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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作用，以福州市M实验幼儿园3-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形

成干预组和对照组，以绘本教学实施作为自变量，幼儿情绪能力的家长评估作为因变量，通过前测、16周教学干预、后测及

数据分析进行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干预组幼儿在情绪察觉、理解、表达与调节等方面能力显著提升，尤其

是在情绪察觉和表达上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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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through Emotional
Guidance Picture Book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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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guidance picture book teach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compe⁃
tence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children aged 3-6 years in M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in Fuzhou City. Classes
in each grad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s. The study utilized a field experiment approach，with the im⁃
plementation of emotional guidance picture book teaching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level of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
tence development assessed by parent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included pre-test assessments，16 weeks
of emotional guidance picture book teaching implementation，post-test assessments，and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
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which received regular educational activities，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ll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competence，particularly in emotional perception and expression.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picture book teaching; emotional education

一、问题提出

幼儿期是人类生命中发展最为迅速和敏感

的时期［1-2]，各种能力和素质在这个时期初步建

立。在这个关键时期，情绪能力的培养被普遍认

为是塑造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关键要素

之一［3-4]。儿童情绪能力涵盖了对自己和他人情

绪的敏感识别与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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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控制和适当表达［5-6]。其主要维度包括情绪

识别与表达、情绪理解以及情绪调节，这构成了

儿童情绪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7]。幼儿情绪能力

的发展对于其全面成长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

系到心理健康、社交互动以及学业适应［8-10]。早期

情绪能力的培养为幼儿提供了有效的应对压力

和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关键基础，为其未来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12]。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

并非完全受到遗传因素的支配，更多地依赖于后

天学习和环境刺激的积累［13]。因此，幼儿情绪能

力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天学习机会和周

围环境的影响。这引发了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

境对于幼儿情绪能力的影响的关注。在这一背

景下，绘本教学作为一种潜在的情感教育工具引

起了广泛的兴趣［14-16]。绘本不仅仅是文字和图画

的结合，更是一扇通向丰富情感世界的窗户。情

感主题的绘本在促进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幼儿情感教育的重要媒

介［17]。通过绘本，幼儿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情

感表达，包括喜悦、愤怒、悲伤、惊喜等，同时也能

够与书中的角色一同体验情感的波动。

研究者葛琳［18]通过行动研究法对大班幼儿进

行绘本阅读活动，发现该活动显著提升了幼儿的

情绪能力。具体而言，能觉察自身情绪变化的幼

儿人数增加了46.8%，积极表达情绪的幼儿人数

提高了39.5%，自主转化消极情绪的案例增长了

13.1%，宣泄消极情绪能力的幼儿人数提升了

32.6%。同时，王薇等人［19]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

进行的情绪主题绘本阅读研究也表明，这类阅读

活动能有效增强ASD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这

些发现证明了绘本教学在促进幼儿情感识别和

情感理解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绘本中的情节和角色也常常涉及到情

感调节的过程，如处理冲突、解决问题、接纳变化

等。研究者王瑞钰［20]和杨洋［21]均采用干预组－对

照组的实验设计，考察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调节

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以情绪主题的绘本

教学能够增加幼儿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频

率。通过阅读绘本，幼儿可以观察到角色如何应

对各种情感困境，学习情感调节的策略和技巧。

这对于幼儿的情感调节和情感管理能力的培养

至关重要。通过模仿书中的情感表达和情感调

节，幼儿可以逐渐掌握如何应对自己情感上的困

难，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情感，从而建立

积极的人际关系。

总之，绘本教学为幼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情

感教育平台，有助于培养情感识别、情感表达、情

感理解和情感调节等关键情感能力。在幼儿期

这一关键时期，通过绘本教学，可以为幼儿的情

感能力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应对生活中的情感挑战，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为未来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绘本

教学对幼儿情绪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以更好地指导幼儿教

育的实际工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福建省福州市M

实验幼儿园的大、中、小各两个班幼儿为研究对

象，其中对照组为小五班、中二班和大三班，实验

班为小一班、中一班和大一班。研究征得幼儿园

和家长同意后，发放幼儿情绪发展能力量表。问

卷共发220份，回收214份，其中有效问卷200份，

有效回收率为90.9%。本次被调查对象具体分布

情况见表１。
表1 研究对象人数分布情况

组别

小五班

小一班

中二班

中一班

大三班

大一班

男生（人）

22

19

19

21

18

14

女生（人）

12

16

14

16

15

14

总人数（人）

34

35

33

37

33

2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林文婷编制的《幼儿情绪能力发

展量表》［22]，该量表是基于《3~6岁儿童与发展指

南》进行编制，适用于3-6岁幼儿。问卷共包含31

个题项，具体包括4个维度，即情绪理解、情绪察

觉、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四个维度与题号对应

情况如表 2 所示。题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4分

表示幼儿可以自己完成，3分表示必须有时提醒

和稍加提醒可完成，2分表示需要协助和提醒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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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成，1 分表示未出现或未曾观察该表现现

象。分数越高，表示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水平越

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4，表示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2 幼儿情绪能力发展问卷维度与题号对应情况

维度

情绪理解

情绪察觉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题号

9、10、11、12、13、14、15、16、17
1、2、3、4、5、6、7、8
18、19、20、21、22、23、24、25
26、27、28、29、30、31

（三）干预方案及过程

本研究在2022年5月至9月期间开展了基于

绘本教学的干预方案设计。我们通过跨学科团队

合作精心挑选了36本绘本（见表3），涉及情绪察

觉、理解、表达与调节等方面，确保每本书都适合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并能紧密结合他们的日常生

活。课程设计分为两个关键步骤：首先，我们建立

了标准化的干预活动模板，通过实验班教师设计

初步活动方案，并经过专家团队评审；其次，我们

明确每本绘本的教学主题和目标，并由实验班教

师基于这一模板撰写详尽的教案和活动设计。
表3 《情绪疏导绘本教学》方案

年级

小班

中班

大班

绘本载体

《我的情绪小怪兽》

《菲菲生气了》

《小情绪 大情感》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

《罗伯生气了》

《生气汤》

《我的情绪我控制—

了解我自己》

《我会表达自己》

《大声说出来》

《生气的亚瑟》

《兔小灰害怕黑夜》

《床底下的怪物》

《菲力的17种情绪》

《妈妈，我真的很生气》

《我为什么不高兴？》

《杰瑞的冷静太空》

《鲍勃的蓝色忧郁期》

《苏菲的愤怒选择轮》

《小阿力的大学校》

《阿文的小毯子》

《魔法亲亲》

《幼儿园的一天》

《我爱幼儿园》

《猜猜我有多爱你》

《一个黑黑、黑黑的故事》

《野兽国》

《走开，走开，坏情绪》

《并不坏的坏情绪》

《把坏脾气收起来》

《请不要生气》

《坏脾气的青蛙》

《亚历山大和倒霉、烦

人、一点都不好、糟糕

透顶的一天》

《坏脾气小精灵快走开》

《想哭的时候》

《拥抱你的坏情绪》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活动目标（对标指南）

1.情绪比较稳定，很少因一点小事哭闹

不止

2.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时，能在成人的

安抚下逐渐平静下来

1.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不高兴时能较

快缓解

2.有比较强烈情绪反应时，能在成人提

醒下逐渐平静下来

3.愿意把自己的情绪告诉亲近的人，一

起分享快乐或求得安慰

1.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知道引起自

己某种情绪的原因，并努力缓解

2.表达情绪的方式比较适度，不乱发脾

气

3.能随着活动的需要转换情绪和注意

活动模式

“六维融合”教学

法，集成绘本引导、

情 感 探 索（ 情 绪

屋）、戏剧互动、空

间创意、生活实践、

亲子协作六大要

素，旨在打造一个

全方位、互动性强

的情绪教育环境

干预实施阶段从2023年2月开始，持续至6

月，共计16周。在此期间，实验班教师遵循教案

进行教学，每周至少进行一次以绘本为核心的教

学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绘本阅读、角色扮演、情

感表达活动以及讨论与分享，旨在全面提升儿童

的情绪认知、表达能力、调节能力等。

（四）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探讨情绪疏导绘本教学

在幼儿情绪能力发展中的效果。研究的自变量

是实施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因变量是幼儿情绪能

力的发展水平，后者由家长评估确定。实验程序

如下。

第一，在福建省福州市M实验幼儿园，我们

选取小班、中班、大班各两个平行班。每个年级

随机分配一个班级作为干预组，另一个作为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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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实验开始前，向所有幼儿家长发放

《幼儿情绪能力发展量表》，以评估孩子们的初始

情绪能力水平。将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前测

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幼儿情

绪能力发展水平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的p值均大

于0.05，说明干预组和对照组幼儿的情绪能力发

展水平在 0.05 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对照组和

干预组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具有同质性，可

以进行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干预（详见表4）。

表4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前测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对照组n=100

M±SD

28.71±4.13

30.58±5.50

29.20±3.47

20.64±3.64

109.13±14.48

干预组n=100

M±SD

28.45±3.63

29.23±5.54

28.35±3.83

19.64±3.86

105.67±14.41

t

0.47

1.73

1.65

1.89

1.69

p

0.316

0.939

0.457

0.647

0.710

第三，对干预组幼儿进行为期16周的情绪疏

导绘本教学，期间涵盖了多种情绪主题和互动活

动。对照组幼儿则接受常规的教育活动。

第四，实验结束后，再次向家长发放相同的

量表进行后测，以评估干预的效果。

（五）数据处理与分析

收集到的数据将通过SPSS25.0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在情绪能力发展上

的差异。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结果比较

研究分别对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前、后测结果

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见表5）。结果表明，对照组

幼儿的情绪发展能力水平总分前后测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情绪察觉和情绪表达两个维度前后

测对比差异不显著；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两个维

度前后测存在显著差异。干预组的前、后测结果

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干预组幼儿的情绪发展能

力水平总分前后测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其四个维

度：情绪察觉、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均

具有极其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情绪疏导绘本教

学对干预组幼儿的情绪能力发展的各维度均有

促进作用。与对照组的中等效应量（Cohen’s d =

0.6）相比，干预组的大效应量（Cohen’s d = 1.02）

更强烈地支持了干预的有效性。
表5 干预组、对照组在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班级

对照组

干预组

检验变量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n/人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前测M±SD

28.71±4.13

30.58±5.50

29.20±3.47

20.64±3.64

109.13±14.48

28.45±3.63

29.23±5.54

28.35±3.83

19.64±3.86

105.67±14.41

后测M±SD

29.57±3.65

32.57±4.42

29.65±3.29

21.52±3.08

113.31±12.77

29.17±3.64

31.42±5.65

29.83±2.79

20.88±3.62

111.30±13.34

t

-1.99

-3.98***

-1.17

-2.38*

-3.00**

-2.36*

-4.65***

-4.16***

-3.38**

-5.07***

Cohen’s d

0.40

0.80

0.24

0.48

0.60

0.47

0.93

0.84

0.68

1.02

注：*p <0.05，**p <0.01，***p <0.001

（二）干预组和对照组重复测量结果比较

本研究通过5个2×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ANOVA）来探讨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对幼儿情绪

能力发展的影响（见表6）。分析考察了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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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测和后测）的主效应、组别（干预组和对照组）

的主效应，以及测试时间和组别的交互效应。以

下是对情绪察觉、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

以及情绪能力发展水平总分各维度的分析描述：
表6 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变化的 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情绪能力发展水平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情绪能力发展水平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组别

组别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组别

组别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组别

组别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组别

组别

测试时间

测试时间×组别

组别

自由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均方

62.41

0.49

5.45

436.81

1

78.13

93.12

26.52

5.61

112.36

3.24

33.62

2405.90

52.56

374.01

F

8.92**

0.07

0.51

37.05***

0.09

3.52

13.60***

3.87*

0.71

16.60***

0.48

3.62

30.36***

0.66

2.49

η2

0.04

0.00

0.00

0.16

0.00

0.02

0.06

0.02

0.00

0.08

0.00

0.02

0.13

0.00

0.01

注：**p<0.01，***p<0.001

在情绪察觉维度，测试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8.92，p<0.01,η 2=0.04），但组别主效应及交互

效应均不显著，表明干预对情绪察觉的提升作用

在两组间没有差异。在情绪理解维度，测试时间

的主效应显著（F=37.05，p<0.001，η 2=0.16），而组

别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所有儿童的情

绪理解能力均有所提高，且干预组的提升不因组

别而异。在情绪表达维度，测试时间主效应显著

（F=13.60，p<0.001，η 2=0.08），交互效应亦显著

（F=3.87，p<0.05，η 2=0.02），表明干预效果受到时

间的影响。情绪调节维度的测试时间主效应显

著（F=16.60，p<0.001，η 2=0.08），而组别主效应和

交互效应不显著，指出干预前后情绪调节能力有

所提升，但提升效果在干预组和对照组间是一致

的。情绪能力发展水平总分的测试时间主效应

显著（F=30.36，p<0.001，η 2=0.13），而组别主效应

和交互效应不显著，表明干预整体上提升了情绪

能力发展水平，且此提升效果在两组间没有显著

差异。

（三）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在不同年级上

的前后测差异比较

为了探索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干预对不同年

级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对干预

组和对照组幼儿的前后测得分进行了配对样本t

检验（见表7）。研究结果如下。

大三班（对照组）在情绪察觉、情绪理解、情

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各维度及总分上的前后测变

化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指示在无干预情况下，

幼儿情绪能力的自然发展变化不显著。相反，大

一班（干预组）接受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后，在情绪

理解（t =-3.19，p<0.01），情绪表达（t =-2.47，p<

0.05），和情绪调节（t =-2.52，p<0.05）维度上显示

了显著提升，而情绪察觉虽有所提高但未达到统

计学显著性（t =-1.69，p>0.05）。这些结果表明，

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对于促进幼儿特定情绪能力

维度的发展具有显著效果。

中二班（对照组）的结果显示，情绪察觉和情

绪表达的变化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然而，情绪

理解（t =-3.19，p<0.01）和情绪调节（t =-2.67，p<

0.05）维度以及总分（t =-2.30，p<0.05）的提升表

明，即便在对照组中，某些情绪能力维度也可观

察到显著的自然发展进步。与之相比，中一班

（干预组）在所有维度及总分上均显示出显著提

升，特别是在情绪察觉（t =-2.33，p<0.05）和情绪

表达（t =-2.12，p<0.05）维度的显著性差异突显了

针对性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小五班（对照组）在干预期间表现出在所有

维度上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随时间的自然成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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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干预因素的正面影响。对比之下，小一班

（干预组）在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维度上显示出

显著提升，而在情绪察觉和情绪调节方面的改变

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进一步验证了情绪疏导绘

本教学干预在特定情绪能力维度上的特定效应。

表7 干预前后不同年级幼儿情绪能力发展总分及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班级

大三班（对照组）

大一班（干预组）

中二班（对照组）

中一班（干预组）

小五班（对照组）

小一班（干预组）

检验变量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情绪察觉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总分

n/人

33

33

33

33

33

28

28

28

28

28

33

33

33

33

33

37

37

37

37

37

34

34

34

34

34

35

35

35

35

35

前测M±SD

28.97±4.04

31.27±5.50

29.42±3.22

21.82±2.80

111.48±13.45

28.32±3.51

30.25±6.05

28.57±4.07

19.50±4.52

106.64±15.72

28.97±3.84

30.09±5.13

29.21±4.11

20.27±3.28

108.55±14.26

28.73±3.35

30.11±4.87

28.86±3.42

20.38±3.42

108.08±12.95

28.21±4.55

30.38±5.92

28.97±3.11

19.85±4.42

107.41±15.73

28.26±4.08

27.49±5.50

27.63±4.03

18.97±3.70

102.34±14.58

后测M±SD

28.79±4.59

31.97±4.64

28.82±4.01

21.12±2.90

110.70±13.93

29.32±3.21

32.64±4.44

30.29±2.76

21.25±3.28

113.50±11.19

29.85±3.54

32.97±4.16

29.97±3.03

21.64±3.14

114.42±12.60

29.95±3.21

32.38±5.34

30.19±2.25

21.81±3.06

114.32±11.99

30.06±2.56

32.76±4.52

30.15±2.62

21.79±3.25

114.76±11.69

28.23±4.22

27.63±4.03

29.09±3.21

19.60±4.12

106.34±15.09

t

0.25

-0.84

0.94

1.09

0.37

-1.69

-3.19**

-2.47*

-2.52*

-3.47**

-1.17

-3.19**

-1.00

-2.67*

-2.30*

-2.33*

-3.25**

-2.12*

-3.15**

-3.69**

-2.44*

-2.84**

-2.10*

-2.88**

-3.12**

-0.06

-2.01*

-2.62*

-0.84

-1.90

Cohen’s d

0.09

0.30

0.33

0.39

0.13

0.65

1.23

0.95

0.97

1.34

0.41

1.13

0.35

0.94

0.81

0.78

1.08

0.71

1.05

1.23

0.85

0.99

0.73

1.00

1.09

0.02

0.69

0.90

0.29

0.65

注: *P <0.05，**P <0.01

四、讨论与结论

（一）学前期情绪发展：可塑性与教育干预的

重要性

本研究强调了学前期儿童情绪能力的显著

可塑性，与王亚鹏和董奇［23-24]在其研究中关于早

期经验对大脑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论断相一

致。尽管对照组在没有接受特定干预的情况下

显示出情绪能力的自然提升，干预组在情绪察觉

和情绪表达方面更加显著的提升表明，有目的的

教育干预可以显著增强这一自然发展过程。这

一发现与以往研究［25-28]相呼应，后者发现早期情

绪干预能够有效改善儿童的情绪和社会功能。

（二）情绪疏导绘本教学：有效提升幼儿情绪

能力发展的新策略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情绪疏导绘本作为一

种有效工具来促进幼儿情绪能力的发展。在我

们的实验条件下，干预组的效应量（Cohen’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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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明显大于对照组（Cohen’s d=0.60），这表明

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在增强幼儿情绪识别、理解、

表达和调节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这与以往发

现一致［29-31]，即通过训练可以促进幼儿的情绪能

力发展。这项发现呼应了情绪智力理论，该理论

认为情绪智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得到提升

的［32]。因此，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可以视为提高幼

儿情绪智力的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

（三）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干预效果的年龄差

异性

本研究揭示了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干预在不

同年级幼儿情绪能力发展上产生的差异化效果，

特别指出中班和大班幼儿相较于小班幼儿显示

出更显著的提升。这一结果突显了幼儿对于情

绪教育干预的接受度和反应性与其所处的发展

阶段紧密相关。特别是干预组的中班和大班幼

儿在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及情绪调节方面的显著

进步，这同时支持了已有研究对中班和大班幼儿

情绪能力训练的聚焦［13-15，18，20-21，27-30]。与此相反，小

班幼儿的特定发展特征可能导致其对干预的反

应性及情绪能力发展水平与中大班幼儿存在差

异，从而解释了本研究中小班幼儿效果的相对不

显著性。这一结果突出了实施情绪教育干预时

对幼儿所处发展阶段的考量的重要性，以确保干

预措施能够精准地满足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具体

发展需求。因此，未来情绪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需

更深入地考虑幼儿年龄特性及其对干预的反应

性，以调整和优化教育策略，确保幼儿情绪能力

在每个年龄阶段都能得到有效发展。

（四）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的方向

本研究在揭示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在幼儿情

绪发展中的潜在效益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

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有限的样本规模可能影响

了研究结果的统计功效和泛化性。其次，非随机

样本选择可能导致了选择偏倚，影响了结论的普

适性。此外，未能充分控制所有可能影响幼儿情

绪能力发展的混杂变量，如家庭背景和教育环

境。针对这些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应采用随机化

对照试验和更大的样本量，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

和结论的泛化能力。此外，探索情绪疏导绘本教

学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中的

效果，以及其在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性效果，将有

助于为幼儿教育提供更个性化的情绪教育干预

方案。

五、教育建议

本研究突显了情绪疏导绘本教学在促进幼

儿情绪能力，尤其是情绪察觉、理解、表达与调节

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不仅凸显了情绪教

育在幼儿早期发展中的关键性，而且为幼儿教育

者和家长在情绪培养方面提供了实用指导。

首先，强烈建议幼儿教育者将情绪疏导绘本

融入日常教学。绘本不仅能激发幼儿的阅读兴

趣，还能以轻松的方式教授他们识别和处理不同

情绪的技能。教育者需根据幼儿的年龄和发展

水平精心挑选绘本，并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

等互动活动来丰富教学内容。此外，建议采用情

绪艺术创作等方法，增强绘本的教学效果。

其次，家庭在幼儿情绪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因此，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情绪教育，比

如通过共读绘本、参与家长工作坊和家庭情绪日

记等活动。这些互动不仅有助于加强幼儿在家

庭环境中的情绪学习，还能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情

感理解和沟通。

考虑到幼儿情绪发展的多样性，个性化的教

育策略至关重要。教育者应识别每个幼儿的独

特情绪需求和学习风格，并提供适宜的支持和引

导。对于情绪表达上存在困难的孩子，更多的互

动式和体验式活动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

表达情绪。

此外，对教育者进行专业的情绪教育培训也极

为关键。这种培训应包括情绪疏导绘本的有效使

用、情绪智力理论、情绪管理技能以及儿童心理发

展知识等内容。这不仅能提高教师在情绪教育领

域的能力，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教学挑战。

最后，建议未来研究关注情绪疏导绘本教学

的长期效果，并探讨其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

济地位下的适用性。此外，结合其他情绪教育方

法，以研究综合教学策略的效果，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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