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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

幼儿阶段是人格塑造的关键期，但不少幼儿却常被分离
焦虑、敏感胆小等问题困扰。家长干着急却不懂方法，幼儿
园想帮忙又缺乏合力，家园社协同教育“断层”，亟待科学
策略干预。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一幼儿园尝试以微观活动
滋养心灵，以宏观协同凝聚合力，以“小切口”落实“大教
育”，形成“活动滋养—妙招护航—协同守护”闭环，为幼
儿心理健康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足球场上，孩子们奔跑呐喊，不仅锻炼了体能，更收获
了意想不到的成长。中班的明明曾是个害羞的小男孩，加入
足球队半年后，竟蜕变成自信的小队长。比赛输了，他会主
动召集队友分析战术：“多传球，下次一定能赢！”在一次次
跌倒又爬起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坚持与协作。

“幼儿园里的小专家”活动，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展示
特长。原本内向的东东，在老师的鼓励下展示绘画特长，从
小组合作到全班分享，绽放自信光芒。这些小舞台，成了幼
儿突破自我的起点，让他们被更多人认识和支持，促进了他
们的心理发展。

除了常态化开展上述小活动，专业的教育方法也是守护
幼儿心理健康的有力保障。我们坚持积极倾听，走进幼儿内
心。面对争抢玩具的浩浩，老师没有简单批评，而是蹲下身
耐心倾听。原来浩浩想把玩具带回家给弟弟，只为得到妈妈
的表扬。老师及时与家长沟通，让妈妈意识到陪伴的重要
性。一场小冲突，在积极倾听中化解，更拉近了家园距离。

共读《我的情绪小怪兽》这样的绘本时，幼儿会惊喜地
发现，快乐是黄色的，伤心是蓝色的。通过共读，他们学会
了识别和管理情绪，就像给自己的心灵装上了“导航仪”。

此外，我们还积极构建家园社联动体系，为幼儿心理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理念共识是基础。我们通过家长进课堂、家长开放日等
活动，把育人理念传递给家长。家长走进幼儿园课堂，亲身
体验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与教师深入交流教育理念和方
法，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资源共享促合力。各方理念统一后，教育资源得到整合
利用。家长有的捐树苗绿化校园，有的邀请医生讲急救知
识；社区开放活动场地，组织祖孙三代共绘“心灵树”；眼
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专业力量也纷纷加入，为幼儿身心健
康保驾护航。

制度保障稳长效。幼儿园建立“三级协同机制”，明确
各方职责和权利，还与社区、医院等签订共建协议，制定联
合共建实施方案，确保家园社协同育人工作落到实处。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我相信：只要
用爱浇灌，每一株幼苗都能在心灵的花园里，绽放属于自己
的精彩。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一幼儿园园长）

以“小”见大
守护幼儿心理健康

徐晓蓉

在幼儿园这片充满生命力的环
境中，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更是引导儿童尊重生命、敬畏
自然的重要途径。

我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幼
儿园生机勃勃、绿树成荫，时常有
小松鼠在高高的大树间穿梭跳跃，
引得孩子们既兴奋又好奇。小班红
雨老师在预设动物主题活动时，敏
锐地捕捉到孩子们对小松鼠的浓厚
兴趣。可松鼠胆子小，人一来便迅
速“逃走”，孩子们满是失望。红
雨老师便萌生出了与孩子们一同探
究小松鼠的想法。

但是，这一想法在课程审议初
期便遭遇质疑：相较于常见的小
鸡、兔子、乌龟等班级或园所内的
探究对象，松鼠的观察条件在幼儿
园难以得到保障，若无法支持孩子
们持续、深入研究，似乎并不适宜
作为探究对象。课程前审议时，有
教师提出，在一些公园看到人工搭
建铁丝网隧道里的小松鼠，提议幼
儿园也采用类似方式，方便孩子们
近距离观察、投喂。但也有教师提
出异议：将野生动物用铁丝网禁
锢，是否有悖对生命的尊重？

幼儿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
境，能否真正支撑起孩子们对松鼠
的好奇与深度学习需要？在头脑风
暴中，教师们达成共识：科学教育理
应蕴含人文精神，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
的种子。大家决定尝试不设笼、不圈养，尽管这一预设充满挑
战与不确定性，但教师们坚信，无论松鼠是否前来，学习过程
本身就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尝试，原本小班发起的松鼠探索，得
到了中大班孩子和教师们的积极响应，大家共同投入其中。

历经一个多月的反复观察与试验，孩子们发现了松鼠的
饮食喜好；为解决雨天食物泡水问题，将投食盒改良为投食
篮；通过不断调整和实践，确定了最适宜的悬挂高度；还制
定出投喂安全守则与健康食谱，以便控制投喂量。孩子们与
小松鼠的互动持续深入，逐步揭开了动物世界的神秘面纱，
为认识自然生态打开了一扇窗。通过成立“小松鼠守护
队”，孩子们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向家长、同伴，更向自己
传递：真正的和谐共生，不是将动物据为己有，而是守护它
们的野性自由。在幼儿园里，松鼠不是被圈养的宠物，有节
制的投喂、不打扰的关怀，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这些生
动鲜活的实践经验，为孩子们未来的探索积蓄了无限可能。

如今，园内松鼠已与孩子们达成奇妙的默契——从曾经
惊鸿一瞥的偶然相遇，到如今常现于“大树滑滑梯”旁的悠
然觅食。我们打破传统教育中圈养观察的单向模式，构建充
满生命对话与探索张力的学习场域。这场历时数月的生态探
究，正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缩影。

对松鼠的探究仍在继续，当孩子们学会用敬畏之心保持
距离，用科学方法呵护生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学探究能
力的拔节生长，更是人文情怀与生态责任在幼小心灵中的悄
然觉醒。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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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专 家 观 点

幼儿园游戏场域中的
每一次社交碰撞，都隐含
着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提
出上述问题的教师拥有细
致的观察能力，充分体现
了对幼儿切身感受的关
心。实际上，那些看似随
意的玩具争抢、角色分配
等分歧，背后是幼儿边界
意识与协作能力的形成和
发展。当“我可以和你们
一起玩吗”的询问遭遇拒
绝时，幼儿眼中闪动的不
只是瞬时的失落，更折射
着人际交往建构的黄金契
机。

区域游戏时，经常一起玩的三个小朋友在小超
市扮演着收银员和顾客，玩得不亦乐乎。小溪也想
要加入游戏，便鼓起勇气走到她们身边轻声说：“我
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作为游戏发起者的桐桐却噘
起了小嘴巴说：“不行，我们人已经够了，不和你一
起玩。”心思细腻的小溪听到拒绝后，露出了失望的
表情，闷闷不乐地去了别的区域独自游戏。

孩子在社会交往中被拒绝的情况时有发生。相
比替孩子解决问题，教孩子坦然面对并积极行动则
更为重要。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如何引导孩子面对
这种情况呢？

—— 一位幼儿园教师

孩子交往被拒孩子交往被拒，，教师如何引导教师如何引导

蒋蕾

智慧缘起：大班孩子们即将告别幼
儿园，他们的心情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
画卷，既有对即将升入小学的憧憬与喜
悦，也有对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的依依
不舍。为了延续这份纯真的情感，我们
在班级中创设了一个名为“时光邮局”
的区域，孩子们可以向自己的好朋友倾
诉心中的情感。这个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体验到了前书写的乐趣，更成了他们情

感交流的桥梁，让他们的友谊得以传递和
加深。

活动过程：孩子们已经通过“画日
记”的方式积累了一定的前书写经验。他
们只需要在信的开头写上朋友的名字，信
的结尾签上自己的名字，一封封充满个性
的信件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如何将这份
心意顺利传递给朋友呢？起初，孩子们选
择将信直接交给朋友，但有时因为朋友缺
席，或是出于害羞，信件未能亲手送达。
还有的孩子尝试将信放入朋友的书包，却
又觉得未经允许不能触碰他人物品。

面对这个小小的挑战，甜甜受到家门
口酸奶箱的启发，提出可以每个人准备一
个信箱来收信。迪迪提出，信箱不太好

找，可以直接用瓶子来代替。于是，每个
孩子都带来了自己的小瓶子，我们在班上
精心挑选了一面墙，将这些小瓶子挂在墙
上，它们便成了一个个独特而富有个性的

“信箱”。
孩子们写信后，便可以将这些珍贵的

信件投进好朋友的信箱中。这一举动不仅
巧妙地保护了彼此的隐私，还为这份友谊
增添了一份神秘感和期待。

“时光邮局”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更是
一条情感的纽带，将孩子们的心紧密相
连。每一个装满信件的小信箱，都是孩子
们心意的传递，不仅承载着孩子们的纯真
友谊，更是他们成长路上的宝贵记忆。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三幼儿园）

时光邮局
教师
智慧

问 题 来 了

一线教师能关注幼儿在游戏中
遭遇同伴拒绝的行为，并思考如何
正确引导，是有价值的。交往遇挫
本质上揭示了幼儿社会化进程中的
核心矛盾。3—6 岁幼儿思维模式具
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征，
案例中桐桐拒绝小溪加入的行为，
实质上是其对“游戏主导权”的维
护——通过控制参与者数量，确保
既有游戏流程，如收银方式、角色
分工等不被打破。这种拒绝并非出
于人际排斥，而是因为游戏框架已
通过前期协商确立，新成员的加入
可能引发角色混乱，这对处于秩序
敏感期的幼儿而言是不小的威胁。

被拒绝的小溪从主动邀请到退缩
回避，揭示了幼儿社交能力发展的典
型困境。小溪鼓起勇气发出邀请，说
明其已具备基础社交主动性，但面对
拒绝时缺乏应对策略，反映出其“社
交弹性”尚未建立。这种能力断层若
未获引导，可能导致两种极端倾向：
一是过度自我归因，如“他们不喜欢
我”，形成退缩型人格；二是采取攻
击性策略，如抢夺玩具、破坏游戏，
演变为问题行为。

教师要认识到，交往遇挫本身具
有积极意义，它使幼儿在矛盾冲突中
学习协商、妥协与创新。教师在此类
事件中常陷入双重矛盾：直接干预能
快速平息冲突，但可能剥夺幼儿自主
解决问题的机会；完全放任有利于幼
儿自主，但可能固化错误认知。因
此，教师要把握正确的介入时机，采
用适宜的方式，如“启发式提问”

“商议性解决”。

正确处理游戏中的交往遇挫事件，
对幼儿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其价值超越
了即时冲突解决本身。

首先，这是幼儿构建健康自我认知
的关键转折。当幼儿理解“被拒绝不等
于被否定”，就能逐步形成稳定的自我
价值感，避免将具体情境的失败泛化为
对自身人格的怀疑。教师若能引导其理
解情境性因素，如角色已分配、空间有
限等，则有助于建立“我的价值不取决
于单一事件”的健康认知。在上述案例
中，教师可帮助小溪分析：“桐桐说人
够了，是因为收银台只有一个位置，并
不是她们讨厌你，不想和你玩。”

其次，此类事件为培养幼儿心理弹
性提供真实情境。有研究发现，经历过
中等强度挫折的幼儿更擅长用理性调节
情绪。而那些被过度保护的幼儿，就像
从未经历过风浪的船只，稍有波涛就会
倾覆。因此，恰当的失败体验反而能强
化幼儿心理韧性。关键在于帮助幼儿建
立起新的认知框架——把“我不行”转
化为“我发现了新的改进点”。在幼儿
园中，我们时常会组织一些具有挑战性
的活动，比如“徒步登山”“阳光杯体
育大会”等，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去
经历挫折和克服困难。通过这些活动，
幼儿学习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在
失败后重新振作，这种心理弹性是他们
未来面对更大挑战时的重要心理基础。

最后，社交困境是幼儿学习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实践场。面对社交困境，教
师可以引导幼儿尝试不同的解决策略，
如新增角色、等待时机、另启游戏等。
在一次建构游戏中，中 （2） 班的希希
想要加入其他小朋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
间的城堡搭建游戏，但被拒绝了。于
是，希希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还需
要一些装饰材料，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
寻找材料，从而顺利融入游戏。这种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重要的社交技
巧。

认识到交往遇挫的教育价值只是起点，真
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
体系。教育者需要构建一个涵盖“预防赋能—
适时介入—长效转化”的三维支持系统，既要
在日常活动中埋下幼儿社会情感学习的种子，
又要在冲突现场铺设解决问题的阶梯，更需通
过环境与机制让成长经验沉淀为终身能力。

首先，预防性赋能需渗透于日常活动中。
一是开展社会交往活动。教师在活动中通过创
设具体问题情境，引导幼儿识别情绪、用适当
的方法表达情绪以及解决相关问题。二是进行
区域游戏模拟。教师可以创设“社交预演
区”，用情境卡牌游戏模拟多元场景，引导幼
儿掌握观察游戏状态、提出角色创意、尊重群
体决定等社交策略。三是借助主题绘本学习。
例如，绘本《被拒绝也没关系》《小兔子学沟
通》等，可以帮助幼儿缓解情绪，区分“行为
拒绝”与“人格否定”，建立“被拒是游戏需
要，不是我不够好”的认知框架。

其次，适时性介入需把握引导艺术。当拒
绝事件发生时，教师可以实施“脚手架式引
导”。首先帮助幼儿识别情绪：“小溪现在心里
很难过，对吗？”继而通过开放式提问启发思
考：“除了收银员，超市还需要采购员整理货
物吗？”若群体坚持拒绝，则引导被拒者发现
替代选项：“美工区正在筹备画展，需要一位
色彩顾问，这个工作需要特别细心的小朋友。
你想去试试吗？”这种引导既不破坏原有游戏
秩序，又为幼儿铺设解决问题的阶梯。

最后，长效性转化需形成教育闭环。教师
可以实施勋章激励计划，当幼儿自主运用策略
化解冲突时，授予特制勋章并邀请其分享经
验。同时，教师还可以构建家园共育链，通过
家长会、电话沟通等多种形式，向家长传授

“四步回应法”：第一步，识别情绪，共情表
达，如“妈妈看到你很难过”；第二步，重构
认知，帮助幼儿明晰问题所在，如“他们可能
需要先完成这个游戏”；第三步，策略讨论，
聚焦问题解决，如“我们想想有什么办法”；
第四步，强化自信，肯定幼儿，如“你主动邀
请的样子特别勇敢”。

交往遇挫不是需要消除的“教育事故”，
而应被珍视为促进幼儿发展的“成长阶梯”。
作为教育者，我们既要成为敏锐的情绪翻译者，
帮助幼儿理解被拒绝背后的本质，更要成为智
慧的策略引导者，通过系统化的支持体系，让每
个幼儿都能在人际碰撞中淬炼出“被拒绝后依
然自信，遇挫折时敢于创新”的品质。这既是学
前教育的专业担当，更是对生命成长规律的深
度敬畏。

构建“预防—介入—转化”
三维支持系统

被拒经历是塑造
健全人格的“隐性课程”

交往遇挫是幼儿
社会化发展的“试金石”

1 2 3

2

1

①①孩子们观察草莓生长情况孩子们观察草莓生长情况。。
②②孩子们合作采桑葚孩子们合作采桑葚。。

幼儿园供图幼儿园供图 ■

幼儿在给朋友“写信”。蒋蕾 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