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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3047.htm 自信心是一个人对自

身力量的认识和充分估计。它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期的自我意识处于从生理的自我向社会的自我过渡的时

期。这个时期的自我体验仍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期的痕迹，

以为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总是以自己主观的想法来解

释外界现象。幼儿对于自己力量的认识和自己可能达到的成

就估价就不免零星、肤浅、不稳定，完全从属于成人的评价

。因此，5、6岁以下有些幼儿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不足，只能

看作是尚未充分形成自信心，不能武断地认为是自卑感，因

为从自我发展史的整体上来说，幼儿期自我意识虽已萌发，

但尚处于朦胧阶段。在这生命早期，及早观察与发现幼儿自

信心形成的趋向，注意培植和塑造，防止骄傲、固执与退缩

、自卑等性格的发展及不良影响的侵袭，并通过有目的有计

划的教育影响，把自信心的发展引向健康积极的方向。 对自

信心较弱幼儿个别教育的做法： 一是爱。教师要热爱每个幼

儿，善于体察幼儿的特点、志向、需要和微小的变化。不仅

要关心他们的冷暖饥渴等生理需要，及时作出反应，而且要

满足他们的心理要求，给予亲切和蔼积极的支持，从而加深

师生之间情感的交融，使教师的期望较容易地为幼儿所理解

和接受。 二是找。寻找自信心较弱幼儿身上的发光点，使幼

儿认识自己的长处，相信自己的力量。人的能力资质有着许

多个侧面，所有的侧面都优越的人是没有的。优越面较多的

人容易形成自信心，优越面有限的人，只要在某些领域中保



持着坚定的自信，并以此作为心灵的支柱而得到补偿，也能

保持奋斗的勇气，不会完全丧失自信心，让劣等感埋没自己

全部的聪明才智。我们对9名自信心较弱的幼儿逐个分析优缺

点。发现有两人在舞蹈、体操方面动作优美、准确，就经常

请他们在集体场合领操、领舞；有两人在插粒游戏中构思新

颖，有创造性；一人计算反应迅速、准备；一人绘画有明显

的进步，两人热爱劳动，一做事认真负责。还有一人一时找

不出特长，就调查他最感兴趣的活动，从这方面给予支持鼓

励。我们从幼儿擅长的活动入手，注意寻找他们的进步和成

绩，常使幼儿得到积极的评价。 三是帮。自信心的建立主要

靠幼儿自身的努力，要多给幼儿独立活动和动手、动脑、动

口的机会。自信心较弱的9名幼儿中有6名经常上课不举手，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愧不如别人，害怕和人比较和遇到失

败，另一方面也由于上课时间短，积极性高的幼儿多，他们

常被忽视，得不到发言机会，认为举手也没有用。练习机会

越少，自信心越差，也越退缩，长此以往，更不敢发言，也

不想尝试了。我们尽量分组上课，扩大活动面，鼓励自信心

弱的幼儿多举手发言，肯定他们的勇敢和进步。同时改进教

学，注意选择形象生动的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让幼

儿做学习的主人，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训练能力，在多练中

获得较多的成功体验，以有利于自信心的提高。我们分别不

同对象，对幼儿实际存在的某一方面知识和能力的缺陷，也

不放松个别指导和帮助，并提供材料，动员家长给予辅导，

使他们较快地突破自己的薄弱环节赶上全班。 四是促。促进

幼儿的成就动机，提高幼儿的自信心。我们曾进行过两次实

验活动调查成就动机对幼儿自信心的影响。我们感到，在一



定程度上，成就动机能使幼儿激发出比平时更顽强的努力，

取得更大的成功。虽然短暂偶然的成就动机不能根本改变幼

儿的自信心，但是多次重复的成功体验必然会影响和促进幼

儿自信心的形成。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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