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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quality reform makes the various stages of education work pay much attention, the relevant aspects of each 
period	of	education	content	has	been	studi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self-confidence	is	very	important,	it	affects	the	children’s	learning	
efficiency,	learning	state	at	the	same	time,	but	also	affects	the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fe.	Preschool	education	is	more	special	
compared with educ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The focus of teaching at this stage is not to impart cultural knowledge, but to cultivate 
children’s life skills, enhance children’s sensory cognition, and guide children to form correct ideological valu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hool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self-confidence	can	help	children	to	be	more	calm	and	correctly	treated	with	problems	
when	facing	oth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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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改革的深入推进让各个阶段的教育工作备受关注，有关方面对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自信心的培养至
关重要，它在影响着幼儿学习效率、学习状态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幼儿未来的人生发展。幼儿阶段的教育相比教育后期的
教育来说更为特殊，这个阶段的教学重点并不在于传授文化知识，而是要培养幼儿的一些生活技能，增强幼儿的感官认
知，引导幼儿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自信心的培养作为幼儿教育中的重要组成，可以帮助幼儿在面对他人时更加从容
冷静、正确看待问题，论文对幼儿教育中幼儿自信心的培养路径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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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幼儿教育是幼儿在离开家庭之后融入社会，迈向社会

的关键一步。处于幼儿阶段的幼儿普遍充满未知和恐惧，面

对世界的万物时缺乏勇气和自信，因此需要教师在培养的过

程中更加关注幼儿的实际情况了解幼儿的特点，坚定培养的

信念，为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有序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每

个人来说，自信心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幼儿阶段重视

自信心的培养问题有助于幼儿提高认知，尽快适应社会。

2�幼儿教育中培养幼儿自信心的意义

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幼儿教育

也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组织开展幼儿教育工作在促进和

推动幼儿的全方面发展以及成长问题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特

别是幼儿正处于成长和发育的特殊时期，他们对于外界充满

了好奇和疑惑，有着天生的探索能力和需求，但同样也对于

外界事物充满了恐惧害怕各种威胁和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之

下开展自信心的培养，有助于幼儿健全完善人格的建立，能

帮助幼儿形成勇敢探索世界的决心，产生源源不断的勇气和

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从而为后续幼儿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

好的前提条件 [1]。在长时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一个幼儿如果

拥有足够的自信心，那么他在参加所有的学习任务以及完成

活动的过程中，都可以自主灵活地和其他的孩子进行交流沟

通以及玩耍，在生活上会更加独立自主，有极强的自我意识，

也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反之如

果一个孩子缺乏自信心，他们在心理上会更加胆小懦弱，会

害怕和他人之间沟通交流，对于事物的理解也会较为片面，

生活上的自理能力略差，在后续参与学习活动时积极性较

低，导致孩子的发展受到影响，如果长期置之不理，还可能

会让幼儿形成孤僻冷漠的态度和性格。因此，在幼儿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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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中关注自信心的培养和实践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

成，也是完成教学目标的有效办法，更是推动幼儿教育工作

高质量开展的必经环节。只有幼儿产生强烈的自信心，他们

在后续的成长和发展中才更容易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也更

容易成功。

3�影响幼儿自信心的诸多因素

3.1�家庭方面
在幼儿阶段，幼儿身处最多的地方就是幼儿园以及家

庭，特别是幼儿的家庭对于幼儿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在家庭中幼儿的家长和亲人都是第一任教师，家庭中人

员的作风以及思想对于幼儿一生的发展都容易产生影响。现

如今时代背景下，很多幼儿都是家中的独子，他们获得了整

个家庭中所有人的青睐和重视，家庭成员们过于关注幼儿的

健康安全成长，却在教育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一部分家庭中

的家长太溺爱孩子，他们形成了一张保护网，将幼儿的生活

保护得密不透风，没有为幼儿提供自己做事的空间和机会。

一方面是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则是太过溺爱孩

子，这就会导致幼儿在实践生活中严重缺乏经验，一遇到

事情就会习惯性地交给别人去做，等到幼儿进入了幼儿园的

群体环境中，可能就很难独立地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必然会

导致幼儿不自信。此外，幼儿的家长对于科学的育儿方式缺

乏了解和经验，实际上幼儿在家庭生活中很容易会产生问

题，幼儿的家长如果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把

握好教育幼儿的良好时机，对幼儿产生正向的引导和带领，

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在教育幼儿的过程中选择一些错误的

方式。例如，家长没有耐心解决问题，就直接严厉地指责幼

儿、批评幼儿，让幼儿不要再继续问下去，这时幼儿可能

会认为遇到问题时如果自己一直追着问，可能会遭遇到批

评，逐渐幼儿就会拒绝与他人交流，因此而影响到自信心的 

成长 [2]。

3.2�教师方面
幼儿和教师的相处过程中，幼儿会天然存在敬畏和尊

敬的情感，教育方面太过严厉同样也会打击幼儿的自信心。

在父母的教育中，为了压制幼儿管理幼儿经常会使用将幼儿

的某种行为报告老师这样的方法吓唬幼儿，这就在幼儿的心

里埋下了伏笔，认为教师是恐怖严厉的。与此同时，从幼儿

的角度来说，学校的教师鼓励他们表扬之后往往会兴高采

烈，内心感觉到高兴，而在接受教师的批评之后，则会产生

情感上的消极以及抑郁的感觉。作为教师如果在教育的过程

中面对幼儿任何的错误都要指责批评，而不是用宽容的心态

对待幼儿的错误，调整幼儿的心情，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否定、

呵斥、训诫学生，那么幼儿的自尊心必然会遭受打击，让幼

儿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自信，严重影响幼儿正确心理的

形成。

4�幼儿教育中培养幼儿自信心的对策

4.1�多多鼓励幼儿
自信心的本质是人对于自我的一种充分的认识以及评

价，自信心的培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园的教

师在引导幼儿树立自信心的过程中就需要重视和把握自我

评价这一方面的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幼儿教育开展过程中，

教师们更多看重的都是课堂教学，在课堂中往往都会将自己

的话作为金口玉言，要求幼儿们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去学，

而对于幼儿一些突发奇想的观点或者异想天开的想法都置

之不理，甚至会批评指责，这样的教学模式抑制了幼儿的天

性，掐断了幼儿想象的翅膀，无法帮助幼儿更多地获取知识

内容，发散思维，甚至还伤害了幼儿的心灵，对于幼儿的全

方面发展造成限制。同时幼儿的年龄本身比较小，他们对于

家长和教师的依赖都很高，如果教师对幼儿更多的是指责，

那么必然会打击幼儿的自信心，对于幼儿的良好人格塑造以

及形成带来了限制。幼儿教师组织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必

须对自信心培养的问题加大重视力度 [3]。对此，教师要多鼓

励幼儿、表扬幼儿，对幼儿在学习以及活动中的一些突出表

现和高质量的想法明确地指出，让幼儿知道这些想法都是正

确的，有自己的认识是值得称赞的，这就需要教师开展教学

工作时时时刻刻关注幼儿，了解幼儿的情况，结合教学的任

务和要求来对幼儿进行表扬，让幼儿知道自己在事件中发挥

了怎样的作用，有着怎样的优点，又犯了哪些错误。例如，

在开展唱歌活动时就可以鼓励幼儿上台演唱，对于真正上台

演唱了的孩子则需要及时进行表扬，让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

选择是非常勇敢的，也是值得学习的，通过这样的方法，幼

儿可以慢慢地提高自信心。

4.2�丰富幼儿知识
每一个幼儿园中都会有一些性格开朗外向、活泼好动、

精力充沛的孩子，这类型学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们的自

信心较强，在学习中就能发挥很好的带头作用，但与此同时

有一些孩子的学习能力可能比较差，他们就可能会产生自卑

的心理。幼儿教师在引导幼儿学习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学

生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措施，引导学生进步，让这些学生

在人格的塑造方面更加积极健康，使幼儿的心态更乐观。这

是丰富幼儿知识的有效办法，同样也是塑造幼儿自信心的关

键路径。因为一般来说只有人的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自身变

得越来越强势，他才能够真正自信起来，面对外界事物时不

会有负担和压力，也会无所顾忌地做事。幼儿阶段的孩子获

得的知识相对比较少，他们接收以及掌握的文化知识越多，

在交流沟通中就会越来越自如。对此，教师组织开展课堂教

学活动时，不但要鼓励幼儿利用好一切机会，积极地展现自

己的能力和水平，也需要重视学习技巧的传授，针对幼儿在

学习过程中取得的每一次进步以及每一次成功都要及时鼓

励和赞赏。比如说在教导幼儿对数字进行排列和数数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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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天赋较高的孩子们能够快速掌握数的技巧并加以应用，

而有一些孩子的学习能力较差，教师在为这些学生提供耐心

指导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孩子的进步，每当这些幼儿多认

识一个数字、多把握一个数字时，就要对他们进行鼓励，让

幼儿知道自己的突破得到了教师的认可，值得称赞，这样就

能让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高的动力和积极性，能不断地

鞭策自己，丰富自身的认知，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自信心 [4]。

4.3�营造发展环境
幼儿阶段是各种能力开发培养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

幼儿的教师组织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就需要把握好学生的

特点以及情感，可以创设更多合适的良好的机会，让孩子们

从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使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增长自信

心。也正是学生通过学习活动获得成功时，可以对自己的很

多优点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如此也能有充分的自信心投

入到学习以及生活过程中，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往往要

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教学活动，要帮助幼儿获得知识，

改善自身的能力。很多情况下，教师和家长对幼儿的消极的

评价以及否定的态度是他们自信心丧失的最关键原因。幼儿

本身的年龄比较小，力量也不够强大，对于很多事情都是一

知半解，无法独立地自主完成。如果在这个时期，教师和家

长并没有把握机会对幼儿进行正向的引导，让他们认识到失

败和错误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并对其进行正向的引导，反而

幼儿接受了太多消极的评价，就会导致幼儿在后续成长中产

生不敢尝试的心理，影响幼儿的发育。实际上在每一个孩子

的心目中，教师的地位非常之高，他们认为教师是非常神圣

的，教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而作为教师则需要发

挥自身园丁的作用，要真正尊重幼儿，理解幼儿的情感，要

努力为幼儿创设一个舒适良好的成长环境。比如说教师组织

活动时要不耐烦地带领幼儿参与，也要鼓励幼儿大胆地做出

尝试，说出自己的想法，从而不断地突破自身的极限，提高

自信心。

4.4�提供个性指导
组织开展教学工作时，一般实施的是集体教学方式，

要让教师照顾到班级内的每一个学生存在很大的难度，同样

有一些幼儿在参与教师组织和带领的各类活动项目时，本身

并不是十分积极和主动，教师精力有限，难以真正关注每一

个孩子的心情和态度，对这些不主动不积极的孩子所产生的

引导作用更是微弱，这样可能会导致幼儿产生一些性格方面

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幼儿由于长时间难以获得教师的注

意，他们的想法无法被教师所了解，在面对他人时就会害怕

消极心理上极度自卑，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更需要教师辅导。

因此，教师在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时，就需要尽量

照顾到班级内的每一个孩子，在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实际情况

之后，如果有需求可以向孩子的家长寻求帮助，反映情况，

让幼儿的成长得到全方位的了解；还可以借助于班级中同伴

的友情来对幼儿进行帮助提供辅导教育，比如说在教师组织

活动时可能会发现班级内某一个孩子非常的胆小，他拒绝和

其他人交流，很难参与到集体活动中，面对孤立无援的小朋

友，教师可以多多关心这个孩子，引导他参与到其他同学的

集体活动中去。如果发现这种现象长时间存在，则可以和孩

子的家长取得联系，和家长沟通，了解这个孩子在家中的情

况，判断孩子是否在家里也胆小自卑，如果发现这个孩子确

实存在问题，就可以让孩子的家长带着他抽空出去散散心，

让孩子的家长多多陪伴孩子，尝试和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

在课堂上也可以让其他的小朋友带领着这个小朋友去完成

任务，帮助这个孩子在多方面的共同关怀之下变得更加开朗

活泼，也愿意参与到集体活动中，产生更高的自信 [5]。

5�结语

学前教育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对于幼儿一生的发展都会

造成影响，主要是由于幼儿阶段是人们接受教育最初始的时

期，这个时期孩子的思想尚未发展成熟，大脑也尚未完全开

发，在这个阶段所接受的一切教育以及形成的性格和价值观

念会在后续的学习以及生活中体现，反复作用于这个孩子，

一点一点地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轨迹。因此，在学前教育

时期就需要着重关注幼儿自信心的培养，通过可靠而丰富的

方法提高幼儿的自信心，让幼儿在和他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有更坚定的自我意识，愿意配合教师开展的各项工作，客观

辩证地看待外界事物，实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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