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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是
幼儿园管理的重要内容

! 福建泉州!吴宝珊
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 今天的人们已经

认识到健康包括"身体#$生理%和&精神#$心

理%两个方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

义为(不仅指没有疾病或虚弱的现象存在!进

而还指每个人在生理) 心理以及社会适应方

面的完满状态’ 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一代新

人的重任!她们的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幼儿

的健康成长! 关系到幼儿园的教育质量’ 因

此!作为幼儿园的管理者!必须重视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问题!了解她们的心理特点!创设

条件不断改善她们的内心状态! 以促进她们

心理健康发展’
首先!了解教师的心理特点’管理过程是

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要促进教师的心

理健康发展!必须了解她们的心理特点!才能

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 我常年

工作在女教师中间!本人也是女教师出身!所

以非常清楚幼儿教师的心理特征’ 她们具有

做事认真)情感丰富)竞争意识强)好学)心细

等良好的心理特征’ 同时!妒忌心强)斤斤计

较)话多)疑心等不良心理表现也是她们应该

改善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其优良的心理

品质!将极大地促进幼教事业的发展’根据女

教师的这些心理特点! 我园开展了 "优化组

合*活动!各种课题研究小组为教师提供了更

多的学习空间!锻炼的舞台!发挥了教师的优

势!克服了不良心理的表现’
其次!不断改善教师的内心状态’教师的

角色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和冲突性等特点!这

些特点是必然存在着的’我们在管理中!必须

结合这些特点!思考如何因势利导!如何做好

&畅通工程*! 以改善因教师角色的不稳定给

教师的内心带来的冲击’ 轰轰烈烈的幼教改

革对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教育成效都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无形中增加了教

师的工作力度! 而教师新旧观念的转换是个

痛苦的过程! 这无疑又对她们的内心产生极

大的冲击’ 作为管理者! 如果不能充分地理

解) 帮助教师! 不能想方设法减轻她们的压

力!就有可能使教师产生心理问题’ 为此!我

们应做到以下几点(
$"%让教师愉快地接纳教师身份’无论从

事什么工作! 都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职业身

份! 按照自己的职业身份所规定的要求从事

专业活动’同样地!教师只有在思想上承认自

己的职业身份!按教师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才

能对教师工作充满信心! 自觉抵制外界因素

对教师工作的不良刺激’ 我园通过开展师德

演讲会)&奥运精神激励着我* 的座谈)&个人

发展规划* 等活动! 不断强化教师的职业意

识!使教师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认识到教师

的职业是无上光荣的! 以作为一名幼儿教师

而自豪’
$#%不断改善教师的心理环境’一个教师

具有乐观积极的自身心理环境! 就会对教育

工作充满信心!对幼儿感兴趣!以工作的劳苦

为欢乐+反之!当一个教师的心理环境处于消

极状态! 她的情绪) 教育行为就会有异常表

现!对教育教学工作会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
我园重视改善教师的心理环境! 让教师看到

自身的进步!从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我

们经常帮助教师分析自己的优缺点! 指导教

师注意扬长避短’ 在工作评价方面! 重视客

观)公开)公平)公正!为教师积极地工作创设

良好的精神氛围’同时!注意将&奖惩性评价*
逐步转变为&发展性评价*!使教师看到自己

每个阶段的进步与发展! 让教师在工作中找

到努力的方向!看到了成功!感受成就感!从

而激励教师不断努力进取’
$$%重视改进教育的人际关系’教育的人

际关系主要是指教师与幼儿)教师与家长)教

师与教师!教师与领导等之间的关系’这些人

际关系构成了教师工作)生活的特殊环境!也

是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 积极的人际关

系 的 重 要 标 志 是&平 等*!只 有 平 等!才 能 心

顺!而心顺心理自然就健康’ 因此!我园积极

倡导&平等*两个字!教师与幼儿是&平等*的!
他们之间是在探究中共同成长+ 教师与家长

是&平等*的!他们是&教育的合作伙伴*+领导

与教师是&平等*的!他们是一个学习的共同

体’ 教师与教师是&平等*的!他们是同一条

&战壕*里的&战友*’ 教师要用儿童的眼光去

分析幼儿!改善自己的教育行为+教师之间应

建立互帮互学制度! 互相取长补短! 共同提

高!形成一个团结)健康的学习工作氛围!使

教师的心态处于&平稳*的状态’
$%%重视教师心理健康’虽然幼儿教育工

作与其他职业相比性质较单纯! 园内的人际

关系也相对简单! 但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高

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

的今天! 教师更容易被一系列不容回避的社

会问题所困扰!造成心理状态失衡!导致心理

健康水平下降’我园注重这方面工作!开展了

心理健康咨询)心理健康讲座!组织一些社会

活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让教师

多了解社会)正确看待社会问题’还组织了娱

乐活动)爬山活动)体育比赛等活动!以缓解

教师精神的过度疲劳! 使教师能处在较好的

精神状态下工作’
作为教师要善待自己)关心自己)帮助自

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要加强角色意识!建

立合理的期待!以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

心理问题最终还要靠自己来解决!只有这样!
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改革中! 以自己良

好的心态去面对幼儿) 迎接幼教改革对教师

所提出的每一个挑战’

从挫折教育入手培养
幼儿健康的心理素质
! 山东东营!张秀芹

一位美国儿童心理学专家说(&有十分幸

福童年的人常常有不幸的成年’ *这就是说!
遭受挫折较少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不适应激烈

地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社会而深感痛苦’因此!
有意识的让幼儿受点 &苦和累*&受点挫折*!
正是爱孩子的表现’

一!教会幼儿正确认识挫折

根据幼儿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 我们

通过为幼儿提供一些励志的影视作品!如,宝

莲灯-),葫芦兄弟-等!或者是家长)教师的亲

身经历! 甚至包括身边的小朋友经过小小的

失败而成功的小故事! 让幼儿认识到什么是

挫折! 使幼儿懂得面对挫折应当鼓起勇气和

信心!用坚强的意志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二!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幼儿承受挫折的

能力

"&让孩子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

比如组织幼儿进行远足活动+ 让幼儿承

担小值日生的工作! 帮老师或父母干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让孩子从中体验适度的劳动

坚辛! 从而使其在增强体质和适应能力的同

时!意志也得到了磨炼’
#&利 用 和 设 置 一 些 困 难 情 境!增 强 幼 儿

承受和战胜挫折的能力

个体应对挫折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处理挫

折)危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不会凭空产生!
它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来获得) 培养和

提高’如日常生活中小朋友之间产生了矛盾!
教师不要马上替孩子去解围! 而是把解决问

题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幼儿! 从中培养

他们正确的态度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另

外 教 师 也 可 以 有 意 给 幼 儿 设 置 一 些 困 难 情

境!有目的地去培养幼儿的耐挫力’
$&适 当 给 予 批 评 和 冷 面 教 育!培 养 幼 儿

的忧患意识和负疚感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往往是经得

起表扬!听不进批评’对孩子的错误必须实事

求是地给予适当地批评! 不失时机地指出其

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必要时

也要让他们尝试一下失败和挨批评的滋味’
使其在接受谴责的过程中认识错误! 悟出正

确的道理! 从而使之从小懂得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当然!在进行负面刺激时!必须适度和适

量’创设障碍情境时!要做到既能使幼儿产生

挫折感!又不能过度)过量!否则就会使之产

生恐惧感! 挫伤幼儿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另

外! 在幼儿经过努力取得成绩时! 要及时肯

定!使他们更有信心去面对新的困难’
三!引导和鼓励幼儿走出挫折的困境

挫折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引导孩子

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独立的意识和

坚忍不拔的品质’引导幼儿走出挫折的困境!
首先家长和教师在孩子遇到挫折时要给予谅

解)鼓励和必要的帮助!千万不能漠不关心!
更不能一味埋怨)批评’

孩子遇到挫折时除了给予谅解和鼓励以

外!我们还要恰到好处地进行引导!帮孩子分

析挫折的原因!使孩子在经历挫折时!能主动

面对!在挫折的磨炼中造就自己坚强的性格’
我带的班里有个叫卫卓群的小朋友! 由于不

会跳绳!连幼儿园的运动会也不想参加了!于

是老师一边教她掌握跳绳的要领! 一边不断

鼓励她(&不错!你已经能跳一个了!继续努力

你一定能超过他们.#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

群群由不会跳绳!到能连续跳几个!十几个’
正是在一次次战胜困难的过程中! 磨炼了她

的意志!增强了自信心’ 为了练好跳绳!两只

小手上竟磨起了四个血泡!最后!在比赛中跳

出一分钟"#’个的好成绩’
另外!面对挫折!还要帮孩子用合理的方

法适当发泄挫折情绪’ 当孩子的某些需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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