理的方法进行科学探索，减少不
必要的“破坏性”行为。 

例如乐乐新买了一只电子手表，活动时也经常会摸摸看看手
表的外部特征，到了第四天的午餐自由活动，乐乐开始对手表内
部有兴趣了，看到他在摆弄手表背部，教师就观察他的下一步举
动，只见他用自己的手镯撬手表，可是失败了。他又用手去撬，
还是失败了，这时教师就进入了他的探索角色，询问他：“想打
开手表吗？”“恩！我想看看手表里面到底有什么？”“但是，这
可是得新手表啊，要不明天我们收集小朋友不用的手表，来尝试
如何打开，看看手表里面到底有什么。”很快第二天，《手表拆拆
看》就开设了，还有小朋友拿来了小工具，乐乐则是最投入的一
个。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师的观察入微、处理妥当，减少了不
必要的“破坏性”行为，而且还满足了孩子的探索心理，一举两
得。 

（二）转变传统思路，探寻最合理的处理方式 
转变传统的教育思路，首先教师要与幼儿建立平等的师幼关

系，在生活和活动中，让每位幼儿都感受到你的眼神、感受到你
的关心。其次，教师在处理“破坏性”行为时，都会换位思考，
解决“破坏性”行为。 

如：当孩子今天来园时情绪不高时，教师不再是以安慰情绪
为主，而是可以抓住孩子今日亮点进行赞扬，让他消除不良情绪。
当孩子在美工活动中剪破他人衣服时，教师不是斥责，而是去了
解孩子的需求，创设孩子需要的探索区鼓励孩子进行探索。当孩
子故意损坏，采取了说理教育，这种教育方式非常理想。因为主
观性破坏行为是有心理动机的，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用讲
述道理的教育方式，让幼儿从内心认识到自己行为存在问题，从
而自发产生抑制的内源动力。要注意说理并非纯粹的说教，要诱
导引发幼儿对别人的情感与尊重，产生自我归因，有意识的控制
破坏行为。  

（三）通过区域创设，幼儿学会正确探索方法 
幼儿非常喜欢参与活动区域，教师在与幼儿的交流中、活动观察
中及时的捕捉幼儿的探索动机，充分的满足幼儿的探索需求，同
时教师借“区域”引导幼儿正确的探索方法，从而减少“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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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如：莹莹小朋友，在剪纸工活动中，用剪刀再用力的剪着木

桌。于是，教师轻轻地走过去提醒：“可以剪纸工喽”！有什么事
等做好纸工了再跟老师讲，好吗？没过一会孩子拿着做成的作品
对教师述说：“自己想试试剪刀除了可以剪纸，能不能剪木头。”
有了这个疑问，于是就给孩子提供了“剪刀”“布”、“塑料袋”、
“木条”“铁片”等等，孩子就可以没有畏惧的进行探索。同时
还为孩子创设了“Anger”区，当孩子想闹脾气，发泄不良情绪
时，“Anger”区为他提供了——玩具“打不倒”、“讨气娃娃”，
让孩子在自主的选择中发泄情绪，从而减少“破坏性“行为。 

四、小班幼儿“破坏性”行为研究成果 
（一）幼儿的探索方面提高 
经过教师的关注与引导，孩子懂得了“破坏性”行为给他人

会带来不良影响，如:摔杯子会破坏物品，拉走别人的凳子会摔
到别人，马路上乱跑会造成交通事故……。懂得了如何发泄自己
的不良情绪，如：孩子会不由自主的进入情绪宣泄区和娃娃说心
里的感受，爸妈没有满足自己要求是会用自己的表现达到爸妈的
要求，取得他们的同意……。懂得了探索心理出现时，如何正确
的展开，如：玩具汽车为什么后退几步，就会前进了？为什么每
个娃娃都是软软的？在大人的陪伴下有规律的去解析、去探索。
这种探索有序不乱，有结果无“破坏”。孩子的探索兴趣在无形
中激发。 

（二）教师的教育方法明显转变。 

经过实践与探索，突破了教师从“直面”到“换位”的看待
幼儿的“破坏性”行为，优化了教师的引导方法、应对策略。教
师会利用：亲合关系、开设区域、开展活动、家长交流等渠道，
减少“破坏性”行为，尤其是从家长口中得知孩子在有疑问时，
都会与他进行询问，并要求家长陪同实验探索，孩子的探索积极
性提高了，破坏的事件也减少了。 

在收获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研究反思，“破坏性”行为是
一种行为上的研究，虽然我们做了些尝试，但在事件过程中也感
悟到了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如何增强教师对“破坏性”
行为的正确分析和合理处理，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改善。对于
教师来说，要真正的做到“换位思考，正确引导”的教育，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要逐步减少“破坏性”行为要研究的内容还
有很多，教师的“正确引导”要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这也是我
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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