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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讲授提纲 

  福建师范大学  缪佩君 

0-6 岁儿童心理发展任务与应对策略 

一、第一阶段 0-1 岁    婴儿期 

（一）最重要的事：母婴连接 

 母乳喂养——降低最初的、原始的焦虑 

 如何喂奶？ 

 如何断奶？ 

（二）婴儿期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母乳喂养 

 断奶要讲究技巧 

 母亲的爱抚 

皮肤饥饿 

二、第二阶段 2-3 岁  幼儿期 

（一）自我意识发展期 

在两三岁的时候，孩子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孩子要表达自己的

愿望，心理学把这个发展时期叫肛欲期。 

 尿床怎么办？ 

 不合时宜的排便行为？ 

 肛欲期：快乐的主要来源在于排便 

 在这一阶段，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要按

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要求孩子，而是要努力思考、观察孩子，

与孩子交谈，发现孩子的想法。 

（二）幼儿期成人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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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合理训练孩子控制大小便； 

2、用巧妙的方法哄孩子入睡； 

3、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孩子们的游戏 

三、第三阶段 4-5 岁   学龄前期 

（一）心理学俄狄浦斯期的定义： 

女孩可能会出现内心趋近父亲的倾向，男孩可能会出现内心趋近

母亲的倾向 

1、学龄前期重要任务：学习自己同性角色的行为，学习与自己

不同性别的人打交道。 

 性别认同： 

 男孩：母亲-父亲 

 女孩：母亲-父亲-母亲  

 性别角色缺失带来的问题： 

 什么是角色缺失 

 父亲角色缺失： 

•  男孩：阴柔，缺乏阳刚之气  贾宝玉 

•  女孩：容易形成恋父心理 

 母亲角色缺失： 

•  男孩：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经验 

•  女孩：无法向母亲认同，缺乏女人味 

（二）成人应注意学龄期的心理问题： 

1、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情感投注关系，这对孩子

的心理健康特别重要。 

2、要让孩子摆正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3、学龄儿童特别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所以他有可能会模仿其他

小孩的口吃行为（137 早教秘密），要注意对待。 

4、要重视孩子的独立愿望。 

5、要鼓励孩子与同龄伙伴多交往，多在一起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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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特别理解、包容孩子的过失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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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亲子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一、亲子关系的基础——依恋形成（0-2 岁） 

（一）、什么是依恋关系 

婴幼儿在生命之初与其看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持久而强烈的亲

密情感关系。 

（二）依恋类型 

“陌生情境”实验 

1、安全型 

这类孩子与母亲在一起时能安静地玩，母亲在场能使小儿感到

足够的安全，此时他对陌生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能在陌生的环境中

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操作。 

2、不安全型 

这类孩子非常怕与母亲分开，每当母亲将要离开时就显得很警

惕，如果母亲要离开他(她)，他(她)就会表现出极高的反抗，会大哭

大叫，但当母亲回来后，他(她)对母亲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既寻求

与母亲接触，又反抗与母亲接触，即使是和母亲在一起，他(她)也

不感到安全，也不能积极地进行活动。 

    3、回避型 

这类孩子母亲在不在场都无所谓，即使欢迎母亲的到来也是很短

暂的，他(她)对母亲的离开及回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接受陌生人

的安慰就像接受母亲的安慰一样，这种是没有对母亲形成特殊的依

恋。 

（三）依恋关系的重要性 

幼儿时期的依恋关系会影响成人后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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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 稳定、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主观幸福     

⊙ 过于冷漠：挫折 

⊙ 过于热情和依赖：透不过气 

二、从依恋到分离——如何顺利渡过分离期（2-5 岁） 

（一）、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153 早教的秘密） 

父亲的介入可以避免母亲与孩子的过度依恋 

（二）入园分离问题 

如何缓解幼儿的入园焦虑 

（三）、分离之后的平稳期 

学习的重要时期，主要关注孩子的人际交往、社会兴趣、个人爱

好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成长。 

三、亲子关系的原则与技术 

（一）关系大于教育 

良好的关系指相对自由、和谐、彼此相互尊重的关系。 

良好的关系是教育的前提。 

（二）用成长、发展的眼光而非凝固的眼光看孩子 

未来大于过去 

允许每个孩子犯每个年龄应该犯的错误 

（三）教育方式大于教育内容  

不强调教育的正确与否，强调有效。 

四、如何建立规则 

行为规则 

内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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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犯错时，是帮助他建立规则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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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矫正技术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一、行为主义理论简介 

（一）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S-R 

（二）行为主义的关键概念：强化、消退 

（三）行为主义基本观点：巴浦洛夫、斯金纳、班杜拉 

（四）行为主义新发展 

二、常用的行为矫正技术 

（一）强化法  

正性强化原则，每当儿童出现所期望的心理与目标行为，或者在

一种符合要求的良好行为之后，采取奖励办法，立刻强化，以增强此

种行为出现的频率 

适应范围：多种行为问题，如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

神经性厌食等，以及新行为的塑造 

（二）系统脱敏法 

系统脱敏法是一种逐步去除不良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技术。将孩子

的不良情绪分为若干层级，让其逐级暴露于引起焦虑（恐惧）的实际

情境或实物前，并在暴露同时，给予阳性刺激（如给吃喜爱的食物），

使二者产生抵抗而逐步脱敏。例如，某幼儿怕狗，治疗开始，让他吃

糖果的同时，看狗的照片，谈狗的趣事，之后看远处关在笼子里的狗，

然后再分次逐渐走近狗笼（或将狗笼移近），直至消除害怕狗的情感

反应。 

适应范围：儿童焦虑症、恐怖症、神经性厌食等。 

（三）冲击疗法与暴露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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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疗法与暴露疗法均为以恐治恐的方法，亦是系统脱敏法的一

种变型。Stampf 1975 年认为，当病人体验到最可怕的恐惧时，看到

自己仍安然无恙，恐惧便会降低或消退。因此他提倡反复重现刺激，

让病人重新充分体验全部不愉快的情绪，从而使原来引起的症状逐渐

减弱，直至消失。 

适应范围：儿童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等。 

（四）代币制 

代币制又称标记奖酬法，是在病儿出现目标行为（期望行为）时，

立刻给予一种“标记”或代币加以强化，然后再将“标记”或代币换

取各种优待的一种行为矫正方法。 

适应范围：儿童多种行为障碍、情绪障碍。 

（五）放松训练 

认知、情绪、躯体、行为 

三、针对具体案例的行为矫正方案设计 

案例介绍： 

5 岁小红，早上吃饭太慢起码要一个小时。导致父母送小红去幼

儿园时经常迟到，家长甚至因为这个上班迟到被扣工资。家长对此非

常苦恼。 

根据上述情况，尝试用行为矫正技术对小红的不良行为进行矫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