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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task to cultivate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Early childhood is a 
key	stage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children’s	good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ir	futur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of cultivating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and points out its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overall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strategies	such	as	appreciation	education,	life	emotional	skills	
training, emo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curriculum training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effects of 
various	strategies	are	specifically	elaborated.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in	practical	teaching	is	further	verify	their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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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学中培养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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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学中培养幼儿情绪调节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幼儿期是情绪发展的关键阶段，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调节能
力对于他们今后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旨在探讨幼儿园教学中培养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策略。首
先，论文分析了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其对幼儿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其次，提出了赏识教育、生活情感技能
培养、情绪教育活动和课程培养等策略，具体阐述了各项策略的实施方法和效果。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这些策略在
实际教学中的应用，进一步验证了其有效性。论文旨在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可行的教学策略，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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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情绪调节能力是幼儿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影

响着幼儿的学习和社会交往，也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心理

健康。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情绪发展的关

键阶段，这一时期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对其成长至

关重要。因此，如何在幼儿园教学中有效培养幼儿的情绪调

节能力，成为摆在幼儿教师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2�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性

幼儿期是人类情绪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幼儿

的情绪表达和调控能力还比较薄弱，常常会采取哭闹、发脾

气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和训

练，幼儿很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情绪习惯，这不仅会影响到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也可能给今后的心理健康带来隐患。

因此，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助于幼儿建立积极向上的情绪体验，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

的基础。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改善幼儿与他人的交

往，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最后，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

还可以帮助幼儿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培养他们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幼儿健康

成长的重要保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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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园培养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策略

3.1�赏识教育
在幼儿园环境中，教师对幼儿进行情绪调节能力培养

时，赏识教育的实施可以说是一种细致入微的艺术。幼儿园

的教师在课程活动安排上需紧密结合赏识教育的原则，精心

设计与情绪调节能力相关的内容，以确保幼儿在接受赞美和

肯定时，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从而促进其自信心和安全感

的建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需在日常互动中观察和捕捉

到幼儿身上的每一个积极行为和特点，无论是幼儿在游戏中

的良好合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表现，或是在学

习活动中的努力尝试，都应被教师及时发现并赞扬。例如，

当一名幼儿在搭积木游戏中主动邀请同伴一起玩，并能够分

享积木，教师可以在这一行为发生后立即给予积极的反馈，

如对该幼儿说：“你刚才邀请小朋友一起玩积木，并且愿意

分享你的积木，这样做非常棒，你是个乐于助人的好朋友！”

教师的言语中既传递了对幼儿行为的认可，又强化了幼儿的

社交能力和分享精神。教师还可以通过创设情景，让幼儿在

日常的学习和游戏中自然地体验到成功和成就感。假设在绘

画活动中，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尝试使用不同的颜色和画笔，

当幼儿完成一幅作品时，教师不仅要赞赏其作品的美感，更

要赞赏幼儿在创作过程中的勇于尝试和努力，可以说：“你

用了很多漂亮的颜色，这幅画看起来很美，你在画画时非常

专注，我很喜欢你的作品。”这样的反馈不只是对成果的肯

定，更是对幼儿创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态度和品质的赏识 [2]。

在教师积极的引导下，幼儿在团体活动中也能学会相

互赏识。举例来说，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幼儿扮演不同的角

色，完成游戏任务后，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互相表达赞美之情，

如引导幼儿说：“我觉得你扮演的医生角色很棒，你救治了

病人。”通过这样的互动，幼儿不仅学会了如何表达赞美，

也学会了如何接受他人的赞美，进而形成了良好的情绪交流

和调节能力。接着，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成果展示，让幼儿

的积极行为和努力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例如，在一次主题作

品展览中，教师可以展示幼儿的画作、手工或是表演视频等，

让家长和其他幼儿园的师生都看到每个幼儿的优点和努力。

在这种公开的环境中，幼儿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得到进一步加

强，同时也能促进幼儿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更好的情

绪调节能力。最后，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还应注意赏识的时机

和方式，赏识应该是及时的、真诚的，同时也要适度避免过

度夸赞导致幼儿形成依赖，确保赏识教育真正发挥其在情

绪调节能力培养中的积极作用。通过这样全方位、多层次、

细致入微的赏识教育实践，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得到有效培

养，为其未来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

3.2�生活情感技能培养
培养幼儿的生活情感技能涉及教育活动的设计，旨在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调节自己的情感，同时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创造多样化的学习

环境和情境，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表达情绪，理

解他人以及如何合作和解决冲突。

在日常活动中，教师可以利用故事时间来引入与情感

相关的话题。选择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大 

卫，不可以》或《感觉色彩》，这些故事涵盖了各种情绪和

社会情景。通过阅读和讨论这些故事，幼儿可以开始理解各

种情绪的原因和后果，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实施情绪

角色扮演游戏，教师可以创造一系列日常情景，如等待轮

流玩玩具或者如何在朋友生气时做出反应。在这些角色扮演

中，幼儿被鼓励表达并管理自己的情绪，同时学习如何识别

和回应他人的感受。教师可以通过具体反馈指导幼儿在这

些模拟情境中尝试使用“我感到……因为……”的表达方

式，帮助他们练习有效的沟通技巧；组织感知游戏，如“情

绪猜猜乐”，在这个游戏中，幼儿需要根据同伴表演的表情

和肢体语言来猜测对方所表达的情绪。这不仅增强了幼儿对

非言语信号的敏感性，也提升了他们理解和同理他人情绪的

能力。

开展“情绪美术馆”活动，幼儿可以通过绘画、手工或

其他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个作品完成后，幼儿可以

介绍自己的作品，并分享创作背后的情感故事。这种活动不

仅促进了幼儿的创造力，也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来表达和

探索复杂的情绪；定期进行情绪检查，教师可以利用情绪图

表或情绪日记的方式，鼓励幼儿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

通过这种方式，幼儿学会观察和反思自己的情感变化，同时

也给教师提供了跟踪和支持个别幼儿情感发展的工具；通过

解决具体问题的小组活动，如团队建筑任务或共同完成一项

艺术项目，幼儿在完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沟通、协作

和解决可能出现的小冲突。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社交

技能，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在集体中有效地表达和调节情绪 [4]。

3.3�情绪教育活动
情绪教育活动在幼儿园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系统地

培养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的活动，幼儿

学习识别、理解和管理自己及他人的情绪，这些活动旨在通

过互动和创造性的方式激发幼儿的参与和学习。情绪卡片是

情绪教育的基础工具，教师使用这些卡片来帮助幼儿理解和

识别各种情绪。卡片上展示不同的情绪表情，如快乐、悲伤、

愤怒等，幼儿需要根据卡片上的表情猜测并命名这些情绪。

这个活动通过视觉输入帮助幼儿建立情绪和表情之间的联

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情绪词汇库。

情绪角色扮演游戏使幼儿在控制的环境中实践情绪表

达和处理。在这些游戏中，幼儿扮演各种社交角色，面对设

置的具体情境如分享玩具、解决冲突或支持朋友等。通过这

些模拟情境，幼儿学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和管理自己的

情绪，同时也了解他人的情绪反应。

情绪绘本阅读是另一种有效的情绪教育方法。教师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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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适合幼儿的情绪主题绘本，如《当我生气时》或《快乐的

狮子》，在阅读过程中教师会停下来讨论故事中的情绪点。

讨论如何角色处理他们的情绪，幼儿被鼓励分享他们相似

的经历及感受。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增强了幼儿的情绪理解，

也提升了他们的同理心。情绪音乐和舞蹈活动结合音乐的疗

愈力量和舞蹈的表现力，为幼儿提供了表达情绪的另一个

渠道。

通过舞蹈活动，幼儿被引导根据不同音乐的旋律表达

相应的情绪，如快乐的音乐使他们跳跃和旋转，而悲伤的音

乐则可能让他们缓慢和低沉。这帮助幼儿体验和表达情绪的

同时，也通过肢体运动进行情绪释放。

情绪工作坊让幼儿通过实际的创作活动如绘画或手工

艺，具体化他们的情绪。在这些活动中，幼儿用颜色、形状

或不同材料表达他们的情感。教师引导幼儿讨论他们的作品

和所表达的情绪，这样的过程不仅加深了幼儿对自己情绪的

理解，也让他们学习到了创造性表达情绪的方法 [5]。

3.4�课程培养
幼儿园在培养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方面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其中，课程设计是一项关键策略，能够有效帮助幼

儿认识、理解并管理他们的情绪。通过巧妙设计的课程内容，

幼儿园可以为幼儿提供情绪管理技能和策略，有助于他们更

好地应对情绪波动和挑战。

首先，课程内容应该注重情绪认知和情绪识别。通过

引入丰富多样的绘本、故事情境或角色扮演等方式，帮助幼

儿认识和理解不同情绪，如喜怒哀乐等。通过这些情境化的

学习方式，幼儿可以在实际情境中体验并区分不同的情绪，

从而提升他们的情绪识别能力。

其次，课程设计应该包含情绪调节的实践环节。在课

堂上，教师可以设置各种情绪引导活动，如情绪表演、情绪

绘画或情绪分享小组讨论等。根据这些活动，幼儿可以学会

表达自己的情绪、倾听他人的情绪，并尝试不同的情绪调节

策略，如深呼吸、数数等。这些实践性的活动有助于幼儿将

情绪管理技能转化为具体行动。

最后，课程内容还可以融入情绪管理的游戏化元素。

通过设计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游戏，如情绪大师挑战、情

绪管理接力赛等，激发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游戏

中，幼儿可以与同伴互动、合作，共同探讨情绪管理的重要

性，并在竞赛中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课程内容还可

以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来培养幼儿的情绪管理能力。

音乐和舞蹈作为情绪表达的载体，能够帮助幼儿用身体语言

表达内心情感，释放压力和情绪，达到情绪宣泄和调节的效

果。教师可以引导幼儿通过音乐节奏和舞蹈动作来体验不同

情绪，从而促进情绪的自我认知和调节。

4�幼儿园教学实践中的案例分析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为了培养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

我们开展了一项名为“情绪小小达人”的活动。这个活动旨

在通过情绪教育和情感技能培养，帮助幼儿更好地认识和管

理自己的情绪。

4.1�案例背景
我们注意到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情绪失控而产

生不良行为，如打闹、哭闹等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因

此，我们决定开展这个活动，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情绪表达

和调节方式。

4.2�问题
幼儿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情绪容易失控，表现出焦虑、

愤怒等消极情绪，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质量。

4.3�解决方案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情绪教育活动，包括情绪认知、

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等内容。在情绪认知方面，我们通过图

片、故事等方式让幼儿认识不同的情绪；在情绪表达方面，

我们鼓励幼儿用绘画、手工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情绪

调节方面，我们通过游戏、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幼儿体验不同

情绪下的行为和反应。

4.4�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幼儿在情绪管理方面

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更加理

解他人的感受，遇到问题时能够更加冷静地应对，学习和生

活中的负面情绪减少了，师生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幼

儿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也有所提升，整体上提升了班级的教学

质量和氛围。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深刻认识到情绪调节能力对幼儿

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意识到情绪教育在幼儿园教学中的重要

性。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效的情绪教育策略，努力为幼儿

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指导。

5�结语

在幼儿园教学中，培养幼儿情绪调节能力是教师工作

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分析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性，提

出了一系列培养策略，并通过实际案例验证了这些策略的有

效性。希望这些策略能够为广大幼儿园教师提供参考，促进

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为幼儿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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