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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主题绘本对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培养的研究 
◆高艺萁 

（山东省莱芜凤城高中高一 22 班） 

 
情绪主题绘本通过精致优美的插图绘画，丰富全面的情绪介

绍，真实互动的背景故事等特点，唤起幼儿阅读的欲望，对幼儿
的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有着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介绍了
情绪主题绘本的发展现状，探讨了通过利用情绪主题绘本阅读、
互动讨论、绘画、情景剧表演、故事分享等不同教学模式相结合
的方法，对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所起的重要作用。情绪管理
能力为幼儿能觉察自我的基本情绪、识别他人的基本情绪、具备
情绪的基本表达能力以及了解消极情绪的自我简单调控方法，能
尝试使用这些方法宣泄和调控自己的情绪， 终优化自我心理的
一种能力。很小的婴儿已经是情绪的个体，而 5 岁~6 岁的大班
幼儿正处于对情绪了解和觉察的萌芽期。由于家庭的溺爱和对幼
儿情绪的过度满足，导致了有些幼儿无法正确觉察他人的情绪、
以自我情绪为中心、情绪控制能力薄弱。情绪具有建立、维持和
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情绪的这种功能被广泛认为是一种
能力，即情绪能力。幼儿的情绪能力作为其心理素质的主要组成
部分，对幼儿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乃至幼儿一生的发展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而情绪主题绘本则是提升幼儿情绪能力的重要载
体，它主要是通过为幼儿呈现有关某种情绪状态的故事，帮助幼
儿认识、理解常见的情绪状态，引导幼儿恰当地表达、抒发自己
的情绪状态，以调节情绪状态，增长情绪知识，提升情绪能力。 

一、选择合适的情绪主题绘本 
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教导让幼儿识别出不同的情绪。认

识情绪，是学会管理情绪的前提。孩子太小，语言表达也跟不上，
所以他们在情绪失控之后，往往搞不明白或者说不清自己是为何
生气。其次需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水
平，确定幼儿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绪问题，并提出重点培养的情
绪目标。孩子有了情绪时，教师不要强迫孩子停止哭泣或别的我
们不喜欢的情绪表达方式，而应马上停下手中的事情，并耐心倾
听他们、陪伴在他们身边。要知道，首先，哭泣本身就能起到宣
泄和愈合的作用，其次，教师安静的陪伴会让孩子感到安心，觉
得自己是被爱着的，是被接纳的。自然，孩子也就学会了接纳自
己以及现状，他的负性情绪会因此消减，并且由此转化为自信。 

优秀的绘本作品蕴含了多样的社会生活内容，渗透了丰富的
人类情感经验。选择一套合适的情绪主题绘本，可以让孩子们感
知不同的情绪，如快乐、生气、兴奋、爱笑、难过、自豪、害怕、
勇敢、担心、自卑、温暖……好的情绪绘本用图画和贴切的语言
传达给孩子这些情绪分别带给人的是一种什么感觉？比起单纯
的说教，幼儿更容易对情绪绘本里的故事主人公的情绪感同身
受，并对其有所启发。 

二、选择合适的情绪绘本教学方法 
4~6 岁的孩子 始进入集体生活，外部环境的变化会给孩子

带来更多的情绪体验：快乐、生气、兴奋、爱笑、难过、……了
解、认同、正确疏导孩子的情绪，会给他们的成长添加动力，帮
助孩子产生正面情绪，减少负面情绪。通过对这一年龄段的幼儿
进行访谈，详细了解幼儿对情绪的察觉、表达和调控水平。小朋
友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在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我觉得，培养情商
的第一步就是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如，先要认识自己的各种情
绪，才能控制情绪。小朋友生来都是没有自信的，总想让自己和
别人一样，但慢慢她就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地方，所以
要教会孩子接纳自己，肯定自己。不要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1，指导幼儿先了解绘本所描述的情绪 
情绪主题绘本的名称能明确表达出该书所要讲的情绪。绘本

的封面是引起故事主题激发幼儿阅读兴趣的重要内容。在教学
中，教师可采取提问的方式让幼儿先对情绪主题绘本所描述的情
绪有个大致的了解，引导学生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例，大胆的
联想，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与积极性，为幼儿继续阅读与感知绘
本提供动力。孩子因为负性情绪而出现了负面行为时，教师可引
导孩子区分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不被接受的。让
孩子明白：有情绪并没有错，但自己表达情绪的方式是不恰当的，

是不被接受的，需要改正。需要注意的是：当孩子情绪很大时，
教师一定要阻止孩子做出伤害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告诉他不能这
样做，然后静静地陪伴他。 

2，指导幼儿的图文结合阅读 
幼儿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存在差异的。幼儿在对同一幅图

画会产生不同理解，既存在合理的地方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教
师要为幼儿进行图文结合的讲解，教师的声音一定要生动，并结
合故事中的情境。当幼儿熟悉绘本后，教师带幼儿一起尝试用相
应的语气复述上面语句，以体验这些情绪以及强度，为向现实中
迁移打基础。教师要引导幼儿从绘本中掌握绘本所描述的情绪词
汇，同时，通过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作为表达自己情绪的重要方
法。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如仍会对情绪造成多重理解，可组织
幼儿进行讨论，并对幼儿的表达内容进行总结，以加深幼儿的认
识。 

3，引导幼儿进行互动讨论 
绘本进行教学时，需要营造一个自由 放的氛围，使幼儿能

够自由地表达所思所想。教师循序渐进的方法指导幼儿进行思考
和讨论，帮助幼儿构建完整的故事结构，促进幼儿心理的发展。
[4]首先可以 展围绕以绘本故事内容的讨论，帮助幼儿了解故事
主人公的遭遇，以及主人公是如何处理解决坏情绪的。其次可以
根据幼儿实际已具备的经验和幼儿生活中相似经历进行讨论，将
绘本主人公出现的某种情绪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让幼儿和故事主
人公一同感受和处理负面情绪。 后可指导幼儿进行情绪的管理
的实际操作，帮助幼儿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并指导其在生活中
遇到相似问题时的正确处理方式。 

4，绘本情景剧表演 
绘本情景剧以绘本故事为基础，通过教师对情绪绘本中故事

再现，为幼儿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情景，搭建一个表演的平台。
此时教师应引导幼儿通过语言、动作、表情等来展现故事主人公
的遭遇，让幼儿投入表演的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促使幼儿在表
演的过程中感受与学习故事主人公的行为。绘本情景剧表演是对
阅读绘本与互动讨论的强化与延伸，是一种特别的教育活动形
式，理解绘本中包含的情绪主题，并调整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加
强了幼儿情绪管理能力，促进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5，故事分享 
故事分享主要通过讲述与谈话进行，幼儿描述自己在生活中

遇到的不同情绪，及面对这些情绪如何处理的方法，幼儿可以围
绕教师提供的话题，自由自在地表达个人见解。故事分享有利于
促进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与行为发展，是幼儿进行自我情绪表达
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总之，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
断地、循序渐进地深入 展。除了有效合理利用情绪主题绘本这
一途径外，还需要结合其他途径，采用合适的教学模式，在教师
的指导下 展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培养的相关活动，同时家长的合
作是非常重要的。多方配合，共同培养幼儿情绪管理能力，促进
幼儿情绪健康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