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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研究综述
王婷婷 

张家港市城北幼儿园

摘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将幼儿的情绪归属于健康领域下属的“身心状况”中，按照

情绪的向度划分，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向度。目前国内外有关情绪研究的书籍和文献不胜枚举，积极情绪属于情绪研究

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概念界定也有所雷同。但幼儿积极情绪体验这是一个崭新的词汇，本文将从情绪切入，对幼儿积极情绪体

验的概念界定、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分析探索“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研究趋势及空间，并提出本课题组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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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当人保持安定愉悦的

情绪时才能有身心健康，而具有良好情绪的习惯都与童年经

验有关。通过积极情绪体验活动，帮助幼儿在幼儿园常态的

一日活动和专题活动中，获得适宜发展，并能轻松应对入园

焦虑、幼小衔接、节后返园、疫情期及后疫情时代等特殊时期，

为幼儿一生的身心健康打下基础。

一、情绪研究的兴起与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概念界定

（一）基本情绪简述

情绪，一般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主观的有意识的体验和

感受，具有心理和生理反应的特征。

（二）情绪研究的兴起

情绪这一术语，按照蒙芮（1888）字典所述，来自拉丁文

e（外）和 movere（动），意思是从一个地方向外移动到另一

个地方。对情绪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

德到柏拉图，都发表了对情绪的认知。中国古代医学也探讨

了情绪，论证了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对身

体健康的影响。在《情绪心理学》一书前言部分提到：百年来，

中外哲学均把情绪看作非理性的、粗糙的、似动物的现象，

心理学沿袭了这种牢固的观点。

（三）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概念界定

积极情绪体验：这个词是课题组在对积极情绪进行深入

探究的基础上提炼的，课题中这个词是指《指南》指出的“情

绪安定”、“保持愉快情绪”、“恰当表达情绪”、“调节

情绪”四个核心经验。“情绪安定”指人的情绪状态不易随

外界 ( 或内部 ) 条件变化而产生波动的情况。“保持愉快情绪”

指保持基本情绪及社会情绪中的积极情绪。“恰当表达情绪”

指幼儿根据所处的环境表现出与之相匹配并强度适中的情绪，

消极情绪的恰当表达也是积极情绪体验的一种表现形式。“调

节情绪”指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做适度的调整，也是适应社会

现实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综上所述，情绪理论有十分清晰的发展史，由于其复杂性，

历来各派学说林立。课题组最终参考《学前儿童健康学习与

发展核心经验》一书中的概念，对“积极情绪体验”进行界定。

幼儿期的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情绪反应模式

和习惯，受益终身。

二、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研究的主题

（一）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因素研究

纵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影响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因

素诸多，很难穷尽列举，本文拟从微观系统、宏观系统进行

归纳。

1. 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包含了家庭和幼儿园两个主要系统，在托幼机

构中，保教人员和同伴也都会给幼儿的情绪发展带来影响。

因为教师的权威性会给幼儿带来童年的经验，而这种经验会

对后面人生有很大影响。卢森（Laursen，Hartup，& Koplas，

1996）等还进行了同伴影响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同

伴互动情境提供给幼儿很好的体验感情的机会——发展角色

取代和处理冲突的能力。

2. 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将从文化和传媒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文化影响

邓哈姆（Denham，1998）的研究指出：孩子通过观察父

母的情绪行为、在父母的引导下以及在父母对孩子的情绪回

应中，渐渐发展出文化情境下所认可的情绪表达规则。

（2）传媒影响

有研究指出：常看电视暴力的儿童，心情常是悲哀、沮丧，

而且女童看到大多数男性表现出攻击行为而自己无法做出此

种行为时，常会有无助感觉。（时荣华，台湾）。除了电视

中的暴力情景，电视广告也会给幼儿的情绪带来影响。

（二）促进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方法研究

现有研究中，促进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方法有很多，本

文主要介绍以下两方面：情绪识别法和情绪认知管理法。

1. 情绪识别法

（1）从面部表情判断情绪

表情是情绪的外部表现，是由脑和躯体神经系统支配的

骨骼肌运动。脑的神经过程、表情活动和内在体验三方面的共

同活动即是情绪过程（Izard，1977，1991）。伊扎德指出，面

部表情发生在微瞬之间。面部表情作为情绪的指标如何保持

其客观性是情绪测量方法制订中的核心问题。为此艾克曼和

伊扎德按照反馈理论，一方面着重于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血

管活动的客观测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对面部肌肉血管活动的

客观评定。艾克曼的“面部活动编码系统”（FACS，1976，

1978）、伊扎德的“最大限度辨别面部肌肉运动编码系统”（Max，

1979）和“表情辨别整体判断系统”（Affex，1980）等测量程

序保证了面部表情判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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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画面解读情绪

俗话说：“言为心声。”对于语言能力尚未完善的孩子来说，

绘画也是他们的心声。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画是一扇通往

他内心世界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可以窥见孩子的喜

怒哀乐、所思所想。孩子绘画作品中的每一笔、每一划，甚

至颜色的选择、线条的粗细，都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孩子真实

的内在情绪与性格。如：情绪积极向上的孩子更喜爱用暖色调，

明亮、温暖、热忱；而情绪低沉的孩子在绘画时，就会不自

觉地选用黑色、灰色、蓝色等冷色调；孩子绘画的线条粗细

均匀、力度适中，说明孩子当时的情绪是平和、稳定的；假

如线条强劲、反复加深，甚至将纸背都戳破了，就说明孩子

的情绪不稳定，等等。总之，画中的线条、色影、布局、比例、

图形，看似毫无规律，实际上大有学问，无不在向我们展示

着孩子的情感、情绪、气质、性格、心理变化、认知水平以

及兴趣爱好……

2. 情绪认知管理法

儿童心理学专家指出，孩子 6 岁前如果无法了解、认识

和学习掌控自身的情绪，就会导致负面情绪不断，对孩子今

后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可用以下方法引导孩子学会情绪管

理。

（1）孩子表达情绪的能力

①认知法：学会识别自身的情绪是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有意识地教会孩子了解并识别各种情绪，如快乐、愤怒、悲伤、

抑郁等，并教导孩子准确表达自身情绪。

②共情法：共情是走进孩子心灵的桥梁，让孩子感受到

大人对他情绪的理解，孩子才会愿意向大人敞开心扉。

③宣泄法：当孩子陷入不良情绪时，一定要教导孩子悲

伤的时候不必强忍泪水，愤怒的时候可以边跑边高声呼叫，

抑郁的时候要向爸爸妈妈或者好朋友倾诉，只要不伤害自己、

伤害他人，一切情绪宣泄都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

（2）孩子感受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

①接纳法：当孩子出现各种消极情绪时，家长要学会接

纳和理解，不要否定和压抑孩子的情绪。

②积分法：对于孩子的某些正向行为或情绪，如果表现好，

就积 1~3 分，当积分到某个约定的数字时，大人可兑现孩子

的一个正当愿望。

③契约法：对于家庭成员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家长与孩子可以制定一份“契约”，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都具

有约束力，体现了亲子之间平等、公正、尊重和诚信的关系。

（3）孩子应对挫折的积极情感

系统脱敏法：将引起孩子紧张、恐惧和焦虑的事物一点

点呈现在孩子面前，从局部到整体，逐渐消除孩子对这一事

物的不良反应，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助于帮助孩子

恢复并保持正常的情绪与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孩子表达情绪的“语言”有很多种，表情、

画画等都是孩子表达情绪、情感和对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

手段和媒介，在他人或幼儿自己读懂自身情绪的过程中，也

找到了很多专业量表，这些量表可以支持课题组在后续的研

究中进行专业的判断。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关于幼儿积极

情绪体验的影响因素、促进方法和活动都非常多，受篇幅限制，

文中仅仅摘选了部分相对权威和具有代表性的内容。

三、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研究的空间与展望

从文献梳理分析可见，情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

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也有一些案例型研究（家庭中幼

儿情绪疏导的案例居多），研究者们也都能从不同方面、不

同角度对情绪进行探索，内容丰富、问题具体、方法多样、

对象广泛。本段将根据目前查阅的文献，对幼儿积极情绪体

验研究中操作性、系统性进行简述，并谈一谈本课题组今后

的研究空间和思路。

（一）互动性

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在教师之间、同伴之间、与其

他成人之间构建起和谐的生态关系网络至关重要。在我国众

多关于幼儿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聚焦教师的研究似

乎不多。但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来看，教师对幼儿的情绪发

展影响力不可小觑。师幼互动中，教师给予幼儿的情绪暗示，

大大影响了幼儿的情绪。Shores 在 1999 年研究发现，那些与

人交往有困难，不能很好控制自己情绪的幼儿更容易被同伴

拒绝，更少得到老师积极的反馈。

空间与展望：根据已查阅到的文献情况，课题组将填补

由“关注情绪主体——关注情绪他人——关注情绪主体”这

样的一种研究空白，对幼儿与教师、同伴、其他成人的互动

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他们对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并梳

理成文，以供参考。

（二）系统性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都是课程，幼儿每天在日常生活、游戏、

户外锻炼等环节中也能获得丰富的体验。如：幼儿在玩音乐

游戏、选择玩具、排队下楼梯、轮流玩滑板时都可以体验延

迟满足学习自我调控。教师采用“我等在你后面好吗？”“好

朋友跟别人玩了，下次再找他”等等…… 

空间与展望：文献中提到了很多促进幼儿积极情绪体验

的活动，但大部分都是零散、碎片类的例子，没有很系统的

一日活动从早到晚详细的介绍。因此，课题组可以对这方面

的空白进行填补，将促进幼儿积极情绪体验的活动填充到一

日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幼儿期的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情绪反应

模式和习惯。课题组将以专业理论为基础，立足本园幼儿实

际情况，探索出“促进幼儿适宜发展的积极情绪体验活动”，

并在实践中予以实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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