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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研究述评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学前教育发展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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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心理学是一个新兴的心理学思潮%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对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研究学

前教育问题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从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现状*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四方面展开论述'研究现状重点从积

极心理学对幼儿发展的意义*对弱势儿童群体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启示以及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今后的研究要合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扩展研究的范围%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学前教育!幼儿!幼儿教师!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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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是
!"

世纪
I"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

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

.3,1

S

6+*

于
#IIJ

年发起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

倡导了解人的积极方面'

!"""

年%

.3,1

S

6+*

在(美

国心理学家)发表了名为(积极心理学导论)的文章%

正式提出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吹响了建立积极心理

学科的号角'

.3,1

S

6+*

提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

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主观层面上的积极情绪体

验研究!个人层面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和群体层

面上的积极组织系统研究'

.

#

/积极心理学把关注的

重点转向人类的优秀品质和积极力量%它高度重视

人自身所蕴含的积极思维方式%强调人的价值%体现

+以人为本,%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从中国知

网搜集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文

献%并进行整理和分析%主要从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研究现状*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四方面展开论述'

一"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总体趋势来看"如图
#

所

示#%积极心理学自
!"""

年产生以来%直到
!""B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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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C

年以后%相关研究呈现平

稳增长的趋势'虽然
!"#%

年以后%相关研究文献的

增长速度有所平缓%但是从数量上来看%相关研究的

热度依旧持高不下'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图
#

!

*积极心理学+主题检索总体趋势#年份$

图
!

!

*积极心理学+主题检索关键词贡献网络分析图

!!

由图
!

+积极心理学,关键词贡献网络分析图可

见%积极心理学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关注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是针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而针对幼儿和幼儿教师的研究很少'

图
%

!

*积极心理学+与*学前教育+文献数量图

通过主题词检索+积极心理学,

+*P

+学前教

育,*+积极心理学,

+*P

+幼儿,*+积极心理学,

+*P

+幼儿园,*+积极心理学,

+*P

+幼儿教师,所得文献

数量如图
%

所示'整体来看%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

学前教育研究总体数量少%起步晚%但大致呈上升趋

势"

!"#$

年研究数据不完整#'

二"研究现状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积极心理学视角

下的学前教育研究主要从积极心理学对幼儿发展的

意义*对弱势儿童群体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对幼儿

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启示以及对家庭教育的影响几

方面展开的'

#一$积极心理学对幼儿发展的意义研究

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

体验'积极情绪体验能够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抵

消一部分消极情绪%带给幼儿更多正面影响和积极

感知'

.

!

/积极的语言能够带给幼儿快乐和舒缓的情

感体验%使幼儿充满积极情绪和正能量%让人感受到

力量和信心%从而更加积极*乐观地生活'

积极心理学以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对幼儿的

身体*认知*社会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产生一定的

促进作用'首先%积极情绪可以加速人体内的新陈

代谢%加速新细胞的成长%促进幼儿身体的健康发

展!其次%教师可以通过鼓励和赞扬等方式%促使幼

儿充分发挥其主动性%挖掘其学习潜能%进而使幼儿

用接受和吸收的心灵来积极的思考%促进幼儿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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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

%

/再次%积极的情绪

能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尤其是幼儿人际关系的

进步%同时%能够丰富人际情感的多重体验%帮助儿

童适应环境%并创造积极的自我和陶冶儿童的高尚

品德'

.

F

/此外%积极心理学对幼儿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培养幼儿的兴趣*意志品质*健

全的人格等%同时%对幼儿的立志教育*挫折教育等

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

.

BAC

/

#二$积极心理学对弱势儿童群体心理健康教育

的启示研究

#?

积极心理学对残疾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残疾儿童是特殊的弱势群体%积极心理学对残

疾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残疾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应具有整体性%内容应该以

残疾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为主%此外%还应建立完

善的残疾儿童性心理健康教育系统'

.

$

/

!?

积极心理学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忧虑'目前%留守儿童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焦虑'积极心理学有助于治愈留守

儿童的+心理创伤,%帮助留守儿童形成积极品质*积

极能力和积极潜力%促成留守儿童的天赋和潜能的

发展'

.

JAI

/我们应该树立积极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目标%拓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完善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体系%加强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此外%还要完善积

极的社会制度系统%包括积极的国家制度系统*社会

支持系统和家庭系统'

.

#"A##

/

%?

积极心理学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

启示

与留守儿童问题相对应的%还有流动儿童的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促进流

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提倡运用全方位*全过程*全面

渗透*全员参与的途径%政府要规范和完善相关的政

策制度%提供对流动家庭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幼

儿园要积极接纳流动儿童%帮助流动儿童建立积极

的同伴关系%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内容%帮助其

获得成功体验*增加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同时%

还要注重家园合作%帮助家长树立和提高教育理念

和科学的育儿知识'

.

#!A#F

/

F?

积极心理学对灾后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自然灾害会对儿童带来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

不仅包括身体的伤害%还包括心理的创伤'积极心

理学为灾后心理重建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

#B

/积

极心理学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对心理紧张具有消解

的功能%在个体问题解决模式方面具有扩建的功能!

积极的人格对问题评价与认知建构具有良性的导

向!积极的社会制度是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社会支持

的有效途径'

.

#C

/

#三$积极心理学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启

示研究

积极心理学对幼儿教师的教学工作有重要的启

示'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积极心理学的视

角%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美术活动

中%教师要充分挖掘幼儿潜在的美感%更好地培养幼

儿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形成积极向

上的心理倾向'儿童文学担负着积极人格特质培

养*积极情绪建构的重任%教师要善于利用儿童文学

资源%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幼儿发展的价值'

.

#$A#J

/

其次%在教学评价中%教师要转变评价方式%采取平

等*灵活*易接受的方式积极评价幼儿%善于发现幼

儿的+闪光点,%以正面指导取代消极否定%让幼儿在

体验到自身价值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努

力改正缺点%取得进步'

.

#I

/最后%在班级管理中%幼

儿教师可借鉴积极心理学理论%创设和谐优美的班

级物质环境%建立良好的班级人际交往关系%给予幼

儿积极的情绪体验%同时%发挥家长及社区资源对幼

儿的支持作用'

.

!"

/幼儿教师应在积极心理学的指导

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幼儿和保

教工作!为幼儿创建适宜的环境%给予幼儿积极情绪

体验!构建良好的师幼关系%培养幼儿积极人格!借

助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发挥家长和社区的支持作

用%促进幼儿健康发展'

.

!#

/

此外%积极心理学为幼儿教师的自我心理调适

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进而提升幼儿教师的幸福

感'有研究表明%通过运用+幸福日?法,的方式%能

提高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从树立积极认知入手%塑造

幼儿教师的乐观主义人格特质!唤醒积极的情绪体

验%降低心理压力的负面影响!加强幼儿教师对自我

的肯定%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为幼儿教师提供一种

安全*自由而充满理解的环境%提升幼儿教师的个人

幸福感'

.

!#A!F

/

#四$积极心理学对家庭教育的启示研究

积极心理学在儿童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积极

影响'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优化家庭环境可

以培养幼儿乐观自信*积极主动*真诚友善等积极的

心理品质%从而更好地发挥幼儿的内在潜能%形成积

极的人格特质%提升幼儿追求幸福的能力'

.

!B

/因此%

我们应充分利用家庭因素%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和

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促使幼儿产生安全型依恋*促

进积极人格特质的形成!无条件地积极看待和接纳

幼儿%鼓励幼儿参与社会性交往!以正向引导为主%

建立亲子沟通的桥梁!重信守诺%培养孩子的良好品

质!开展适度的挫折教育%培养幼儿正确的面对

挫折'

.

!C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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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局限

目前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学前教育研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

#一$研究对象和主题涉及的范围有限

从研究对象来看范围有限'首先%从年龄层次

的选择上%表现出成人化取向'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对象大多数针对青少年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而

针对学前儿童群体的研究涉猎较少'其次%从研究

对象的选择上%大多数针对问题儿童%如%焦虑儿童*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等%较少涉及健康儿童%特别是

心理健康的儿童'最后%从研究对象的结构分布上%

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幼儿*幼儿教师%较少涉及幼儿园

管理人员*幼儿园准教师等其他学前教育工作者'

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涉及的领域有限'如%积

极心理学对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启示%已有研

究涉及到教师评价*班级管理*教师的自我心理调适

等方面%但是%对积极心理学在集体教学活动的开

展*课程设计和开发*区域活动的开展与指导*游戏

的设计与指导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猎'

#二$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

已有的研究大多只涉及到积极心理学对幼儿的

意义和影响%以及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启示'但

是%研究成果大多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操作性%如%

已有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学对培养幼儿的意志品质

等非智力因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教师如何运

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采取哪些途径和措施

培养幼儿的意志品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以期

为幼儿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

#三$目前积极心理学还缺少令人信服的实证研

究和纵向研究

目前%积极心理学与学前教育的研究大多停留

在经验层面%缺少实证性研究'积极心理学发展的

时间比较短%尚未能做出比较有影响力的纵向研究%

它的一些结论主要是基于有限的横向研究和一些理

论假设%然而%前者的价值远不及纵向研究%后者则

流于哲学的思辨%没有实践的检验和科学的支持'

因此%积极心理学若要增强生命力%还需大力加强实

证研究和纵向方面的研究'

四"研究展望

#一$积极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积极心理学教育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一些积极

心理学的研究者先后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开

展了积极教育研究%我国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起步

较晚%运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学前教育的研究%

涉猎范围更小%成熟的研究成果较少'我们应积极

了解国外的积极心理学发展现状%学习和借鉴国际

积极心理学发展和研究前沿经验%再根据我国的国

情和各地区*各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加以本土化%促进

我国学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扩展研究的范围

一方面%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积极心理学本身

就是关注人的积极因素%因此%研究不仅要关注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还要关注大多数的

健康儿童%还要关注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每一个人%

从而促使学前教育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要扩展研

究内容和主题的范围%运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和方

法%研究学前教育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丰富学前

教育的研究视角%完善学前教育的研究成果'

#三$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多停留在现状研究和描述解释阶段%

多采用文献法*经验总结法等方法%缺少实证研究'

我们要将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调

查法*访谈法*实验法*行动研究等方法%深度剖析积

极心理学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为学前教育工作者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仅仅十余年时间%积极心理学已经从一场心理

学运动升级为一门世界性的专业学科'我们要把握

时机%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促进积极心理学与学

前教育领域的结合与发展%将积极心理学更广泛地

应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中%促进积极心理学与学前教

育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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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综述

种模式借鉴奥尔夫音乐治疗方法%进行本土化尝试%

力求秉承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中医哲学基础%促进身

心疗愈'

#五$关注每个人的音乐体验和学习

葛卉老师论文(回归身体本源的音乐学习理论)

提出音乐实际上来源于人的生命本身%音乐学习不

止是为了获得一种技能%而是回归身体原初的感知

力%音乐教育不是培养对乐器的操作技能%而是唤醒

人原初的生命意识'谢呈博士(拉班-巴特涅夫+动

作理论在7体态律动2"德语区#中的运用$$$以中国

大鼓为教学手段的原本性音乐本土化尝试,)工作

坊%使用中国大鼓为媒介%帮助参与者体验音乐与动

作之间结合与转化的理解%通过拉班-巴特涅夫动作

理论分析动作与音乐间的联系%在解放参与者肢体

动作表达的基础上探索如何从本民族的媒介入手%

理解外来思想%继而融合并发展原本性音乐教育的

本土化'

三"民族化问题

李妲娜老师(秋思)工作坊从中国古诗词(秋思)

的教学入手%借鉴中国古诗词中诗歌*舞蹈*器乐融

为一体的特点%立足(秋思)一句一画%且与声音有密

切联系的特点%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多种艺

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感悟%探索用适当

的艺术符号表现感悟的意境和自己富有个性的创

意!葛卉老师的(就西安)工作坊立足于陕西本土文

化%结合动静*开合*刚柔等一系列对比元素的呈现%

运用渐进式的教学手法%通过节奏念白*即兴自由律

动*乐器合奏*歌唱及情境性表演等形式%将陕西地

方民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如皮影等#予以串联%慢

慢展开成一幅地方文化画卷%最终融合成大型表演

性作品!方曦老师(生机)工作坊将音乐欣赏与律动*

美术相结合%运用肢体律动对音乐的旋律*声部*层

次*节奏及音乐情感进行表达%把舞蹈与律动相融

合%并结合创作水墨画达成听*视*触觉统一%从而体

现感受体验表达的教学过程'该工作坊从本土化的

古代传说导入%感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即

中国元素的国际化表达!康涛老师(八种声势的本土

化运用)*罗翼和朱晖老师(杨梅歌)*王宝珊老师(身

体节奏打击与粤语童谣)*王志峰老师(中国鼓)*徐

博强老师(奥尔夫乐器合奏
%

找蛐蛐
#

)*张坤老师

(羌族婚礼)*周志娟老师(中国壮族扁担舞)等工作

坊都是将奥尔夫教育理念与中国各民族文化中的童

谣*诗词*民歌*民俗等相融合%进行本土化发展%令

人耳目一新'

此次大会立足奥尔夫原本性教育的本土化*人

本化*民族化发展%以开放的视野*丰富的研讨内容

和多样的研讨形式%为在场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搭建

了一个高端*专业*开放的学习交流平台%也为我国

开展原本性艺术教育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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