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６

幼儿问题行为的心理疏导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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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疏导是矫正幼儿问题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幼儿问题行为疏导应建立在对幼儿积极关注、顺应幼儿心

理发展、尊重幼儿个体差异、创造性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哭泣接纳、体育活动帮助幼儿宣泄消极情绪，采用自编故事提高

幼儿认知水平，借助儿歌内化幼儿良好行为要求，依托游戏塑造幼儿积极行为模式，最终达到情绪疏通、以知导行、落实

在行的疏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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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问题行为指任何一种引起麻烦的行为（干扰学生和班级集体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一种心理和行

为的失调［１］。幼儿问题行为具体表现为某种特殊行为发生的经常性、保持的稳定性，与同等成熟水平幼儿

行为表现的冲突性，与自身行为发展相比较长时间的退步性，与家庭、学校、社会的合理要求或行为规范的

偏离性，不受普通教育方法控制、对他人或自身的扰乱性等［２］。研究者习惯上将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抑

郁、焦虑、社交退缩等内隐问题行为和多动、攻击、违纪等外显问题行为［３］。幼儿问题行为不仅妨碍幼儿身

心健康、品德发展、社会适应，也会对家庭、学校、社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需要施以特别教育。

心理疏导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重要内容与手段，但又不同于二者。心理疏导更适合于教育环

境，更倾向于教育行为［４］。研究表明心理疏导是矫正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５］。在幼儿问题

行为矫正中，心理疏导是针对幼儿具体的问题行为，运用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知识和原理，引领幼儿疏泄

不良情绪，帮助幼儿认识自己的问题行为，提高认知水平，增强改变不良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改变原

有行为模式，提高幼儿社会适应能力。“疏”是让幼儿尽可能宣泄消极情绪，为问题行为矫正奠定基础。

“导”是对幼儿的认知和行为加以有目的、有意识的引导，使幼儿的心理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心理疏

导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体，包括咨询指导性心理疏导、说理分析式心理疏导、生活对话式心理疏导、精神渗

透式心理疏导、情感感化性心理疏导等［６］。介于幼儿年龄小、语言能力弱、思维具有自我为中心等特

点，咨询指导、说理分析、生活对话等疏导的效果较为有限，需要寻找适合于幼儿年龄特征的心理疏导途

径。本文将基于幼儿问题行为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和心理疏导相关文献及疏导实践，提出幼儿问题行为

心理疏导的策略。

１　幼儿问题行为心理疏导的原则
原则是策略践行的基础，挖掘幼儿问题行为疏导策略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

１．１　积极关注
惩罚是教师和家长常用的问题行为矫正方式，但若对幼儿的问题行为加以惩罚，会给幼儿带来压

力，本能地使用自我防卫机制，使问题行为得以短暂的压制或表现出更强烈的问题行为。美国心理学家

罗杰斯认为，无条件积极关注是心理治疗的前提。在积极关注下，幼儿能减少自我防卫，更好地接受心

理疏导。在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心理疏导中，疏导者可以不赞同幼儿的问题行为，但无论幼儿表现出何种

问题行为，疏导者都应给予其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接纳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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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顺应性原则
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均表现出相应的身心特点。若以幼儿年龄特征为基础采取相应疏导策略，则

容易被幼儿接受，否则事倍功半。心理疏导需顺应幼儿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尤其是思维发展等特点，

注重趣味性、吸引幼儿积极参与心理疏导。

１．３　差异性原则
每个幼儿都有独特的气质、能力、性格、兴趣、成长背景等。对幼儿心理疏导要注重个体差异，对不

同对象灵活疏导。

１．４　创造性原则
教师及家长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设计新颖的、儿童乐于接受的方式疏导幼儿问题行为［７］。

２　幼儿问题行为心理疏导策略
２．１　通过哭泣接纳和体育活动帮助幼儿宣泄消极情绪

研究者指出儿童问题行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消极情绪以及情绪不可控等特点。国内外都有研究成

果证实，恰当的情绪表达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促进心理健康，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能灵活使用情绪调

节策略的儿童，社会行为发展得比较好［８］。情绪宣泄是心理疏导的起点，有助于幼儿把压抑的情绪表

达出来，释放负性能量，减轻或消除心理压力，促进自我调节。

在情绪疏通的过程中，疏导者要接纳幼儿不良情绪，营造安全、信任、放松的氛围，促使幼儿宣泄压

抑的情绪，避免负能量的积累。幼儿情绪宣泄，有如下策略：１）哭泣接纳。研究发现，眼泪能把机体在
应激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某些毒素类物质排泄出去［９］。哭是幼儿发泄不良情绪的一种常见手段，对恢复

心理平衡有较大帮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教育者往往以转移注意力、批评和剥夺爱等惩罚让儿童停

止哭泣。这其实是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压抑，消极情绪的累积势必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行为。因此，教育者

应积极接纳幼儿的眼泪，接受幼儿通过哭宣泄消极情绪，减轻内隐问题行为。２）活动宣泄。弗洛伊德
认为，侵犯是人类天生的本能，侵犯性的能量是由生物学上的需要在身体内部产生的，必须释放掉，才能

保持心理的平衡。在情绪宣泄中需要帮助幼儿找到宣泄侵犯能量的合理途径。体育活动是深受幼儿喜

欢，宣泄负能量的简易方式，有助于减轻攻击等外显问题行为。因此，疏导者应为幼儿创设适宜活动的

场所和条件，让幼儿通过活动疏通情绪。

２．２　通过故事提高幼儿认知水平
艾利斯情绪ＡＢＣ理论指出决定个体情绪和行为结果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个体对事件的看法。幼儿

行为问题背后隐藏着认知的缺陷。心理疏导的认知促进机制在于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分析不良行为后果，

帮助其重建正确认知。幼儿问题行为矫正可以以个体的认知偏差和失调作为切入口［１０］，对非理性观念进

行认知调节。皮亚杰研究表明前运算阶段的幼儿以表象思维为主，且思维具有明显的自我中心性、不可逆

性等特点。因此，对幼儿采用认知疏导要避免单向说教，要以幼儿思维特点为基础帮助其认知调节。

研究者指出充满知识、智慧和感情的“心灵故事”能起到提高幼儿认知水平的作用。采用故事调节

幼儿问题行为，既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又能满足其心理需要。实践表明运用故事对幼儿进行心理辅

导，幼儿最易接受，效果较好［１１］。疏导者可根据不同问题行为类型编撰不同行为类型疏导故事，通过故

事让幼儿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通过认知引导，自觉自愿地改变问题行为。

针对幼儿问题行为编制的心理疏导故事既要与幼儿喜好相吻合，生动有趣；又有良好行为榜样的引

导，简单易学。心理疏导故事可参考治疗性故事框架。首先，为避免直白讲道理引起儿童内心的抗拒，

可用孩子喜欢的或者与某一特定行为呼应的东西建构隐喻，帮助幼儿进入想象的空间（如，幼儿攻击行

为较为突出，且平时比较喜欢动物，可采用刺猬的刺、螃蟹的钳子等作为切入点编故事）。其次，故事要

充满戏剧性和引导性。包括设置障碍，将角色带入不平衡状态（如爱砸玩具的小孩，玩具都离开了他）；

帮助引导，为寻找问题角色提供思路（如妈妈、小朋友、小动物的帮助或引导）；积极思考，让幼儿自己推

论出解决方案（自己怎么做才能让玩具都回来），最终能心甘情愿改变自己不良行为；问题解决，当幼儿

表现出良好行为，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角色又进入平衡状态（玩具又和有良好行为小孩快乐玩耍）［１２］。

疏导者在讲述故事时可遵循相应步骤：步骤一，疏导者讲授疏导性故事，让幼儿明确故事的前因后

果。步骤二，疏导者和幼儿互动讲授。疏导者通过提问，让幼儿编撰故事发展，疏导者加以引导和点拨。

互动讲授是谈话式疏导的变体，有助于发挥幼儿主体性和疏导者引导作用，让幼儿在积极参与中改变认

知。步骤三，幼儿讲授故事。通过让幼儿复述故事，进一步深化认知，明确不良行为导致的消极后果，并

激发起改变不良行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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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通过儿歌内化良好行为要求
心理疏导不仅要提高幼儿的认知水平，还需内化良好行为要求。对幼儿提出行动要求要具有如下

特征：１）具体明确。幼儿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较差，给幼儿提出的要求必须具体形象，通俗易懂。
２）难度适中。过低过高的要求都难以起到引导的作用。给幼儿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在幼儿的最近发展
区之内。要求既要适当高于幼儿现有行为，具有引导性，又要切实可行，经过一定努力可以达到。

儿歌是儿童文学中最古老最基本的体裁之一，它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包括百年流传下来的

童谣和专门为幼儿创作的口语化的诗歌。儿歌语言浅显、明快、通俗易懂；结构短小，易记易诵。具有游

戏性、娱乐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儿歌对幼儿成长的作用表现在：它不但可以帮助幼儿增长生活知识，拓

展幼儿的想象力，还有利于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１３］。关于儿歌导行的

案例研究可以给幼儿问题行为引导提供相应借鉴［１４］。

在幼儿问题行为疏导中，疏导者可以收集蕴含良好行为习惯的儿歌或针对幼儿问题行为自编良好

行为引导的儿歌。使幼儿在听唱、诵读儿歌过程中明确行为要求，将要求内化，指导自己的行为。

２．４　以游戏塑造幼儿积极行为模式
评价幼儿问题行为疏导效果最终要看幼儿能否把积极认知转化为良好行为，并养成习惯。

游戏是幼儿期的主导活动，是幼儿认识自己和世界的重要途径，具有虚构性、兴趣性、愉悦性等特

征。游戏治疗家指出，玩具是孩子们的词汇，游戏是孩子们的语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语言，增加

交往，学会运动，产生联想和幻想，他们的心理问题也随之在游戏中得到解决［１５］。游戏在幼儿心理咨

询和心理治疗应用效果明显［１６］。在心理疏导中，疏导者在游戏中观察幼儿的行为，并根据游戏中的象

征意义解释儿童内心世界，基于幼儿的游戏行为和问题行为编制相应的游戏，以一种非强制性、幼儿乐

于参与的方法帮助幼儿宣泄不良情绪，重构认知、践行良好行为规则。

游戏疏导一般包括如下阶段：阶段一，游戏中的问题行为观察。在观察阶段，疏导者要为幼儿创造

良好、安全、自由的游戏环境，让儿童玩想玩的任何游戏，按自己的方式表达情绪，展现行为。此时，疏导

者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和接受幼儿的一切言行，观察和记录幼儿的问题行为。阶段二，行为疏导游戏编

排。疏导者应根据幼儿问题行为、兴趣爱好、先前自发游戏编排新的发展性游戏、确定有助于问题行为

矫正的游戏规则。阶段三，介入性疏导。在游戏阶段，疏导者应事先说明游戏规则，让幼儿按规则游戏，

并选择时机及时介入游戏，适时引导幼儿行为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让幼儿在愉快的游戏中学习遵守

行为规则，并引导幼儿通过反复的游戏，巩固良好行为，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３　结语
总之，幼儿问题行为疏导形式多样，但必须符合幼儿年龄特点，根据幼儿的兴趣和特质创造性地探

寻幼儿问题行为疏导路径，达到情绪疏通、以知导行、落实在行的疏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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