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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内容概要

《国家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心理学》分为四编十二章，第一编简介幼儿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含有两章
；第二编讲述幼儿认知和言语发展，内含六章；第三编概述幼儿情绪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包括三章
；第四编介绍幼儿活动心理，内含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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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作者简介

陈帼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著有《学前心理学》、《
实用育儿百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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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幼儿心理学的一般问题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幼儿心理发展年龄特征概述    第二编  幼儿的认知
和言语发展第三章  幼儿的注意第四章  幼儿的感知觉第五章  幼儿的记忆第六章  幼儿的想象第七章  幼
儿的思维第八章  幼儿的言语    第三编  幼儿的情绪、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第九章  幼儿的情绪和情感第
十章  幼儿的个性第十一章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第四编  幼儿在活动中的心理第十二章  幼儿活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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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幼儿的无意注意占优势 3岁前儿童的注意基本上属于无意注意。幼儿的注意
主要还是无意注意，而且已经相当成熟，许多事物都能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容易引起幼儿无意注意
的诱因有两大类，即： 1.刺激比较强烈，对比鲜明，新异和变化多动的事物 例如，万绿丛中一点红，
鹤立鸡群，斑马线等因素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整个幼儿期，刺激强烈、对比鲜明、新颖的事
物对引起幼儿的注意有重要作用。如，电视、电影中新颖多动的画面，突然出现的镜头等都可以引起
幼儿的注意。幼儿的注意是以无意注意为主的，那些新颖多变、活动，刺激强烈的因素又是引起幼儿
无意注意的诱因，恰当地利用这些因素非常有利于对幼儿的教育以及幼儿教育活动的组织。 教师选择
和制作的玩具、教具必须是颜色鲜明，对比性强，形象生动，新颖多变的，只有遵循这一心理规律才
能吸引和保持幼儿的注意，有效地达到活动的目标。 要求教师说话清楚，符合儿童特点，同时说话要
抑扬顿挫。这样幼儿才能够听懂教师所说的话，并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恰当安排、布置教育环境，
既要避免繁杂干扰，又要能适当引起幼儿的注意，利于幼儿正常活动的开展。 教育内容、方法要新颖
，赋予各种容易引起幼儿注意的因素。 在恰当地利用这些新颖多变的因素对幼儿进行教育的同时，也
要考虑到这些鲜明、多变、强烈的事物在幼儿园的活动组织中对幼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凡是不需要
幼儿注意的东西，就不应该过于鲜艳、突出和多变。幼儿的无意注意占优势，有时老师手腕上的手表
带换了，也能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有一位幼儿园的老师烫了头发，孩子们都新奇地注意着她，老师
给幼儿讲故事，孩子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老师的头发上。所以，幼儿园教师在组织幼儿进行各种各样
的活动时，更要注意自身形象以及容易分散幼儿注意力的那些因素，如不穿奇装异服等，否则将影响
幼儿对活动保持注意。 在组织幼儿进行集体活动时，如果教室外面有强烈的响声干扰，那么幼儿也难
以维持其正常的活动，不能注意听老师讲的是什么。再如，幼儿不注意听老师说话，而一片喧哗吵闹
时，老师用提高声音的方法控制幼儿，有时并不能引起幼儿的注意，反之，老师突然停止说话或放低
声音，则会引起幼儿的注意。 2.与幼儿兴趣、需要和生活经验有关系的事物 幼儿兴趣、需要和生活经
验的丰富，使得幼儿对更多的事物产生无意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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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编辑推荐

《国家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心理学》既可以是学前教育专业大专、中专、职高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幼
教工作者及幼儿家长的学习参考资料。

Page 6



《幼儿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发货速度非常快，还没看
2、好书呀，因为考试需要买的
3、终于买到了，一直缺货的吧，好书
4、大概看了看，感觉还可以
5、书很好，质量和内容都不错，速度也很快！
6、基础扎实，实用
7、幼师培训的一本很经典的教材，再版了很多次，北师大的，权威！
8、拿到手感觉书的质量还不错，这本书通俗易懂，对于刚刚入门的人很适用
9、不错的一本教科书，很满意。
10、应该好好看完的，有机会再看看，学习一下
11、是正品，正在努力地啃。。。
12、书很好。、
13、很不错，女儿的老师说，这本书与学校正在学习的教材一样，因为女儿是转学过去，所以没有买 
到教材
14、家长可以看下自己的宝宝的思考模式，
15、一般般吧 两岁以下不适合
16、给姐姐买的，她从事幼教工作，听说不错。
17、不错，喜欢，正版书籍，超值！
18、为了我家宝宝好好学习，斗智斗勇！哈哈
19、书是老婆要我买的，收到后很满意，正品！
20、发货有点慢，但是书很好。
21、因为有孩子，所以看，觉得还是不错的。
22、还没看，整体看来还不错
23、对于要考教师资格证的朋友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
24、很好的书，很实用
25、不错，书不错，第一次在当当网买东东，感觉很好
26、还没看呢~应该不错
27、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从可读性、严谨性、层次性、系统性、实用性各个方面来说均属上乘。
快速上手入门该学科的好教材。
28、大概看了一下,挺好的,对我初学者来说是很有用的
29、运费太贵,应该免运费
30、幼儿师范类教材，更多地是教幼儿园老师怎么做，有些描述比较理论化。对幼儿心理特点的讲解
和提示，有一定帮助吧。但是感觉很多书写的比这更生动具体一些，更适合幼儿父母使用。
31、没来得及看,应该还不错的.
32、速度真心可以，跟**一起买的居然快了一天。包装不是很紧实
33、学习中，挺好的书，当妈妈的都该看看
34、不仅适合幼儿园老师读，更适合年轻的父母读！
35、书不错，很有用
36、研究幼儿的心理，储存育儿理论。
37、适合老师看
38、邮寄速度很快！书的质量一般，书的内容还没有看，书很薄，内容较少！
39、很实用哦  重点都标记好了   不错  欢迎广大顾客购买
40、书挺好的，用得着，这是运送途中把左上角整个压裂了，还好不影响阅读
41、书很好，是需要的内容
42、很好 很全面
43、提高修养
44、考试用书，不买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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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45、送给朋友的书，据说不错
46、还来不及看，借给朋友先看，她说很实用，对教育小孩很有帮助！
47、发货快，态度好。
48、快递很快，出乎我的意料
49、好象是培训保育员的教材，买来先学习一下，理论性强，师大出的就该有权威性
50、虽说对幼教是外行，但有几段看着还不错
51、这本书比以前买的那一本要深入，总体上感觉很好！！
52、书的内容很好，比较丰富
53、为了考试才买的，很实用，用语言言简意赅。
54、这本书真的不错啊，很好，
55、用于教学了
56、毕业写幼儿园建筑论文，此书作为写幼儿心理部分的参考书。此书初版年头有些远，虽然内容不
是非常新，也不是拿来就可以用，但作者是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通过这本书可以学习一些幼儿心理
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57、对幼儿的心理介绍的还行
58、爱你 因为速度很快
59、比较理伦化，，，不是我想找的那种，一般
60、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很实用！必备！准备买一套
61、获得很多教育孩子的知识
62、在学习中,应该对于初为人母的我还是有用的
63、送人等用，及时雨，呵呵
64、书的年代太久了
65、给朋友买的，她感觉很不错~
66、还在研读中呢！！！
67、真的很不错啊，通俗易懂，作为一名即将离校初入这个行业的人，真的很有帮助，。
68、这是我们学校的课本，理论性很强，不过对准备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69、好书，很好，学习到很多，满意！OK
70、正是所需要的书，好好研究
71、大概翻了翻，内容太简单了，学不到什么，希望出新版
72、可以帮助了解孩子心理，但个人感觉比较适合老师
73、这本说里对幼儿心理的各方面说的很详细具体。是一本教科书。。很权威。
74、正规教材  对我很合用  谢谢
75、货发得比较及时，包装完好、干净！
76、不论是早教从业者还是家长都值得一读
77、很好的教材。幼儿活动心理部分有具体操作的可能。
78、语言通俗易懂，可以身临其境去学习，那样效果会更好。
79、很好！很实用！推荐初做家长的父母们！
80、这本书很实用，另外送货速度很快
81、挺好的，对幼教工作者有很大帮助哦！
82、里面的内容写的很详细，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幼儿的心理问题，懂得怎么去教他们
83、送给朋友的，评价还不错！
84、挺好，速度挺快的
85、很不错的书，适合当妈妈的我！
86、可以，帮同事买的
87、很好很强大。~~~
88、教科书
89、一下子买了38本，给我的学生，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很满意。
且价格也不贵
90、很满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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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当当书城书真全
92、大概看一遍应该是不错的。
93、这个商品不错，老师必备啊
94、《国家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心理学》是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
初步掌握幼儿园教学工作必需的心理学知识，特别是幼儿心理的年龄特点、发展趋势，运用这些知识
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初步能力，逐步树立热爱幼教事业的专业思想和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作为教
材，《国家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心理学》内容包括：幼儿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幼儿认知和言语发展幼
儿情绪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和幼儿活动心理。
95、挺不错的 值得购买
96、心理学真是个好东西啊
97、是学校里的教材书
98、就是要自己去拿 男
99、学术性较强
100、哈哈哈哈哈哈，好
101、这本书很实用，质量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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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章节试读

1、《幼儿心理学》的笔记-第4页

        第四编：幼儿的记忆力
 
第一章：正确对待幼记忆力的培养

记忆是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再认、回忆的过程。
概括抽象、逻辑推理、创造性想象

第二章：良好记忆力的标准
1.识记敏捷：
2.保持长久：
3.记忆正确：
4.恢复迅速：

第三章：幼儿的无意记忆和有意记忆

幼儿期，儿童的记忆主要是无意记忆。因一些东西本身生动形象、具体鲜明，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强
烈的情绪体验。

第四章：幼儿的机械记忆和意义记忆

幼儿对理解的事物的记忆比对不理解事物的记忆效果好。
在发展幼儿的记忆力时，我们既要注意提高幼儿的机械记忆能力，同时又要注意培养幼儿的意义记忆
能力。

第五章：提高幼儿的有意记忆能力
（一）向幼儿提出一定的有意记忆任务和要求。
在讲故事之前，教师预先向幼儿提出要复述故事的要求；在游戏开展之前，要求幼儿先记住游戏玩法
、规则。
（二）使幼儿明确记忆目的，提高记忆积极性。
有位老师在第二次带幼儿参观动物园之前，事先告诉小朋友今天参观动物园时，要认真观察并记住大
象、长颈鹿和猴子的外形、动作及神态，回来要把它们画出来，送给没去参观动物园的小弟弟、小妹
妹，这就调动起了幼儿观察、记忆的积极性。
（三）在游戏中积极发展幼儿的有意记忆能力。
比如，在“开商店”游戏中，幼儿担任“顾客”，为购买到各种物品，幼儿会努力识记各种物品的名
称、外形特征及用途等等。

第六章：怎样使幼记得又快又牢
（一）给幼儿记忆的材料要生动、形象，具有趣味性。
（二）引导幼儿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当你告诉幼儿数字“1”象筷子，“2”象鸭子,“3”象耳朵，汉字“水”就象小河里涓涓流淌的三股
水时，幼儿就会将理解和记忆结合了起来，自然能记得又快又牢。
（三）使识记内容成为幼儿活动的主要对象。
（四）让幼儿更多的感受器官参与记忆过程。
（五）加强复习，防止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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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

2、《幼儿心理学》的笔记-第7页

        第七编：幼儿的言语 

幼儿言语的发展是幼儿整个智力发展的基础，是幼儿接受各方面教育的前提。因为，正是由于言语加
入幼儿的认识过程，才使感知对象被知觉得更清晰、完善，使得注意有意性更强，

 第二章：幼儿言语发展的特点

    幼儿言语的发展，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口头表达能力等四方面来分析。
    （一）语音。
一般地说，三岁幼儿掌握八百至一千个词，四岁幼儿可掌握一千六百至二千个词，五岁时可增加到二
千二百至三千个词，六岁时可掌握三千到四千个词。
在三、四岁幼儿所掌握的词汇中，绝大多数是名词、动词，还有部分形容词。到五、六岁，形容词大
量增加，其他各词类如副词、数词、量词、连接词、前置词等也逐渐被掌握、使用。
另一方面幼儿掌握抽象性、概括性较高的词汇数量逐渐增加，比如，在过去幼儿只掌握“老虎”、“
狮子”、“狗熊”、“猴子”等词，现在则掌握了概括这几种东西的词，即“动物”;过去只掌握“皮
球”、“娃娃”、“汽车”、“跳绳”等词，现在则掌握了概括这些东西的词，即“玩具”。
四岁左右，幼儿开始能够大量正确运用简单句
到学前中期，幼儿开始能够比较完整、连贯地进行叙述。

    第三章：为什么幼儿常常自言自语
内部言语是人们默默思考问题时为自己所用的语言，所以它比外部言语与人的抽象逻辑思维、行为自
觉性具有更直接、更密切的关系。
幼儿自言自语是幼儿言语从外部言语向内部言语转化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一）游戏言语。
绘画时，一边画，一边嘀咕，用言语补充画不出来的情节。
（二）问题言语。
例如，在拼图遇到困难时，幼儿就自言自语：“这个放到哪里呢⋯⋯不对，应该这样⋯⋯嗯，对了。
这是什么呢⋯⋯就放在这儿⋯⋯。”
三至四岁幼儿，游戏言语多些，问题言语很少；四至五岁幼儿则问题言语很丰富。
如果有的幼儿已经七岁左右了，还常常自言自语，那就该注意了，这可能真是一种病态，

    第四章：怎样培养幼儿正确的发音

（一）培养幼儿准确的听音能力。
（二）教会幼儿正确的发音。
用色彩鲜艳、形象生动的实物、玩具、木偶、图片，以游戏方式组织幼儿听与说，是行之有效的好方
法。如教小班幼儿练习区分“j”和“q”时，出现实物或玩具小鸡与白菜，老师说：“小鸡小鸡来吃
菜。”
在幼儿反复地说“柿“涩”的过程中，使幼儿很快掌握了“sh”和“s”的发音
如练习“z”的儿歌：“三个小胖子，穿衣扣扣子。红红帮冬子，冬子帮珍子，互相来帮助，都是好孩
子。”
（三）充分利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你们去问问她：‘小兔子，我穿的裤子好看吗？’”有意识让幼儿练习“裤”和“兔”的发音。

    第五章：怎样丰富幼儿的词汇

首先应该丰富幼儿那一些代表具体概念的词，然后，随幼儿思维的发展，逐渐再教给代表抽象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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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即先教幼儿掌握苹果、梨、柿子、桔子，大象、熊猫、松鼠、孔雀等一类比较具体的词，然后再
教水果、植物、动物等一类抽象性较高的词。从词类来说，首先要教幼儿掌握关于对象和现象的名称
，即名词，其次教幼儿掌握说明对象和现象的动作和过程的动词；而后再教幼儿掌握说明对象和现象
的性质、特点、状态、程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最后在幼儿掌握有实际意义的实词的基础上，教幼儿
掌握各种反映对象和现象之间关系的虚词，如介词、连词等。
幼儿都是在具体的感知活动中来掌握新词的，也就是说，是在通过听觉、视觉和触觉等感受器官，认
识客观物体的特征、性质的基础上掌握词义的。
如常识课，在教幼儿认识“水果”时，相应地教给幼儿“果皮”、“果肉”、“果核”、“光滑”、
“粗糙”、“酸”、“甜”等词；语言课，带幼儿观察秋天景色时，及时向幼儿介绍“枯黄”、“飘
落”、“枫叶”、“秋菊”、“果实累累”、“丰收”、“沉甸甸”、“黄澄澄”等等；在上美工课
时，也可结合幼儿接触的用具，教给幼儿“蜡笔”、“铅笔”、“橡皮泥”、“泥工板”、“毛笔”
、“水彩”等词。
一类是消极词汇，即幼儿能理解但不会运用的词汇，另一类是积极词汇，即既能理解又能正确运用的
词汇。
们要注意新词的介绍须与事物的具体形象紧密联系，使幼儿能正确理解词所代表的意义；另一方面，
要积极为幼儿运用所学词汇创造条件，启发和教会他们在各种场合中
比如，教了“枯黄”这个新词后，请小朋友用“枯黄”这个词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句子；教了“原来”
、“现在”、“刚才”、“前”、“后”、“左”、“右”等词后，可以带领小朋友玩“什么东西变
了位置”的游戏。
如吃饭时，教幼儿练习称呼主食、副食、餐具的名称；穿衣时，教幼儿叫出衣服和衣服各部分的名称
；游戏时，教幼儿正确描述出玩具和其他游戏材料的外形特征、用途；散步时，引导幼儿观察天空、
大地、庭院，说一说“蓝蓝的天”、“红红的太阳”、“百花盛开”、“蝴蝶飞舞”、“小鸟吱吱欢
叫”、“地面铺上了绿色的地毯”等等，使幼儿能理解和掌握的词汇，日益丰富和广泛起来。
经常给幼儿朗诵或讲读一些优秀的童话、儿歌、故事、散文，有益于幼儿词汇的获得、

    第六章：怎样使幼儿说话完整、连贯

比如，请幼儿用“美丽”一词造句，孩子可以说“动物园里有美丽的孔雀”，“院子里的花真美丽”
，但不能只说“美丽的孔雀”、“真美丽”等不成句的词组。
一方面是要注意给幼儿以正确的模仿榜样，老师说话要连贯、完整，不说“半截子”话，不前后颠倒
；另一方面是要坚持要求幼儿将话说完整说连贯，不能用手势、表情来代替某些词语，不能一会儿说
这事，一会儿又说那事。

3、《幼儿心理学》的笔记-第5页

        第五编：幼儿的想象力 

第一章：培养幼儿想象力的重要性
这种人对头脑中已有表象进行改组加工而产生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想象。

    第二章：幼儿想象的特点

（一）无意想象占主导地位，有意想象逐渐发展。
无意想象是没有预定目的，在外界某种刺激影响下不由自主地想象出某种事物形象的想象；有意想象
则有一定的目的性，是有目的的自觉主动的想象。幼儿的想象，主要是无意想象。
（二）再造想象占主导地位，创造想象开始发展。
再造想象是根据别人的语言描述或图形示意而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创造想象则是以新方式独立
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婴儿期只有再造想象，幼儿期仍以再造想象为主。

Page 12



《幼儿心理学》

比如三、四岁的幼儿抱着娃娃时，可能完全不进行想象，只是静静地坐着。当老师说：“娃娃要睡觉
，你们抱娃娃睡觉吧。”或者“哟，你的娃娃发烧了，带她上医院看看吧。”这时幼儿的想象才活跃
起来
（三）想象的内容由贫乏、零碎逐渐向丰富、完整发展。

    第三章：怎样发展幼儿的有意想象

（一）为幼儿准备有关某个主题的各种玩具和材料，使幼儿想象的方向逐渐能稳定在一定主题上。幼
儿游戏时，如能为幼儿提供“医院”的各种玩具和材料，他们可能一会儿拿起“听诊器”当医生，给
人瞧病，一会儿又拿起“针管”当护士，给人打针；一会儿又放下针管，去“挂号室”给人挂号，想
象的具体对象时有变化，但其想象的总方向却是固定的，都围绕着“医院”而进行。
（二）直接向幼儿提出一定的想象主题，要求他们围绕主题进行有意想象。
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形，让幼儿想象它象什么；听个简短的曲子，让幼儿说说听到了些什么。
按主题编故事或编故事结尾等等
（三）培养幼儿自己确定想象主题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其有意性想象的发展。
可以进一步要求幼儿不仅要明确提出想象主题，而且要计划好想象的步骤和方法。在游戏前，引导幼
儿先商议玩什么主题，再研究设哪些角色，定哪些规则等

    第四章：怎样培养幼儿想象的创造性

    幼儿想象中的创造性较少，主要是再造想象。
首先就是要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幼儿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第二，是要给幼儿以想象的充分自由，培养他们敢想、多想的创新精神。
第三，是要为幼儿提供驰骋想象的具体机会、条件，实际锻炼幼儿的创造性想象能力。
在上语言课时，讲故事讲到关键、曲折之处，可以戛然而止，让幼儿去想象故事将如何发展；
第四，是要教给幼儿表达想象形象的技能技巧。

    第五章：怎样使幼儿想象内容丰富

知识、经验是想象的源泉和基础。
 1.带幼儿参观游览当地名胜古迹、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纪念地，并讲述与之有关的传说、故事、
人物等；
    2.给幼儿看适宜的电视、电影、画书、画报、画片、画册等；
    3.假期带幼儿远足旅行，让幼儿认识祖国的名山大川、城市农村，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生活；
    4.让幼儿多看、多听一些童话、神话、科学幻想故事等等。
    此外，让幼儿多做游戏，多画写生画，也是丰富幼儿表象的二种好形式。总之，要让幼儿多看，多
听，多走，多想，多接触周围世界，扩大视野，丰富表象储备，为幼儿想象力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厚
实的基础。

4、《幼儿心理学》的笔记-第6页

        第六编：幼儿的思维能力 
第一章：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

智力是指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其中思维能力是核心。
思维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
思维是在感觉、知觉、记忆等过程的基础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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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思维发展的三种形式

所谓直觉行动思维，是指依靠对物体的直接感知和动作进行的思维。
婴儿不会先想好了再行动，而总是边做边想，例如，问婴儿怎样才能把桌子上的匙子拿下来，他并不
回答你，而是马上跑过去拿；请婴儿画张画，他们也不是先想好了再画，而总是边画边想。
    从三岁左右开始，儿童的具体形象思维逐渐发展起来。所谓具体形象思维，是指依靠表象，即具体
形象的联想进行的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是指依靠概念、判断以及推理而进行的思维。

    第三章：幼儿思维发展的特点

幼儿的判断、推理也是很形象的。他们常常按照事物表面的直观联系或者偶然的个别外部特点来进行
判断、推理。

    第四章：幼儿有抽象逻辑思维吗

    幼儿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
从学前中期开始，逐步出现了抽象逻辑思维
（一）幼儿不但能广泛了解事物的现象，而且开始要求了解事物的原因、结果、本质、相互关系等等
。
（二）幼儿思考力进一步发展，不仅能反映具体事物、事物的具体属性或可直接感知的表面联系，而
且逐步能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及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
五、六岁的孩子已能够准确运用野兽、玩具、水果、家具、交通工具等许多概念，而且能结合生活中
的大量事实，理解一些更抽象的概念，如会说：“他打针不哭，真勇敢。”“我们俩互相帮助。”“
别乱看了，上课要认真。”等。这里的“勇敢”、“认真”、“互相帮助”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不
少五、六岁的幼儿已能按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来进行判断、推理，他们知道火柴浮在水面是因为它是
木头的，重量轻，针沉到水底是因为它是铁的，重量重；他们还能猜中一些简单的谜语，可以理解“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
比如，幼儿只能理解“打针不哭”是勇敢，还不能理解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是勇敢。所以我们在教育
和教学中，既要重视培养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又要重视培养幼儿的抽象逻辑思维

    第五章：根据幼儿思维的特点进行教育

比如，先引导幼儿观察蒲公英和它的绒毛在空中飞舞的情景，然后就可以教幼儿理解掌握名词“蒲公
英”、“绒毛”，形容词 “雪白”、“洁白”，动词“飞舞”、“飘落”等。“风”、“雨”、“声
”、“磁”等是比较抽象的自然现象与科学现象，仅用口头讲解，幼儿难以理解，教师可采用具体形
象的方法，并且让幼儿亲手动动，亲眼看看，这样会使幼儿很轻松地掌握这些词的含义。如“风”，
可以拿汽球，对着纸片挤压其中的空气，让幼儿看到汽球中射出的气流吹动纸片的情景；如“声”，
可以把小纸人放在鼓面上，叫幼儿敲打鼓面，幼儿既可听到鼓声，又能看到小纸人在鼓面上跳舞的情
景。
切忌讲反话，或嘲笑、讽刺幼儿。
孩子只会“直听”、“正听”老师的话，而听不懂老师的“话中话”。
空洞的说教或嘲讽对幼儿心理发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应该努力避免。

    第六章：培养幼儿的抽象逻辑思维

要从丰富儿童的感性知识入手，发展他们的言语，教给他们正确的思维方法；并且通过智力游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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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方法，实际锻炼幼儿的思考力。
    （一）丰富幼儿的感性知识。
让幼儿多走、多看、多听、多摸，经常带他们接触大自然
让他们多看图书，画册、电视、电影等等
（二）发展幼儿的言语。
我们要培养儿童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必须发展幼儿的言语，注意帮助他们在广泛接触周围环境时，
丰富相应的词汇；在广泛的语言交往中，学习准确地运用词汇，学习完整、连贯地表达思想。
    （三）教给幼儿正确的思维方法。
计算“小明做了二件好事，小华比小明多做了二件好事，他们共做了几件好事？
（四）通过智力游戏、实验等方式，实际锻炼幼儿的思考力。
“摆春天”、“摆秋天”、“图片上哪些是动物，哪些是交通工具”、“把多余的一个拿掉”、“看
图编故事”；锻炼幼儿判断、推理能的智力游戏“谁先吃完西瓜”、“帮动物找妈妈”、“看图改错
”“怎样才能拿到苹果”、“怎样三刀把蛋糕力切成八小块”
比如给每一个小朋友一个塑料口袋，打开兜一圈，然后扎上口。孩子们会惊奇地发现塑料口袋鼓起来
了，“咦，塑料口袋怎么变成圆鼓鼓的了？”“它里面装着什么？怎么看不见？”
“放开口，怎么用手抓不住？”通过亲自的实验，孩子们感觉到了空气的存在，
例如“磁铁的本领”、“美丽的冰花”、“能变的温度计”、“有趣的聚光镜”、“追人的影子”、
“神奇的梳子”、“透明的玻璃”、“种子发芽”、“植物与水”、“摩擦生热”、“物体滑落”等
等，通过实验实际锻炼幼儿的思考力，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

    第七章：怎样教幼儿学会比较

    比较是幼儿思维的一个基本过程。
比较是幼儿学会分类、概括的前提。
1.幼儿还不善于找出物体的相应部分。
    2.幼儿容易找出物体突出的、直观的异同，但不善于找出物体细微的、本质的异同。
3.幼儿容易找出物体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但不善于找出物体的相似点。

1.教幼儿懂得比较是拿物体的相应部分来比。
比较两盆花，应该拿花朵与花朵比，叶子与叶子比，花茎与花茎比，花盆与花盆比。
2.教幼儿对要比较的物体，按同一标准进行分析，并将相应部分一一对应。
3.教幼儿学会全面、精确地比较物体，不仅能找出物体突出的、直观的异同，而且能找出细微的、本
质的异同。
散步时，比较杨与柳，楼房与平房，商店与书店的异同等等。
4.教幼儿不仅能找出不同点，还能找出相同点、相似点。

    第八章：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

    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的灵活程度，也就是平时常说的“机灵”。
关系到幼儿思维是否全面、深刻，解决问题是否新颖、有独创性。
中班幼儿的思维就开始具有一些灵活性，
首先，培养幼儿乐于动脑的好习惯。
经常向儿童提些问题和鼓励幼儿多提问题
一时难以自己解决的，可引导他们通过观察、实验、讨论等方法，在老师指导下，找到圆满的答案。
第二，积极鼓励幼儿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第三，引导幼儿多角度思考问题。
暂时神经联系越来越广泛，因之，对于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方形积木可以派哪些用场？”“羽毛球搁在树枝上了，有哪些办法可以把它弄下来？”上语言课
时，出示一张图片，要求幼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描述；给幼儿讲一个故事的开头，请幼儿各自续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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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发展等。
第四，启发幼儿灵活运用已有知识。
能使幼儿知识的迁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
当学了磁的性能后，可以请小朋友帮“老奶奶”找一找掉在地上的针；学过“2”、“3”、“4”、
“5”的组合分解后，让小朋友自己来给“6”、“7”、“8”、“9”组合、分解；学过10以内加减法
后,要求小朋友以最迅速的方法,从9条“小鱼”中拿出七条“小鱼”；待装饰画课学过对边折找中心的
知识后,在计算课讲“等分”之前，也可先请小朋友平分方形纸，平分蛋糕，以至平分香蕉；常识课学
过“透明”的知识后，语言课可要求幼儿不用“明亮”、“晶莹”，而用另一个意义相近的新词，来
形容玻璃窗。
如“对着说”、“词语接龙”、“什么东西洗洗吃？”等等，也有助于促进幼儿思维灵活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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