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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张华玲!闻
!

静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合肥
!

!&"I"#

#

摘
!

要!为探索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实验法和问卷法$随机选取某幼儿园中班共
'$

名幼儿

为研究对象以及幼儿所在班的
J

老师为实验合作者$以'中国第一套儿童情绪管理图画书(为载体对
!'

名幼儿实施情绪绘本

教学$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时采用'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问卷("教师评定#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进行前测和后测&研究结果

显示$实验组幼儿与对照组幼儿在基本情绪识别与理解)情绪的表达)情绪的调控和情绪的运用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实验组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各维度前后测存在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幼儿的情绪调节水平前后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研究结果

表明绘本教学促进了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绘本教学!情绪调节能力!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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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是情绪调节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时

期+

#B!

,

&绘本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在幼儿教

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幼儿在阅读绘本的过程

中$通过阅读与日常生活相似的情境$与绘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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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共鸣$产生-替代性经验.&幼儿会通过模仿$将

绘本主人公的行为方式)对问题的处理方式融入到

自己的行为过程中+

&

,

&对幼儿来说$情绪能力直接

影响着幼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国

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表明绘本对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

作用是无形的$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幼儿的心理

素质$为幼儿的毕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B$

,

&因

此$本研究通过对某幼儿园中班幼儿实施为期八周

的情绪绘本教学实验$探索绘本教学与幼儿情绪调

节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幼儿教师和家长运

用绘本提升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实践方面提供参考和

指导依据&

一"研究对象"工具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J

老师所在的中班
!'

名幼儿为实

验组$另外选取与
J

老师所在班级条件相当的另一

中班
!'

名幼儿作为对照组&两个班级人数相等$男

女比例相当&其中$对照组
##

名男生$

#&

名女生!

实验组
#!

名男生$

#!

名女生&所有受试者都是正

常发展儿童$没有智力发育或躯体残疾问题&

#二$研究工具

为了检测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状况$本研究

采用卢玲编制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问卷("教

师评定#

+

I

,

$问卷由
!#

道题目组成$要求教师依据幼

儿的现实情况作出选择&该问卷分为-情绪的识别

与理解)情绪的表达)情绪的调控和情绪的运用.四

个维度!问卷采用
D

级评分制$-总是这样.记
D

分$

-经常这样.记
'

分$-有时这样.记
&

分$-偶然这样.

记
!

分$-从来没有.记
#

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

分越高证明其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状况越好&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A%ID

&

#三$绘本选取

本研究根据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情绪调节能

力发展状况以及
K3..5;

>

35

和
E),,5+

提出的六项选

择儿童绘本的标准%

#

#有吸引人的图画!

!

#内容具有

趣味性$故事中人物的生活情境与现实生活接近!

&

#

故事内容在儿童所能理解的范围$即儿童认知能力

的理解!

'

#故事内容丰富有趣$让儿童看了能够有开

心的情绪$达到其效果!

D

#故事结构紧凑!

I

#故事的

语言符合幼儿语言发展水平+

%B#"

,

&研究选取了特蕾

西/莫洛尼"新西兰#创作的'中国第一套儿童情绪

管理图画书("全
#I

册#作为实验绘本&该系列绘本

是特蕾西/莫洛尼的经典成名作$主要包括-我好快

乐)我不想生气)我不愿悲伤)我不会害怕.四个部

分&'中国第一套儿童情绪管理图画书(是一套再现

&BI

岁幼儿情绪的优秀图画书$该图画书通过可爱

的小兔子的形象生动的表达了
&BI

岁幼儿所面临

的种种情绪情境&

#四$实验过程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探究情绪主题绘

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

"

#

#控制条件%相同的时间"八周#!前测相同&

"

!

#自变量%不同的教学内容000实验组%使用

绘本主题教学!对照组%传统教学方式&

"

&

#因变量%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

"

'

#无关变量%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的文化程度)

幼儿的学习态度等&

"

D

#因变量测定%'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调查

问卷(测量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

"

I

#实验处理%对照组不予处理$按传统方式教

学!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即对实验组实施情绪主题

绘本教学$分八周进行$每周两次$共
#I

次$每次
!D

分钟&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时进行前测和后测&

"

C

#数据处理%数据运用
;

>

;;#%A"/)+X3,Q)X;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

$

#绘本教学方案的设计思路%本研究在参考被

试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前测结果和阅读治疗理论以及

情绪智力理论的基础上+

##

,

$兼顾中班幼儿的情绪发

展特点$设计了一个以情绪为中心轴的中班主题教

育活动方案000我的感觉$详细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我的感觉&主题教育活动结构图

目标体系指导教育活动的进行$这里的目标体

系由总体目标)单元目标)具体活动目标三者组成&

其中$各单元目标依靠具体活动目标在教育实践中

完成与体现$而各阶段目标组成了总体目标&目标

体系关系到教育活动的质量和实施效果&因此$在

整个教育活动中制定一个适当的目标体系就显得尤

为重要&

本研究以情绪识别与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

!



!

总
&&

卷 张华玲$闻
!

静%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控)情绪运用等情绪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作为总目标$

并将各个目标细化到每个主题单元中$从而确保总

目标的有效达成&在本研究中确立目标体系不仅要

考虑幼儿的情绪发展能力方面的共同要求$而且要

从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和个体差异的发展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特性+

#!

,

&具体见表
#

&

表
#

!

%我的感觉&主题活动教育概述

主题

活动

教育目标

各单元目标 总目标

我好

快乐

#A

了解故事内容$初步了解他们的身边到处有快乐&

!A

能够正确识别开心的情绪$会用-开心.一词表达情绪&

&A

掌握表达快乐情绪的方法&

我不想

生气

#A

能够正确识别生气的情绪$能够用-生气.-愤怒.等词汇表达该情绪&

!A

理解自己与他人生气时的原因和感受&

&A

知道如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我不愿

悲伤

#A

能够正确识别悲伤情绪$会用-难过.-伤心.等词表达情绪&

!A

理解书中小兔子悲伤的事件$明白可能导致难过情绪的原因有哪些&

&A

掌握应对悲伤情绪的方法&

我不会

害怕

#A

能够正确识别害怕的情绪&

!A

理解可能导致害怕的情绪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A

掌握应对害怕情绪的方法&

#A

情绪识别与理解能力%孩子能准确地识别

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基本情绪$了解原因$理

解处于此种情绪状态的人的思想和作出的

行为$促进幼儿情绪理解能力中的各种亚能

力的发展$最终反映于幼儿情绪理解的总体

能力之上&

!A

情绪表达能力%能够用语言)肢体或其他

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并乐于表

达自己的情绪&

&A

情绪调控能力%掌握一些正确应对消极情

绪的策略$当自己或他人处于消极情绪时能

够运用这些策略来调节自己的心情&

'A

情绪运用能力%建立同理心和自信$用积

极的情绪来鼓励自己$帮助他人&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状况前测

为确定当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水平$为下一阶

段教育活动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参考依据$本阶

段通过问卷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的情绪调节

能力进行一个诊断性的评估$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两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前测差异检验

#

+Y'$

'

DZ7

$

维度 阶段
DZ7 8

情绪的识

别与理解

基本

情绪

复杂

情绪

实验组
#!A&&Z#AI#' B#AD%&

对照组
#&A&&Z#A!&#

实验组
%A!DZ#AI"& B#A"%$

对照组
%A%!Z#A!'"

情绪的

表达

实验组
#CADZ&A#'$

!

"A"C$

对照组
#CADZ#A$&'

情绪的

调控

自控

他控

实验组
##A"$Z#A%CD B"A!'$

对照组
##A!DZ#A"DD

实验组
#IA'!Z!A#D#

!

"A$!$

对照组
#DAICZ!A&$C

情绪的

运用

实验组
##ADZ#A%CC

!

"AI!'

对照组
##A"IZ#A!'"

从表
!

中可见$独立样本
8

检验显示$实验组和

对照组两组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各个维度没有显

著性差异"

E

#

"A"D

#$表明实验组幼儿和对照组幼

儿的情绪调节能力水平相当&

#二$实验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水平差异

检验

在对实验组幼儿实施为期八周的绘本教学活动

后$再次用'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问卷(分别对实

验组和对照组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水平进行测量

并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后测差异检验

#

+Y'$

'

DZ7

$

维度 阶段
DZ7 8

情绪的识

别与理解

基本

情绪

复杂

情绪

实验组
#'A%!Z#A#!$

&A&D'

$$$

对照组
#&A""Z"A!$%

实验组
#&A""Z!A%%D

&A$C!

$$$

对照组
#"A&&Z#A&'$

情绪的

表达

实验组
!#AICZ#A!IC

&A%%'

$$$

对照组
#$A#CZ#A&C#

情绪的

调控

自控

他控

实验组
#'A#CZ"AID#

&A'#I

$$$

对照组
##AICZ"A%&C

实验组
#%A"$Z#AD&C

&A'""

$$$

对照组
#IA""Z"A%%I

情绪的

运用

实验组
#'A"$Z#A''I

&AD"I

$$$

对照组
#!AD"Z"AC%&

!!

注%

$表示
E

%

"F"D

$

$$表示
E

%

"F"#

$

$$$表示
E

%

"F""#

$

下同&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在经过为期八周的情绪绘

本教学后$实验组幼儿与对照组幼儿在基本情绪识

别与理解)情绪的表达)情绪的调控和情绪的运用等

方面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E

%

"A""#

#&说明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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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幼儿&

#三$实验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前后测差异

检验

对实验组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前后测数据进行

独立样本
8

检验$结果见表
'

&

表
'

!

实验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前后测

差异检验#

+Y!'

'

DZ7

$

维度 阶段
DZ7 8

情绪的识

别与理解

基本

情绪

复杂

情绪

前测
#!A&&Z#AI#'

B!A&I$

$$$

后测
#'A%!Z#A#!$

前测
%A!DZ#AI"&

B&A%D$

$$$

后测
#&A""Z!A%DD

情绪的

表达

前测
#CAD"Z&A#'$

B&A#ID

$$$

后测
!#AICZ#A!IC

情绪的

调控

自控

他控

前测
##A"$Z#A%CD

B!ACI'

$$$

后测
#'A#CZ"AID#

前测
#IA'!Z!A#D#

B!AD'&

$

后测
#%A"$Z#AD&C

情绪的

运用

前测
##AD"Z#A%CC

B!AC%I

$$$

后测
#'A"$Z#A'II

由表
'

可知$实验组幼儿在经过两个月的绘本

教学训练后$其后测的情绪调节能力各维度的平均

数均高于前测&对实验组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状

况的前后测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8

检验后发现$实验

组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各维度前后测存在显著性差异

"

E

%

"A""#

#&说明实验组幼儿在经过一系列绘本

教学训练后$其情绪调节能力明显提高了&

#四$对照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前后测差异

检验

对对照组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前后测数据进行

独立样本
8

检验$结果见表
D

&

表
D

!

对照组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前后

测差异检验#

+Y!'

'

DZ7

$

维度 阶段
DZ7 8

情绪的识

别与理解

基本

情绪

复杂

情绪

前测
#&A&&Z#A!&# "AC#"

后测
#&A""Z"A!$C

前测
%A%!Z#A!'" B#AIC%

后测
#"A&&Z#A&'$

情绪的

表达

前测
#CAD"Z#A$&' B#A"#I

后测
#$A#CZ#A&C#

情绪的

调控

自控

他控

前测
##A!DZ#A"DD B!A&!'

后测
##AICZ"A%&C

前测
#DAICZ!A&$C B"AC%%

后测
#IA""Z"A%II

情绪的

运用

前测
##A"IZ#A!'" B#A#!'

后测
#!AD"Z"AC%&

!!

由表
D

可知$对照组幼儿没有接受绘本教学的

实验研究$在进行了幼儿情绪调节发展状况的后侧

后$发现虽然情绪表达)情绪调控和情绪运用等方面

的平均数提高了$但经过独立样本
8

检验后发现$对

照组幼儿的情绪调节水平前后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

"

E

#

"A"D

#$表明其情绪调节能力没有明显进步&

三"讨论与分析

总的来看$在幼儿园实施绘本主题教学活动能

有效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情绪识

别与理解)情绪的表达)情绪的调控和情绪的运用等

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表
&

$表
'

和表
D

显示$无论是对照组和实验

组$幼儿的情绪识别理解)表达和调控运用能力都得

到了提高$这和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认知能力

也随之发展也有关系+

#&

,

$但是仅实验组幼儿情绪

调节能力前测和后测的独立样本
8

检验中有显著性

差异&这是因为教师有计划有目的设计实施绘本教

学方案$通过组织集体绘本教学活动$以讨论的方式

和幼儿谈日常生活的亲身经历$以相关延伸活动如

绘本故事表演)绘画)手工和情绪日记等活动形式来

培养幼儿的情绪识别)理解表达)调控和运用能力$

在潜移默化中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得到大幅度提

高&例如$幼儿在教师指导下集体阅读了绘本'我很

快乐(后$故事主人翁小兔子快乐的暗示和快乐刺

激$激发了孩子快乐的意识$孩子们特别高兴&在讨

论时$孩子都争先恐后地告诉大家自己快乐的事&

有的说%我搭积木快乐$我上幼儿园快乐$和小朋友

玩快乐$和老师玩老鹰捉小鸡快乐$看图书快乐11

孩子很快就能觉察识别出自己愉快的情绪并能表达

出来&另外$通过延伸活动比如绘本故事表演$幼儿

根据绘本故事的情境情节$将故事主人翁小兔子的

快乐情绪的发生)表现等运用自己的语言)动作等表

演出来$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更直观形象地感受

到开心快乐$可以大声笑$可以跳一跳$可以唱歌$可

以穿件漂亮的衣服$可以把快乐传递给好朋友11

孩子们在表演中建立了同理心和自信$学会了用积

极的情绪来鼓励自己$帮助他人&再例如$生气是每

位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但中

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则是更会生气$因为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自我控制能力不是很强$而且他们的思维

具有自我中心的特点$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

别人的感受$常常会为了一丁点的小事情而生气&

绘本'我不想生气(结合故事中小兔子的各种表现$

'



!

总
&&

卷 张华玲$闻
!

静%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帮助孩子们知道生气是人们的正常情绪$要能更好

的大胆的表现自己的情绪$知道正确的缓解生气情

绪的策略$比如可以跑一跑)跺跺脚)深呼吸)和好朋

友说一说等&幼儿在绘本教学中掌握了一些正确应

对消极情绪的策略$当自己或他人处于消极情绪时

能够运用这些策略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和帮助他人&

因此$幼儿园通过组织绘本主题教学活动$幼儿

识别自己和他人情绪)情绪的表达以及消极情绪的

调控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

四"教育建议

#一$教师科学的教育观念是开展绘本教学活动

的导向基础

教师的教育观念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

它直接引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和走向&因此$在幼

儿园开展情绪教育活动前必须保证教师有科学的观

念&情绪能力是幼儿终身发展的重要素质之一+

#'

,

&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认为-智育至上.$

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全球文化的互相碰

撞$这种教育观念的落后性与局限性已经暴露出来&

首先$教育是育人的活动$不应该忽略其对教育主体

即人自身发展方面的价值!其次$重智育观念在幼儿

园的直接表现就是-小学化.$即过早教授幼儿书本

知识$但情绪教育与智慧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强行的

将两者分裂开来$只会严重的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教师必须摒弃传统的教育功利观念$重视儿童

情绪能力的培养$为儿童生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做

好准备&

#二$家长的支持与合作是教育的保障

研究证明$虽然幼儿园是幼儿教育的主阵地$但

家庭作为幼儿生活时间最长久)关系最亲密的生态

系统$家长在对幼儿的情绪反应以及家庭氛围等方

面都对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

此$要注意通过家长学校合作)家长委员会)家庭联

系等渠道$宣传情绪能力对幼儿终身发展的重要

性+

#D

,

!及时和家长交流沟通幼儿在园活动中的情绪

状况$引导家长关注幼儿的情绪变化和发展!让家长

坚持通过亲子阅读的形式将幼儿的教学活动在家庭

得到延续&

!!

#三$遵循孩子心理成长规律是教育的生命线

幼儿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水平

较低$自我体验不够深刻$但他们心理发展非常迅

速$为避免教育效果的昙花一现现象$幼儿园)教师)

家庭)家长需要持续地关注幼儿成长$运用绘本主题

教学活动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也需要不断

地)循序渐进地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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