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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及家长重视教育方法，教育质

量，教育环境，但是在关注幼儿的智力，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重视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在幼儿没有

成熟的思想，极易被影响时，幼儿生活环境因素就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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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are the flowers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hop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 the country and par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methods, education quality,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However,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
dren’s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health, they should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health. When children do not have mature thoughts and are easily influ-
enced, the factors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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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们来说，在满足温饱的基础生活条件下，人们逐渐从重视物质条件到重视素质

条件，要求幼儿好好学习，在自己的规定下生活，从而忽视幼儿的心理健康状态，导致幼儿后续发展产

生心理健康问题，发展成不可扭转的地步。许多家长会主观地认为幼儿年龄问题导致幼儿没有任何心理

状态反馈，从而忽视幼儿心理发展。三至六岁儿童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幼儿心理发

展程度，会对幼儿的认知、情感、个性发展、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通过学习和

实践中发现了以下几点问题，并提出了以下建议。 

2.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在学习和观察中发现幼儿心理健康大致分为两种因素：幼儿园和家庭。这两个场景是幼儿生活中身

处最多的地方，也是影响幼儿心理健康最明显的地点。 
对幼儿来说，家庭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家庭环境中对幼儿心理发展起最大作用的是家庭教育，

包括家长的教育观点、教育内容、教育态度和方法[1]。 

2.1. 家庭因素 

1) 家长过度保护 
家庭是孩子最先接触的环境，家长则是幼儿第一个接触对象，如果家庭环境缺乏刺激和挑战，或者

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如过度保护、限制探索等)那么幼儿的认知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他们很有可能会缺

乏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影响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发展。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因，很多人只想给一个

孩子全部的爱，所以当前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幼儿在家庭中属于小皇帝的待遇，家长怕孩子受到

任何伤害，他们会对孩子产生一种强烈的保护和控制心理，家长认为让孩子在自己的保护下成长是对幼

儿最好的方式，不愿意让孩子接触他们认为对幼儿不利的信息，把幼儿的思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父母

认为幼儿是他们的所有物或附属品，并没有把幼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看待。甚至家长的控制还体现在

幼儿生活中的小事里，例如穿什么衣服，一天要喝多少水，如果幼儿在没有完成这些他们所想的事，就

会认定为幼儿不听话，有逆反心理，以后会走上邪路，从而更加严格地掌控幼儿。这就导致了幼儿对于

问题比常人更加敏感，但幼儿不敢说出来，让人疏导解答。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幼儿就会失去自

主思想，随着幼儿年龄及思想的增长，幼儿有极大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出现不可逆转的心理

伤害。 
2) 过度溺爱幼儿 
在我国目前的家庭环境中，普遍存在父母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幼儿，转而将幼儿托付于老人

照顾，就容易出现老人过度疼爱幼儿，无条件溺爱幼儿。而且在现代社会越发科技化的趋势下，老人

理解能力跟不上，学不会如何运用网络，所以是幼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多幼儿因为沉迷游戏，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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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份信息玩游戏，用老人的生活费充值游戏等事件就是由此而来。这就导致幼儿长期处于以自我

为中心的状态，自私的认为所有人都要听他的话，顺应他的想法。这一切会在幼儿进入幼儿园集体生

活中消失不见。在幼儿不顺心进行哭喊，教师是去教育他并不是去听从他的想法时，幼儿就会意识到，

哭闹是没有用的，打人发泄是不对的。从而产生心理落差甚至欺骗感，长期积累下，幼儿容易产生心

理问题。 
3) 家长将过多希望和压力放在幼儿身上 
在我国传统教育中更注重幼儿智力的启蒙，在当下也不乏出现对幼儿出现极大期望的家长，这些家

长普遍都重视幼儿学习、智力和记忆力的发展培养，容易出现拔苗助长的现象，不遵循幼儿发展的顺序

性及阶段性。例如许多家长对于幼儿聪明、努力、听话与否的标准就是幼儿会背多少古诗、会算多少数

学、会被多少单词，并以此作为满足家长的虚荣心进行攀比。更是有家长会在幼儿还未到学龄时就给幼

儿报名课外项目，让幼儿去学习不同的特长和知识，过早的学习不符合幼儿的生理心理发展，当家长将

自己的期望和过多学习内容强加在幼儿身上，反倒不利于幼儿的智力，学习或记忆力的发展[2]。幼儿在

家长的压力下成长，被严重束缚个性，不被允许个性发展，会导致幼儿产生交流困难，抑郁等问题。经

过长期积累，幼儿的心理问题愈渐严重，变成严重的心理疾病。 

2.2. 教师或幼儿园因素 

1) 缺少专业师资力量 
对于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幼儿教师应是最有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的。幼儿园的课程设置应该考虑

到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规律，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并且应当设置专业内容帮助幼儿培养社交能力等

等，由专业教师进行课程设置。但是由于我国幼儿心理学发展相对较晚，导致了城市绝大多数园区都没

有或者无法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本校教师心理健康方面素质不高，无法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其

余地区的幼儿园，许多教师并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甚至并没有达到教师资格条例中的学历要求。由于

没有足够的专业理论支撑，许多教师遇到幼儿出现心理问题时，往往会感到无措、迷茫，甚至会出现暴

力压制等违反师德的举措。除此之外，我国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幼儿教育，许多高校都未开设幼儿教育的

专业，对于幼儿心理健康问题还没有明显举措，不受到人们的关注。导致真正想要研究和从事幼儿教育

专业的教师及学生没有很好的途径，得不到足够的培训和学习，形成了恶性循环，幼儿教育事业有极大

阻碍[3]。 
2) 幼儿教师专业素养不足 
幼儿心理健康除了和家庭分不开关系外，同时幼儿园的教师应该及时观察和关心幼儿的心理健康，

在发现问题的时对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教育改变。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

推进这项工作向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就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师资

队伍。为了使幼儿通过教育在身心上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幼儿教师需具有正确评价幼儿心理健康状况的

能力、了解幼儿心理特征的能力、建立民主和平等的师生关系的能力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4]。但是现在

我国幼儿园对于幼儿心理健康不够重视，在很多在幼儿园任职的教师并不具备幼儿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

没有对于幼儿心理健康的认知，在面对幼儿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没有很好的教育措施，甚至有极少数

教师可能会因为不知道如何看待幼儿心理健康的问题出现冷漠或暴力等行为，会在幼儿心里留下更大的

心理伤害[5]。例如有一个幼儿在班级中总是独来独往，无法融入班级，很多教师会选择强硬的要求他参

与集体活动，帮助他交朋友，解决了该幼儿表面上没有朋友的问题，教师并没有去观察幼儿到底是什么

原因导致幼儿不能主动进行社交。教师解决了心理问题的浅表现象，对于幼儿的观察不够细致，没有思

考导致幼儿不社交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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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建议 

关于提出的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为了改善现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恶性发展，提出了以下

解决建议。 
1) 加强幼儿家长对幼儿的成长发展规律教育 
幼儿的家庭教育开展不顺利，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家长不懂得孩子成长的发展规律，不知道如何依

据幼儿发展规律进行教养，所以，在关于幼儿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家长

开展幼儿的成长发展规律教育，对幼儿家庭教育有极大帮助。通过对幼儿家长的培训，可以使幼儿家长

掌握幼儿的发展规律，加强家长与幼儿的沟通，关注幼儿的情感需求，懂得如何教育幼儿并建立和谐的

亲子关系[6]。这样才能使家长加深对孩子的认识，了解孩子的成长，发现孩子存在的问题，对孩子进行

教育，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 
2) 幼儿家长加强与幼儿之间的沟通 
与幼儿父母相比幼儿和祖父母的亲子关系较远，祖父母在教育幼儿时的权威性没有父母好，很多时

候祖父母不能有效管教幼儿。由祖父母教养长大的幼儿比父母教养长大的幼儿出现的心理问题也更加严

重，幼儿心理接受能力也不如由父母自小带在身边的幼儿。所以在家庭教育中，要突出父母的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父母教育的主导作用，父母要多陪伴幼儿，经常对幼儿进行教育引导。对于留守儿童，即使父

母和幼儿分居两地，父母也可以利用电话、微信等信息化媒介，经常与幼儿远程沟通交流，与幼儿谈心

交心，倾听子女内心的真实想法，在线辅导子女学习，为幼儿的日常生活和人生规划进行教育引导。教

导幼儿基本的社交能力和情感表达技巧。 
3) 加强家校共育，培养家长正确教育观念 
对于家长过度保护幼儿导致的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应该加强家校共育，教师和家长及时沟通，使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让家长知道过度保护会使幼儿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没有自主决定权。应适

当放手让幼儿自己进行一定的选择，培养幼儿自主支配的能力，让家长尊重幼儿，把幼儿看作一个独立

的人格，培养幼儿健全的心理性格。并给予幼儿适当的鼓励和支持，培养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幼

儿学会自己做决定。 
4) 幼儿园需要进行专业教师的聘请或培养 
因为我国幼儿心理学发展相对较晚，城市绝大多数园区都没有或者无法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或

教师心理健康方面素质不高，无法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幼儿园应该发现注重对于幼儿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幼儿园需要进行专业教师的聘请或培养园内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素质。 
5) 幼儿园进行任职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培养 
如今幼儿园很多任职的幼儿教师并不具备幼儿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在发现幼儿心理问题时解决问

题的方式并不正确。幼儿园应该注重任职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培养，对在幼儿园任职的教师进行

专业知识考核，保证在面对幼儿产生心理问题时可以用专业科学的教育方式来改善幼儿心理问题[7]。政

府要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力度。提高办园准入门槛，对那些不符合办园资质的幼儿园要坚决取缔。

建立和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和监管体系，对于那些招聘没有教师资格教师的幼儿园，要严厉打击。 
最后幼儿心理健康在幼儿全面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幼儿健康的心理状态对幼儿成长及其未来发展

起到重要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对幼儿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家庭环境、幼儿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对幼儿

心理健康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他们未来步入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当代社会下，大部分都是

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幼儿身上，但因为错误的教育方式，反而容易导致幼儿产生各种

心理问题，长期积累下来就会爆发严重的心理问题，然而家园共育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园

共育和健康合作下，老师和家长对幼儿可以更加全面地关注和满足幼儿的心理健康，协助他们塑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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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和乐观的心态。为此，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家园共育模式的重要性，在进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时

始终以幼儿为中心，尊重他们的心理发展规律，并通过不断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来提高教育的效果。

同时，家长和教师也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心理教育的经验，科学运用这些知识来推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此外，家园双方应时刻关注幼儿的发展情况，了解他们的行为动因，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问题，

并合理运用信息交流平台分享幼儿在不同成长环境中的行为和问题，共同制定针对性的教育目标，助力

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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