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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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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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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物质生活也愈来愈丰富，而随之增加的还有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各个年
龄阶段中，其中幼儿的心理健康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幼儿的心灵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各因素的影响产生心理疾
病，针对幼儿进行心理教育不单是幼儿教师的事情，同样也是幼儿家长的事情。论文针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各项影响因
素展开分析，根据各项影响因素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希望能供相关教师参考，让幼儿能身心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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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这一年龄阶段是形成性格和发展思维能力的黄金

时期。目前社会压力非常大，不同年龄阶段面临的压力类型

都不一致，针对幼儿家长来说，其压力主要来源于幼儿的学

习、成长和自己的工作；幼儿教师在生活中也面临着各项压

力；而幼儿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幼儿教师、家长以及同龄人 [1]。

各方面的压力会使幼儿精神高度紧张地发展，如若不开展有

效的心理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心理健康问题会愈发突

出，对幼儿的学习和后期的成长非常不利。对此针对幼儿心

理健康教育展开分析，对幼儿的成长和后期的发展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2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因素

2.1 家庭的组成情况

根据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如若在

离婚前已经孕育了子女，父母离婚便不能给幼儿提供一个完

整的家庭，在后期生活中只能选择跟随其中一方生活。在实

际生活中，父母为了给幼儿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可能会将

其交给家中老人抚养，自己外出工作，会导致其成为留守儿

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幼儿的心理伤害都非常大。在生

活中，幼儿会觉得自己得到的爱比同龄人更少，在和他们接

触过程中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最终会很容易形成内向的性

格。一旦幼儿心中萌生了这一想法，就会一直根植于幼儿心

中。虽然此类幼儿和同龄人受一样的教育、一样的成长，但

是其心理存在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降低。

2.2 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父母和父母双方的老人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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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在生活中自然会对其格外宠爱 [2]。在整

个成长中，幼儿就如同温室的花朵，没有受到生活中的任何

挫折，会导致幼儿养成依赖性格，不具备单独解决问题的能

力；由于家长过分溺爱还很容易让幼儿养成自私的性格，不

关心他人也不与他人分享。相关研究显示，如若家庭教育采

取溺爱形式，幼儿的性格会有很大缺陷，对幼儿后期成长

非常不利。

2.3 幼儿教师的教育行为

幼儿教师对幼儿成长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

哪一教育阶段，教师在学生的心中都是非常伟岸的形象，幼

儿教师在生活和教育中的各项行为都会影响幼儿的心理健

康。相关调查显示，在教学中，幼儿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

其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规范的教育能让幼儿养成良

好的性格，而不规范的教育便会对幼儿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幼儿可能无法朝正常的方向发展。

2.4 幼儿园不重视心理教育

目前还有部分幼儿园没有注意到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对

幼儿成长的积极作用，在实际教学中开展健康教育也没有一

个完整的教育体系，零零散散的教学致使教学活动的开展不

能带来实际效果。还有部分幼儿园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治

疗混为一谈，在学习和生活中不重视幼儿可能存在的心理健

康问题，只有在幼儿将问题表现出来之后再对其进行健康教

育，在教育过程中，也没有根据幼儿这一年龄阶段的特征等

来制定教学模式，导致教学模式和幼儿的实际生活严重不

符，所开展的教育活动也就形同虚设。

3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3.1 父母要积极鼓励幼儿

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其教育方式存在一定问题，

会不自觉地将自家孩子和周围的孩子做比较，想要通过这种

比较让孩子发现自己与同龄人存在的差距进而努力学习，但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式是错误的，不能产生实质作用 [3]。对

于低年龄段的幼儿来说，鼓励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讲

究方式。家长在生活中，不能一味地指责幼儿的缺点，要从

中发现幼儿身上的优点，并将该优点进行放大，给幼儿贴一

个好标签，在后期的学习中幼儿就会想办法将自己的行为努

力与标签靠齐，对于幼儿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鼓励方式。只有

鼓励式的教学才能让幼儿感受到认可，发现自己的优点，并

身心健康的发展。

3.2 父母需要严宽结合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幼儿的态度对幼儿的心理健康

影响非常之深，只有父母的态度软硬适中，才能让幼儿拥有

一个健全健康的心理。在生活中，幼儿犯错父母对其进行批

评是必需的，批评的作用主要是让幼儿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错

误，但是在批评之后，还需要给予幼儿相应的关心，采用软

硬结合的教学方式才能在不伤害幼儿心理健康的情况下让

幼儿对自己的错误有充分认识。

3.3 幼儿园要积极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能让幼儿在轻松的环境

中认识心理健康教育，为了有效地开展活动，需要教师先明

确主题 [4]。例如，以“感受爱以及学会爱他人”为主题，通

过母爱来开展活动，活动开展时，教师可以先通过一些故事

和搜集到的一些事例等让幼儿感受到妈妈无私的奉献以及

妈妈的辛苦。另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幼儿在活动中，回忆自

己与妈妈发生的事情，来更好感受爱。在活动结束后，教师

还需要加以引导，让幼儿学会如何爱他人，可以引导幼儿回

家之后帮妈妈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给妈妈讲睡前故事等。

让幼儿能在感受爱的同时学会爱他人，让其一直处于爱的大

环境中，才能让幼儿身心健康的成长。

3.4 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留守儿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幼儿阶段是最需要爱

的，由于这一群体父母都不在身边，其收获的爱本就比其他

人少，在生活和学习中，其心灵往往比同龄人更加脆弱。对

此幼儿园需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引起重视，可以在园内

开展相应的活动，让留守儿童能与同龄人一般健康成长。在

幼儿园内可以开展心理健康相关的讲座，并增加相应的互动

环节，先让留守儿童对心理健康有正确认识，并将其应用到

自身来检验自己心理是否健康，在讲座结束后，还需要让相

关人员与留守儿童接触，发现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疏导方式。除此之外，针对部分心理问题较大的留守儿童，

相关人员还需要对监护人的教育方式进行纠正和指导。

3.5 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幼儿的生活中

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方式有很多，并不是只有课堂教

学这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至幼儿的生

活中。例如，幼儿在独立吃饭过程中，如若表现出任性问题，

教师对这一问题不重视，幼儿则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没有问

题的，时间久了任性这一问题就会发展成幼儿的心理问题。

由于幼儿思维能力发展不成熟，遇到事情可能容易冲动，如

若教师直接指出幼儿的问题，并强制性的解决，可能会让幼

儿产生逆反心理，在后期发展中可能会更加任性。针对这一

问题教师可以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其一是与幼儿建立亲密

的关系，以朋友的身份与幼儿相处，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规范

幼儿，让幼儿能主动认识到自己的任性问题，并积极改正；

其二是冷处理，在发现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暂时不采取措

施，但幼儿觉得无趣时会主动停止任性行为，在停止之后，

教师再加以引导。在生活中针对幼儿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需

（下转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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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具体建议

课程开设在高中阶段，作为选修课开设，寻求与歌德

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引进 Fit或 DSD项目，项目成熟后开

设德语班。

跟歌德学院合作的学校叫做 Fit学校，把德语当做二外

进行学习，中国目前所有的 Fit学校有 79所。跟德国国外

教育司合作的学校叫做 DSD学校，把德语当做一外学习，

中国目前有 41所 DSD学校。还有 4所德国人在中国办的学

校。Pasch项目的学校一共有 120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

小学没有加入 Pasch项目，但是也开设了德语课程。

学校

Fit学校的孩子经过几年的德语学习大部分能够达到

A2，少数能达到 B1，曾经有一个达到 B1水平的学生不仅

拿到了去德国的全额夏令营奖学金，还去韩国日本参加了各

种比赛工作坊，费用全部由歌德学院提供。所以，在 Fit学

校德语学得好，机会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姐妹学校的相互交流，学习德语的学

生还可以参加 AFS的两个月交换项目或 YFU一年的交换

项目。

学校

DSD学校分为两个阶段 和 ，把德语当作

第一外语来学习。通过了 的考试，大概 B2水平，

凭借高考成绩可以直接申请德国大学，不需要在国内大学读

一个学期或者三个学期。 阶段大概和 Fit学校的德语

水平差不多，少数的 Fit学校也有学生德语能够达到 B2，亦

可直接申请德国的本科 [3]。

8 结语

目前，无论是从国际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家政策出发，

在中学开设德语课程是可行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校

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为学校招收优质生源增加砝码，也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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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选择其能接受的方式开展，才能达

到教育效果。

3.6 让幼儿学会分享落实心理健康教育

部分幼儿受不正确家庭教育的影响，不会与他人分享。

随着幼儿年龄不断增长，如若一直表现出自私的心理，对幼

儿的交友会有很大影响，对此幼儿教师就应该引起重视，可

以在教学中构建分享平台，让幼儿感受分享带来的喜悦 [5]。

例如，在游戏教学中，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喜欢的游戏和游

戏需要使用到的道具等带到幼儿园中，在课堂中分别展示自

己感兴趣的游戏，由于每个幼儿的发展情况等不同，其感兴

趣的游戏肯定有所区别，课堂中出现的游戏类型肯定非常丰

富，在学生展示完毕之后，教师再将幼儿进行两两分组，交

换游戏，让幼儿感受到分享的快乐。除此之外，还可以开设

图书角等，让幼儿将自己感兴趣的绘本等放置在图书角中，

供班级幼儿传阅。在教学中开设一些小活动，能让幼儿克服

自私学会分享，既能更加轻松地交朋友，还在无形之中开展

了心理健康教育。

4 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阶段的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要，但是

在生活和学习中影响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展的因素较

多，总体来说主要分为幼儿园和家庭两大类。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应该注重自己的教育方式，多采取鼓励的形式教育幼

儿，要学会认可幼儿，幼儿犯错时需要在批评的同时给予一

定关爱，避免对其心理造成伤害。在幼儿园中，不仅需要定

期开展心理健康活动，还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生活的小

细节中。只有从家庭和幼儿园两方面入手，才能保证心理健

康教育的开展有效，让幼儿身心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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