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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主题绘本是幼儿情绪教育的重要媒介，选择绘本是教育实施的重要前提。目前，幼儿情绪绘本的选择依据模糊笼

统，3-6岁幼儿在绘本市场往往被归为同类绘本阅读主体。为细化选择标准，利用NVivo11.0分析软件对50本幼儿情绪绘本的

文本内容进行编码。结果发现，绘本内容中的情绪理解事件最多，情绪调节次之，情绪表达较少，且内部要素间存在明显的年

龄差异。因此，绘本选择需从浅表的“适龄圈”向内在的“适读点”聚焦，根据不同年龄幼儿情绪能力维度的发展特点，接纳幼儿

负面情绪，合理利用人际支持，从幼儿阅读视角出发，科学选择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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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lection of Children’s Emotional Theme Picture Books: Rooted in the
“Appropriate Reading Point”in the“Age Circl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NVivo11.0
LIU Hui-xian，DAN Fei

（College of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theme picture books ar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hildren’s emotional education，and the choice of picture book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t present，the selection basis of emotional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is vague and general，and children aged 3-6 are often classified as the target readers of similar kind of picture books in the market. In
order to refine the selection criteria，NVivo11.0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encode the text content of 50 children’s emotional pic⁃
ture boo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events were dominant in the content of picture books，followed by emo⁃
tional regulation and then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s among the internal elements. Therefore，
the selection of picture books should focus from the superficial“age circle”to the internal“reading poin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
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ability dimensions of different ages，we should accept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make rational use of interpersonal support，and scientifically select picture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Key words: children; emotional theme picture book;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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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情绪能力指个体能够感知、理解自己和他人

的情绪，恰当地表达和调节情绪，进行有效社交

的适应性情绪反应［1］。3-6岁是幼儿情绪能力迅

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个体后期成长和社会融入

有着重要作用。情绪主题绘本通过为幼儿呈现

有关某种情绪状态的故事，帮助幼儿能够识别自

己或他人的某种情绪状态，进而使幼儿表达和疏

解自己的情绪，是幼儿情绪能力培养的重要媒

介［2］。近年来，国内以情绪绘本为载体的幼儿情

绪教育研究正在日益丰富与完善，相关的行动研

究和实验研究明显增多，研究内容也从幼儿的总

体情绪能力逐渐区分出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

绪调节等内部维度。然而，研究者对于情绪主题

绘本的选择缺乏统一的取向和标准，选择依据不

免含糊笼统，科学性和合理性仍有待验证。以经

典情绪绘本“我的感觉”系列为例，多数研究者选

择该系列绘本作为教育载体。研究对象的年龄

跨度大（小班、中班、大班），研究内容的情绪维度

差异大（情绪的理解、表达、调节）。可见，目前的

情绪绘本选择虽然参考了适读年龄、参考书目、

绘本选择标准等诸多方面，但选择结果极易流于

表面，仅是落脚于情绪绘本的“3-6岁适龄圈”，未

能抓住绘本内容与目标年龄段幼儿发展相契合

的“情绪适读点”。

面对绘本市场中庞杂多样的情绪类绘本，

“适龄期3-6岁”不应是教育者选择绘本的唯一标

准，而是需要以绘本内容为基准，选择符合幼儿

心理发展特点的情绪绘本。笔者基于扎根理论，

运用NVivo11.0质性分析软件，选择50本具有代

表意义的3-6岁幼儿情绪主题绘本，扎根于绘本

的第一手文本内容，精读细读，归纳总结出幼儿

情绪主题绘本中的核心节点，分析绘本中不同类

型的情绪事件，为今后的幼儿情绪绘本选择提供

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幼儿情绪绘本的界定与选择

首先，综合考量已有的实证研究，科学界定

本研究中幼儿情绪绘本的基本概念。幼儿情绪

能力指其辨识、理解自己与他人情绪，进而自主

调节、控制和正确表达情绪的能力［3］。绘本由

“picture book”译成，指由文字与图画或完全由图

画组合而成的图画故事书［4］。因此，本研究中的

幼儿情绪绘本即通过呈现有关某种情绪状态的

故事，帮助幼儿辨识、理解常见情绪，引导其正确

表达情绪体验，进而调节情绪，提升情绪能力为

主旨的儿童图画故事书。

其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收集3-6岁幼儿

情绪绘本。线上通过查阅各大售书网站（淘宝、

亚马逊、京东、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老约翰绘

本馆）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百度、搜狗等方式

收集；线下通过查阅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情绪

绘本以及相关参考书进行收集。仔细筛选后，剔

除存在文化差异的绘本，最终选择“我的感觉”系

列绘本（全7本），中国第一套儿童情绪管理绘本

（部分），以及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美国凯迪克奖

等国内外奖项，在多个实证研究中建立专家效度

的情绪绘本，共计50本，见表1。其后，对全部绘

本的文本内容进行录入与整理，形成最终的文本

分析稿。
表1 情绪主题绘本书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书名

菲菲生气了

双味情绪

生气汤

我的情绪小怪兽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我为什么快乐

我好担心

我好难过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书名

我想要爱

我不会害怕

是蜗牛开始的

并不坏的坏情绪

小麻雀的快乐一天

胆小鬼威利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没有你，我怎么办

序号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书名

害羞的哈利

生气的亚瑟

我的秘密朋友阿德

你爱谁多一些

不再害怕独自睡觉

罗伯生气了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

幸福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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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我好害怕

我觉得自己很棒

我好嫉妒

我好生气

我会关心别人

我想念你

野兽国

巴比提的坏心情

难过的费洛洛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我最讨厌你了

我喜欢玩

杰瑞的冷静太空

陷入困境的克莱奥

床底下的怪物

我很善良

我不怕孤独

我不愿悲伤

野兽国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以上合计

凯能行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

不要哭，清楚地说

不怕被嘲笑

我喜欢我自己

我不要妒忌

你睡不着吗

我好快乐

50本

（二）绘本内容的编码

依托扎根理论，笔者通过NVivo11.0质性分

析软件对绘本材料进行处理和分析。NVivo11.0

软件是以编码为主要手段的定性研究工具，研究

者在研究之前，要搁置自身的倾向与先前想法，

不预先建立理论假设，而是从已有资料中归纳概

括出概念和命题，之后建构理论，是在经验事实

上抽象概括出理论［5］。

基于绘本本身的文学性与人物情绪状态的

情境性，笔者将50本幼儿情绪主题绘本的最终

文本分析稿导入NVivo11.0软件中，逐篇、逐句、

逐字精读。首先，在开放编码过程中，笔者对

每句话进行自由编码，若不涉及情绪状态则不

记录在内。对于内含多个节点的同一句话实

行特殊标记，并将相似内容或重复内容二次整

合。其次，在主轴编码过程中，笔者通过整理

已有自由节点，正式建立各类属之间的联结模

型，保证以编码划分情绪维度节点的准确性。

以绘本《双味情绪》为例，“既开心又伤心”“既

兴奋又担心”“既自私又友好”在语境和语义上

皆可界定为混合情绪，而混合情绪又属于“反

省的情绪理解”类属，则二级编码为“反省的情

绪理解”。

因此，经过开放编码（建立自由节点）、主轴

编码（建立树状节点）等多次反复循环调整，在保

证精准架构编码节点的前提下，最终形成3个核

心节点（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共计

1044个参考点，见表2。
表2 幼儿情绪绘本的核心节点编码

核心节点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材料来源

50

44

46

参考点数

405

278

361

树状节点

外在的情绪理解

心智的情绪理解

反省的情绪理解

正向言语表达

正向非言语表达

负向言语表达

负向非言语表达

积极调节

消极调节

中性调节

材料来源

39

19

11

27

15

18

20

42

11

2

参考点数

322

60

23

80

57

63

78

329

27

5

（三）编码的信度

为保证编码的信度，笔者进行他人的百分比

同意度和自身内部一致性的信度检验［6］。首先，

笔者自身间隔两周后，对同一份绘本文字稿进行

编码，并利用软件比较两次编码的结果，内部一

致性的比例为96.73%。其次，请一名学前教育专

业研究生对相同材料进行编码并与笔者的编码

进行比较，计算出两者的编码一致性的比例为

93.15%，编码的信度良好。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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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情绪绘本中情绪理解要素的节点

分析

幼儿期的情绪理解主要表现为幼儿对情绪

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进行解释，并对他人

做出适宜表达的情绪反应能力。本研究中的

情绪绘本包括三个主要的情绪理解层次，由最

低层次到最高层次依序作为外在的情绪理解、

心智的情绪理解以及反省的情绪理解。其中，

外在的情绪理解最多，建立322个参考点；心智

的情绪理解涉及60个参考点；而最高层次的反

省的情绪理解内容较少，占23个参考点，具体

内容见表3。
表3 幼儿情绪理解的树状节点编码

树状节点

外在的情绪

理解

心智的情绪

理解

反省的情绪

理解

参考点数

405

60

23

节点分类

愿望情绪

外因情绪

表情识别

信念情绪

线索情绪

道德情绪

混合情绪

材料来源

33

29

26

17

3

8

2

参考点数

135

105

82

48

4

19

12

1.外在的情绪理解

本研究中的绘本人物的外在的情绪理解主

要包括表情识别、外因情绪理解、愿望情绪理解，

共建立405个参考点，占比较大。

面部表情是人们情绪体验的外在表现。表

情识别指幼儿能够根据面部表情来推测个人的

情绪状态。本研究中共有26本绘本出现人物的

面部表情识别事件，正向情绪识别的次数少于

负向情绪识别。其中，涉及正向情绪识别的绘

本有11本，共32个参考点；负向情绪识别的绘

本15本，共50个参考点。研究表明，幼儿面部

情绪识别能力发展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强，对高兴、快乐等正向情绪的识别优于对生

气、害怕等负向情绪的识别［7］，且4-5岁是生气

情绪识别的关键期。因此，关于表情识别的绘

本相对适读于小、中班幼儿（3-5岁左右），如绘

本《幸福，在我身边》中描述了小春和妈妈从眼

睛、嘴巴、耳朵找到了“幸福”的故事，适合小班

幼儿；《我的情绪小怪兽》以颜色、表情为线索，

呈现出五种常见的情绪，有助于小、中班幼儿提

升情绪识别能力。

外因情绪理解指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体验作

出原因性解释和推断的能力。绘本中的外因情

绪理解共编码105次，在29本绘本中出现，对生

气、害怕等负向情绪的归因居多，包括家庭矛盾

（57）、社交问题（34）、自身经历（14）方面。如绘

本《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中，“我的弟弟鲍勃正

在房间里满地乱跑”是“我”脾气暴躁的家庭原

因；“饼干碎了、豌豆太烫了、身上湿湿的”是自身

的经历原因等。而正向情绪归因仅仅在绘本《我

为什么快乐》《我爱我家》《小麻雀的快乐一天》三

本书中出现。可见，目前的情绪绘本较少关注人

物正向情绪体验的归因及情境分析。已有研究

指出，3-4岁是促进幼儿对情绪外因理解能力的

关键期，4-6岁幼儿已经基本具备了对常见情绪

的解释能力。也就是说，与情绪外因理解相关的

绘本更为适合小班幼儿（3-4岁左右）进行阅读，

如《我为什么快乐》（19个参考点）。

幼儿知道某种情绪是由内心的愿望决定的，

称为愿望情绪理解。本研究的绘本材料中包括

被他人关注的愿望（63）、公平分配的愿望（39）、

兴趣满足的愿望（24）。可见，绘本中的人物最为

渴望家人、朋友的关心。如绘本《我不怕孤独》提

到的“大人们的背影总是忙来忙去”。其次是二

孩家庭中家长公平对待的诉求，以及自身兴趣需

要满足的愿望，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幼儿存在的主

要心理需求。从年龄角度出发，研究显示，大约

在3-5岁，幼儿能够理解同一件事为什么会让有

不同愿望的同伴产生不同情绪。3岁是儿童理解

愿望情绪的关键时期［8］。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多

数绘本展现出愿望情绪理解相关内容的原因，3-

6岁幼儿基本具备该维度的理解能力。紧密联系

幼儿的已有经验，有助于幼儿与绘本人物的内心

情感产生共鸣。

2.心智的情绪理解

心智的情绪理解包括了解以信念为基础的

情绪、以记忆为基础的情绪及隐藏情绪。本研究

主要涉及信念情绪理解和线索情绪理解。

信念情绪理解指个体对于情境与自己或他

人所持信念是否一致时所产生的情绪理解。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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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从4岁开始理解信念相关的情绪，到了6岁才

能普遍习得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9］。在50本情

绪绘本中，共有17本绘本涉及人物的信念情绪理

解，积极信念共建立13个参考点（如自信心、胜任

感、安全感），而消极信念则建立35个参考点（如

自卑、焦虑、担心）。从编码结果可以看出，3-6岁

幼儿的情绪类绘本倾向于帮助幼儿弱化自身对

消极情绪的信念感，进而完成幼儿积极情绪信念

的正向建立。例如，我的感觉系列绘本《我好担

心》中，主人公小莉一直在担心并没有发生的事，

像是“压倒房屋的大树”“生日蛋糕不够吃”“老师

找我麻烦”，长达12个参考点。而故事结尾“朋友

小玉”的出现消除了小莉的担心情绪。在满足故

事戏剧性、趣味性的同时，也间接暗示，幼儿可以

通过人际支持等情绪调节方式来纠正错误的情

绪信念。

线索情绪理解指个体根据特定的情景线索

对人物情绪进行识别或推断。研究表明，幼儿能

够逐步理解过去环境中的某些元素可以作为一

种线索式信息，当这种线索式信息再次出现时，

当时发生过的情绪会被再次激发，并且幼儿对高

兴情绪的线索识别能力最强［10］。在本研究的绘

本文字内容中，仅有《生气汤》《我好难过》《我会

关心别人》三本绘本提及线索情绪理解，绘本故

事中的主人公在看到他人身体受伤或遭遇挫折

后能够准确判断出相对应的情绪体验。不过，材

料编码数据中情绪线索的缺失可能与文字本身

的局限性有关，幼儿在与绘本内容紧密结合的插

图中更容易清晰直接地识别活动发生的情境，进

而判断人物情绪。

3.反省的情绪理解

反省的情绪理解包括：了解道德情绪、了解

混合情绪可同时存在。道德情绪指个体依据

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评价行为时产生的情

绪。在学前阶段，幼儿对道德情绪的理解能力

发展非常缓慢，要在9岁以后才开始有显著的

发展和提高。与幼儿的发展特点相符，绘本中

出现道德情绪的文本内容较少，相关绘本书目

主要有《我觉得自己很棒》（自豪、乐于助人），

我会关心别人（共情），《陷入困境的克莱奥》

（尴尬）等等。其中，助人为乐的道德情绪编码

次数最多，总共建立12个参考点。例如，绘本

《我觉得自己很棒》中：“帮助别人时，我感觉很

好”；绘本《我会关心别人》中：“帮助人的感觉

很愉快”；绘本《巴比提的坏心情》中：“巴比提

轻轻地帮瓢虫翻过身来，露出了微笑”。因此，

教育者不宜为3-6岁幼儿选择道德情绪事件过

多、过杂的绘本来开展阅读活动，可从贴近幼

儿实际生活的社会性情绪出发，既可以为幼儿

今后的道德情绪理解做铺垫，又能帮助幼儿建

立良好的同伴交往关系。

混合情绪理解指个体理解相同情境导致同

一个体的多种不同或矛盾的情绪反应。在社会

认知和社会知觉的共同作用下，儿童往往在8岁

左右才开始初步具备对混合情绪的理解能力，包

括存在冲突的情绪［11］。本研究中共有两本绘本

涉及幼儿的混合情绪理解：《双味情绪》和《害羞

的哈利》。其中，《双味情绪》描述了10种幼儿生

活中常见的情绪矛盾事件，如“丹尼尔一边为赢

了比赛而兴奋，一边担心自己会失去朋友”“凯文

担心朋友会嘲笑自己带着玩具熊睡觉，却又害怕

玩具熊自己在家会失眠”“卡蒂十分讨厌身上的

痘痘，但是很开心可以和小狗吉吉舒服地躺在床

上”等。该绘本借助幼儿的生活经历向幼儿解释

了复杂的混合情绪，有助于5-6岁幼儿初步了解

该情绪的基本特征。

（二）幼儿情绪绘本中情绪表达要素的节点

分析

情绪表达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概念较为一

致，指的是个体通过可见的方式向外表达自己

内在的情绪感受［12］327。本研究中的绘本人物在

情绪表达过程中主要采用言语和非言语两种

外显方式，非言语表达包括肢体言语表达和面

部表情表达［13］。在编码过程中，笔者对两种方

式的情绪正负性、强弱性进一步划分，发现文

本内容几乎不涉及强度较弱的情绪表达。一

是可能出于幼儿本身活泼外向的天性，夸张有

趣的情绪表达更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二是考

虑到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特点，识别隐藏情绪的

能力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能准确区分真实情

绪和表面情绪。该节点共建立278个参考点，

强度适中的负向非言语表达（48）最多，强度较

强的正向言语表达（3）与正向非言语表达（3）

最少，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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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情绪绘本中情绪表达节点及参考点

1.正向言语/非言语表达

本研究中人物情绪的正向言语表达包括高

兴（30）、爱（18）、感谢（13）、喜欢（11）、自豪（5）、

兴奋（3），共80个参考点，且在所有情绪表达节点

中编码数量最多，侧面反映出多数情绪绘本能够

有效引导幼儿通过言语来表达内心的积极情

感。在情绪强度方面，除绘本《巴比提的坏心情》

中“小松鼠”表现出较强的兴奋情绪之外，其他情

绪表达事件均强度适中。例如，绘本《我爱我家》

中：“嘿，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呦！我真的好爱好

爱我的家。”

人物情绪的正向非言语表达共建立57个参

考点，包括拥抱（23）、笑容（20）、蹦跳（12）、帮助

（8）、分享（4）。在《我很善良》《没有你，我怎么

办》《我爱我家》等13本绘本中作者多次为幼儿呈

现拥抱的情绪表达方式。如“朋友伤心时，我会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吉彼用力地抱住小狐狸”

“他们的拥抱好温暖，我感受到他们的爱”。在绘

本《你爱谁多一些》中，通过“两只小熊贴得太紧

了，让爱莉很难受”这样亲切生动的方式表现出

过于强烈的正向情绪表达，让幼儿明白爱不是自

私的，不能过度占有。

据研究，4岁幼儿虽然已经意识到在积极情

境中也需要使用情绪表达规则进行调节，但是表

达能力还比较差。从5岁前后开始，幼儿的正向

情绪表达能力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也就是

说，关于正向情绪表达的绘本对不同年龄段的幼

儿均起到情绪教育作用，尤其是处于关键期的大

班幼儿。

2.负向言语/非言语表达

绘本人物情绪的负向言语表达共建立63个

参考点。和正向情绪表达不同，情绪强度较大

和适中的负向言语表达编码次数较为均衡，分

别占33个参考点和30个参考点。可以看出，人

物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的表达更易激烈和放

大。其中，愤怒情绪言语表达的覆盖率达80%，

嫉妒与烦躁次之。在绘本《不要哭，清楚地说》

中，作者通过将冷静表达的小狗和言语冲动的

小熊进行鲜明的对比，幼儿能够在阅读过程中

清晰感知到负向情绪的正确言语表达规则，引

导幼儿像绘本中的小狗那样，用适当的言语表

达消极情绪。

负向非言语表达指幼儿通过面部表情、肢体

动作等方式表达内心的负向情绪。绘本中的消

极情境以愤怒情绪和害怕情绪居多，难过情绪次

之。文本中包括踢打物品（22）、摔扔东西（16）、

拉拽他人（9）等强度较大的表达方式，也包括躲

藏（17）、脸红（10）、发抖（4）等低强度的表达方

式。以愤怒情绪为例，《菲菲生气了》《野兽国》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分别描述了主人公“踢东

西”“烧毁房屋”“往墙上钉钉子”等过激的情绪表

达行为。对于害怕情绪表达，绘本人物往往是通

过“钻进被窝”“身体发抖”“手脚冰凉”等不具有

攻击性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具体内容可参考绘

本《不再害怕独自睡觉》《我不会害怕》《床底下的

怪物》等。

一般情况下，年龄较小的幼儿最常使用夸大

的情绪表达策略，也就是采用编码结果中强度较

大的表达方式；到了4岁，幼儿的负向情绪表达能

力已经开始发展，4-5岁是幼儿消极情绪表达能

力发展的关键期。因此，教育者可针对该阶段幼

儿的情绪发展特点，为幼儿选择培养负向情绪表

达认知、学习负向情绪表达规则的绘本。

（三）幼儿情绪主题绘本中情绪调节要素的

节点分析

情绪调节指个体从主观意志出发，采用一定

的策略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使个体的内在体

验、外显行为发生适应性变化，进而满足个体对

自身、外界环境的需求。情绪调节策略是幼儿实

现情绪调节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笔者通过对绘

本人物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行编码来反映相对应

的情绪调节。在50本绘本中，情绪调节策略包括

积极调节、消极调节和中性调节，并进一步分为

替代活动（103）、认知重建（97）、问题解决（65）、

人际支持（64）、情绪宣泄（27）、自我安慰（5），共

361个参考点，具体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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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儿情绪绘本中情绪调节的相关节点

情绪调节

替代活动

认知重建

问题解决

人际支持

情绪宣泄

自我安慰

参考点

103

97

65

64

27

5

概念界定

把注意力从消极的情绪事件转移到其他
缓和情绪的活动上

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或态度，从积极
的角度看待消极情绪

主动采取可能的措施解决情绪问题，摆
脱困境

积极寻求他人心理、语言和行为支持

用言语、目光、身体攻击或暴力拒绝等激
烈的、破坏性或伤害性的方式宣泄情绪

在行为和语言上以自我为导向的安慰

典型案例

《我不愿悲伤》：“当我悲伤的时候，我会去大浴缸里洗最
喜欢的泡泡浴，去草地上听我最喜欢的音乐”

《我不会害怕》：“所有的害怕原本都很正常，有时候害怕
能帮我们避开危险的地方”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你们可以尝试一起解决问题，可
以想办法正确地处理问题”

《我不怕孤独》：“我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一样的
兴趣和爱好”

《生气的亚瑟》：“它大吼一声，把床上的被子和枕头拉了
起来，所有的书都在房间里飞得乱七八糟，把玩具倒了
出来”

《我好担心》：“小丽担心时，会搓小花瓣的骨朵”

1.积极调节

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替代活动、问题解

决、认知重建和人际支持。替代活动一直是幼儿

调节自身消极情绪的主要方式之一，尤其对于处

于同伴交往转折期的4-5岁幼儿，是一种相对有

效的积极调节策略。而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幼儿

在同伴交往中选择避开冲突，侧面反映出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50本绘本里的人物共进行103次替

代活动，消极情绪主要发生在家庭、幼儿园等常

见场所，具体替代活动包括看书、画画、听歌、泡

澡、玩游戏、做手工等贴近幼儿日常生活的活

动。如绘本《杰瑞的冷静太空》中，杰瑞和妈妈用

油漆、泡沫塑料球、白色卡纸等材料共同制作了

一个冷静太空，在手工制作过程中排解了先前的

烦躁情绪。

问题解决策略对幼儿各方面的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4岁起，幼儿自我意识的萌芽促使

其主动解决问题，但能力有待提高。在20本涉

及问题解决策略的绘本中，只有少数绘本的主人

公独立解决情绪问题。如《我喜欢我自己》中做

错事后鼓励自己再试一次的小粉猪，更多的是主

人公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如《不怕被嘲笑》《手

不是用来打人的》《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等），或

是从家长的角度间接引导幼儿去模仿调整情绪

的处理方式（如《你睡不着吗》《并不坏的坏情绪》

等），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和能力发展水平。

文本分析稿中共建立97个认知重建的参考

点，分别出现在害怕（38）、难过（21）、孤单（19）、

妒忌（11）、自卑（5）、愤怒（3）六个消极情境中，且

现实生活中，认知重建也主要应用于消极情绪的

调节。心理学研究表明，幼儿在分析综合过程

中，把握事物复杂组成部分的能力较差［14］。幼儿

综合分析事物多面性的能力有待增强，较难“换

位思考”和变换角度考虑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儿童对事件的加工、分析能力不断提高，也更

容易用认知重建的策略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

可见，阅读关于认知重建的情绪绘本能够普遍提

高幼儿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能力，且年龄较大的幼

儿接受性更强。

人际支持的情绪调节策略在绘本中主要来

源于家人（31）、同伴（28）、教师（5），共64个参考

点。亲子情绪谈话有利于幼儿习得情绪表达规

则，处理日常情绪事件，促进情绪调节能力发

展。如绘本《生气汤》中，妈妈同霍斯煮了生气

汤，教会他以“吐舌头”“尖叫”“敲锅子”等方式调

节自身的愤怒情绪。向同伴寻求帮助是另外一

种人际支持方式，在调节情绪的同时，既可以拉

近幼儿的同伴关系，又可以增加合作、友爱等亲

社会行为。如在《不怕被嘲笑》中，大猩猩穆奇通

过向鬣狗、长颈鹿、树懒、瞪羚请教不被别人嘲笑

的办法，学会不去介意别人的眼光。

2.消极调节

面对冲突情境时，初入幼儿园的3-4岁幼儿

社会交往能力有限，再加上以往对于成人的依

赖，更多的是通过哭闹、发脾气等方式来吸引成

人的注意，也就是使用情绪宣泄策略，且男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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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更倾向于宣泄消极情绪［15］。11本绘本文本

中共出现27次情绪宣泄行为，包括哭喊（15）、动

作发泄（7）和言语发泄（5）。如绘本《野兽国》中，

马克斯和野兽狂叫、狂跳，发泄出不愉快的坏情

绪。到了4-5岁，幼儿的大脑前额叶迅速发展，控

制能力增强，情绪宣泄行为明显减少且持续下

降。可见，包含情绪宣泄策略的绘本相比之下更

加适读于小班幼儿或是控制力差、易失控的幼

儿，能够逐渐引导幼儿以积极的调节方式替代情

绪宣泄。

3.中性调节

自我安慰是一种中性的情绪调节方式。语

言安慰是指儿童用一些词语来安慰自己，而行为

安慰是指儿童重复无意的、类似的、连带性的肢

体动作。在全部绘本中，自我安慰是编码次数最

少的情绪调节节点，仅出现在绘本《我好担心》

中。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随着自身运动能

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吸吮手指等身体自慰行为

的逐渐减少，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也会随之弱

化［16］，3-4岁是弱化幼儿自我安慰行为的关键

期。因此，和情绪宣泄的调节方式类似，涉及自

我安慰调节方式的绘本更适用于3-4岁左右的低

龄幼儿。

四、教育启示

（一）针对幼儿心理特点，选择适读情绪内容

随着年龄增长，幼儿的情绪体验日益丰富，

心境不断转变，但其情绪能力及各个维度的发展

仍有待加强。教育者应遵循幼儿情绪能力的年

龄发展特点，将情绪绘本的选择标准从“年龄准

入”细化到“内容准入”，有针对性、顺序性、差异

性地确定幼儿情绪教育的绘本载体。

在情绪理解方面，教育者可从外在的情绪理

解、心智的情绪理解、反省的情绪理解等维度出

发；在情绪表达方面，情绪的正负性、强弱性及言

语/非言语方式都是情绪绘本的重要内容；在情绪

调节方面，应帮助幼儿逐渐习得问题解决、替代

活动、人际支持、认知重建等积极的调节策略，同

时也要结合幼儿的个体差异及不同的生活经

验。例如，从我国第一套儿童情绪管理绘本中

《我爱我家》提及的“爱与被爱、包容与接纳、信

任、信心、重视、尊重、安全感、理解和欣赏”可以

看出，该绘本相对适读于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较快

的中、大班幼儿，对于3-4岁幼儿在理解程度上有

一定的难度。

总之，结合本研究中情绪绘本三大核心节点

的编码结果，不同维度的情绪主题内容无疑是绘

本选择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平衡标准，教

育者还需根据不同年龄幼儿对绘本插图与色彩、

故事情节与结构、绘本材质等方面的偏好，综合

考虑绘本的选择。

（二）接纳幼儿负面情绪，合理利用人际支持

首先，悲伤、生气、害怕、担心都是个体的基

本情绪。负面情绪表达能力是幼儿释放压力、表

达诉求、向他人传递内心情绪体验、调节生理和

心理平衡的必备条件之一。然而在部分绘本中，

成人扮演着幼儿负面情绪的打击者与消杀者，向

幼儿传达“生气鬼没有朋友”“男子汉不能哭”“厉

害的大人从来不害怕”等过于绝对的情绪观，成

人的严格控制会导致幼儿逐渐隐藏消极情绪。

因此，教育者应选择有利于幼儿正确表达负向情

绪、疏导冲突情感的绘本，以一种包容的态度看

待幼儿的负面情绪。正如绘本《我好难过》中所

说：“和别人诉说自己的难过并不是什么难为情

的事，就算哭出声来也不要紧。”

其次，向成人或同伴寻求人际支持是3-6岁

幼儿处理负面情绪的常用调节方式，但过度依赖

他人的帮助不利于幼儿独立解决问题。因此，对

于不同年龄的幼儿，人际支持类的绘本也应符合

幼儿不同时期的身心特点。例如，小班幼儿倾向

于寻求家长或教师的安慰与指导，可阅读《我爱

我家》《我想念你》等鼓励幼儿勇敢向成人求助的

绘本；到了中班，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提高，学会向

同伴表达情感，绘本《没有你，我怎么办》《我不怕

孤独》等帮助中班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大班幼儿

情绪策略的运用日益复杂，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选择调节方式，可选择涉及多种情绪调节方

式的绘本，如《不怕被嘲笑》《我好担心》《巴比提

的坏心情》等。

（三）着眼幼儿阅读视角，寓教于情两者兼顾

儿童视角要求成人发现和理解儿童眼中世

界的意义，理解儿童如何主动建构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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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绘本中的幼儿阅读视角指绘本借助幼儿的

见识或语气来讲述情绪事件，从幼儿的叙事角度

来影响情绪变化的步调、式样、组织及心理意识

等。目前，成人往往比幼儿掌握着更大的绘本选

择权。部分家长和教师从成人视角出发，更多注

重绘本的识字功能、审美功能，更加关注绘本内

容是否能够“一步到位”地解决幼儿的情绪问题，

而忽视了幼儿的情绪体验度和绘本的阅读趣

味。因此，教育者需要尊重幼儿本位，选择兼顾

教育性和趣味性的情绪主题绘本。

结合Gillespie和Conner提出的幼儿绘本选择

标准，可将以下条件作为情绪绘本的选择依据：

首先，故事内容要贴近生活，与幼儿常见的情绪

相呼应，以期引起幼儿的共鸣，回想起自己的日

常生活体验。如绘本《我为什么快乐》共涵盖了9

种幼儿常见情绪，列举了30多个情绪发生的场

景，多是“扮鬼脸”“被蜜蜂蛰”“玩过山车”等常见

的生活情境。其次，故事主人公的形象要鲜明，

能具体表现某种情绪状态变化。最后，故事情节

要简洁有趣，能吸引幼儿注意力并以简明的情节

表现故事转折和情绪转变。如《鳄鱼怕怕牙医怕

怕》利用鳄鱼和牙医互相恐惧的矛盾情绪吸引幼

儿兴趣，在多次重复中简洁清晰地引导幼儿理解

情绪，并以牙医的幽默话语“所以你一定不要忘

记刷牙”作为绘本的结束，调节了幼儿对牙医的

恐惧心理，引导幼儿理解牙齿卫生的重要性。总

之，成人在选择情绪绘本时应综合评估绘本对幼

儿认知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情绪情感理解、

表达与调节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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