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儿童常见心理卫生问题》教学设计 

开 课

教师 

邱娜 开课班级 17 学前 3 开课时间 2018年 1月 3日 星

期三 第六节 

设 计

思路 

本次授课内容是，学前儿童常见心理卫生问题。本节课内容的掌握，

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的掌握学前儿童身心保健的要点。由于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学习兴趣较低，因此本次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视频展示、图片展示，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探究等等，力图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教 学

分析 

教材分析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包含了两大方面的内容，即生理和心理

的卫生保健。在前几章的内容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幼儿常见

的一些生理上的问题，并学会了如何处理。然而在幼儿园

工作过程中，我们的准幼师不仅要会处理幼儿的生理问

题，还要懂得如何应对幼儿的心理问题。所以本次课程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幼儿的一些心理问

题，并培养学生懂得如何帮助幼儿矫正这些心理问题 

学情分析 本次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学前教育专业一年级的学生，虽

然在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学前生理保健的知识，但他们对

学前儿童的心理卫生了解还不够充分，因此在课堂上有些

知识点需要做额外的扩展，希望通过此次课程丰富学生对

学前儿童心理卫生的了解，学会如何处理幼儿的心理卫生

问题。 



教学条件

分析 

我校硬件设施齐全，条件基础良好，在教学中能充分发挥

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因此所设计方案具有可行性并很有可

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 学

目标 

知识与技

能 

1. 知道学前儿童常见心理卫生问题的鉴别方法 

2. 初步掌握幼儿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及其表现 

3. 通过学习学会幼儿常见心理卫生问题的矫正策略。 

过程与方

法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密切，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要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例如直观法、案例分析法、

讨论法等等，使学生不仅掌握知识，更能懂得将理论与实

际相联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1、萌发学生正确的教育观和儿童观，懂得正确看待幼儿的

偏异行为； 

2、激发学习兴趣，体验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 

教学重点 学前儿童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及表现； 

教学难点 懂得如何帮助幼儿矫正心理卫生问题 

教法 讲解法、讲授法、直观法，案例分析法，讨论法 

学法 案例分析法、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学习法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 

（2 分钟） 

提问： 

请你们认真观察一下图片上

的幼儿怎么了？ 

 

讨论并回

答问题 

 

 

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出课

程主题 

用学习目标引领，逐步



教师总结，呈现教学目标 明确学习

目的 

展开教学，增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 

二、教 授

新课 

（一）心

理卫生的

概念 

 

 

 

 

 

（二）幼

儿常见心

理问题的

鉴别方法

（ 10 分

钟） 

 

 

 

 

1、心理卫生的概念（2 分钟） 

提问：为什么称之为心理卫

生问题，而不是心理健康问

题？或是心理问题？ 

总结： 

因为当我们把心理不健康的

人所表现出的行为，统一称

为心理卫生问题，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毛病”，指的是

一些不正常的行为。 

2、出示学前儿童行为偏异

的多发年龄阶段表以及图

片，学习如何判断学前儿童

是否存在心理卫生问题。 

 

（1）是否有某些行为表现：

即大多数儿童都有行为表

现，而这个儿童也有那么正

常的可能性就高。若同龄大

多数幼儿都有而他没有，或

学生回答 

 

 

 

 

 

 

 

 

 

 

学生讨论

并回答问

题 

 

 

 

 

 

 

教师总结 

 

 

 

 

 

 

 

 

 

创设情境，活跃课堂气

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 

 

 

 

 

 

 

 



 

 

 

 

 

 

 

 

 

 

 

 

 

 

 

 

 

 

 

 

 

 

大部分儿童没有而他有，那

么不正常的可能性就高。 

 

（2）行为表现的程度： 

即某些心理活动的行为表现

是多数幼儿都有的，但某些

幼儿表现的程度超出了大多

数幼儿的表现程度，也属于

不正常。 

 

（3）从个体的发展来看： 

即幼儿的生长发育具有不均

衡性，但总趋势是向前发展

的。如果幼儿出现长期停滞

不前或不进反退的现在，有

可能不正常。 

 

3.归纳总结： 

（1）不要用主观的、静

止的眼光看待幼儿 

（2）不要孤立的看待幼

儿的行为 

 

 

 

观察案例，

讨论回答

问题 

 

 

 

 

 

 

观看图片，

讨论，回答

问题 

 

 

 

倾听思考 

 

 

 

 

 

 

展示直观图片以及案例

和视频，联系学生生活

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促进学生对新知

识的理解。 

 

 

 

 

 

 

 

 

 

 

 

 

 

 



 

 

 

二、教 授

新课 

（三）幼

儿常见的

心理卫生

问题（15

分钟） 

 

 

 

 

 

 

 

 

 

 

 

 

（3）不要轻易下结论 

 

 

1. 情绪障碍： 

（1） 幼儿期恐惧 

表现：对特定的动物、人、

物品或情境所产生的过分的

或不合理的恐惧和回避反

应。幼儿期主要的恐惧对象

有生疏的动物、情境、陌生

人、闪光、阴影、噪声、黑

暗、孤独、梦境等。 

原因：父母和成人的恐吓和

幼儿的自身感受 

矫正： 

①家长和教师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以恐吓、威胁的方法

教育幼儿。 

②应积极鼓励幼儿投入所恐

惧的情境中，学会应对。 

③若恐惧程度严重，且持 

续时间长，则要专门治疗。 

 

 

 

 

 

 

 

倾听，思考 

 

 

 

 

 

 

 

 

 

倾听；回答 

 

 

 

 

 

 

 

 

 

 

 

 

 

 

 

 

 

 

 

 

 

组织学生听讲并回答问

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 

 

 



 

 

 

 

 

 

 

 

 

 

 

 

 

 

 

 

 

 

 

 

 

 

 

（2） 暴怒发作 

表现：幼儿在自己的要求或

欲望得不到满足，受到挫折

时，出现的大声哭闹、摔东

西、在地上打滚、自残（如

撞头、拽头发）等发泄怒气

的的过激行为。 

原因： 

①与幼儿的气质类型有关  

②家长的妥协，无意中强化

了幼儿的行为 

矫正： 

①处理的首要原则“冷处理”  

②教给幼儿正确处理情绪的

方式 

③成人做好表率作用 

 

 

（3） 选择性缄默 

表现： 幼儿在没有言语器官

损伤或智力发展障碍情况下

 

 

 

倾听思考 

 

 

 

 

 

 

 

 

 

 

讨论回答 

 

 

 

 

 

 

 

 

 

展示视频，用直观的方

式激发学生自主思考，

尝试解决问题。 

 

 

 

 

 

 

 

 

 

 

 

 

 

 

 

 

 



 

 

 

 

 

 

 

 

 

 

 

 

 

 

 

 

 

 

 

 

 

 

表现出的沉默不语，问之不

答或毫无反应的现象。  

原因： 

①受到惊吓、紧张、恐惧、

生气等精神因素引起的防卫

性反应。  

矫正： 

①对非器质性缄默幼儿，一

方面要消除精神紧张因素，

使幼儿能在轻松、愉快的环

境中生活和活动。另一方面

也不要对其予以过分注意，

避免逼其讲话而进一步造成

情绪紧张，鼓励幼儿参加到

各种游戏活动中去。  

②对症状严重的幼儿，应请

儿童精神科医生帮助治疗  

 

2. 睡眠障碍 

（1）夜惊 

表现：在睡眠中惊醒，突然

哭喊出声，两眼直视，并从

 

 

 

 

倾听思考 

 

 

 

 

 

 

 

 

 

 

 

 

 

 

 

 

 

 

 

 

 

 

 

 

 

组织学生听讲，回答问

题，图片展示，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 

 

 

 

 

 

 

 

 

 

 

 



 

 

 

 

 

 

 

 

 

 

 

 

 

 

 

 

 

 

 

 

 

 

床上坐起，表情恐惧，且伴

有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全

身出汗等症状。若叫他，不

易唤醒。发作持续数分钟，

过后可再入睡。醒后对此事

基本没有记忆。 

 

原因：多由心理因素引起，

如离开亲人到陌生环境，受

到成人严厉责备，睡前看了

惊险电影或听了情节紧张的

故事，或卧室空气污浊，手

压迫前胸，晚餐过饱等。鼻

咽部疾病或肠寄生虫病和癫

痫发作也可导致夜惊。 

矫正： 

①解除心理诱因和改变不良

环境。 

②及早治疗躯体疾病。 

③培养良好睡眠习惯。 

 

（2）梦游 

 

 

倾听思考 

 

 

 

 

 

 

 

 

 

 

 

 

 

 

讨论回答 

 

 

 

 

 

 

 

 

 

 

 

 

 

 

组织学生听讲，回答问

题，图片展示，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 

 

 

 

 

 

 

 

 

 



 

 

 

 

 

 

 

 

 

 

 

 

 

 

 

 

 

 

 

 

 

 

表现：在睡眠状态下起床行

走、穿衣、开门、来回走动、

搬杂物等简单或复杂动作，

可持续几分钟至数小时，随

后睡于床上或它处。梦游时

表情呆滞、神态迷茫、难以

唤醒。醒后对夜间行为多不

能回忆。  

原因：与幼儿大脑皮质抑制

过程不完善有关；身体疲劳、

精神过度紧张或过度兴奋是

其主要诱因，与机体疾病亦

有关系。 

矫正： 

①查明原因，排除机体因素

和药物诱发因素。 

②对非功能性患儿，消除心

理诱因。 

③发作时予以保护，清除房

间内的危险物品。 

 

（3）遗尿症 

 

讨论回答 

 

 

 

 

 

 

 

 

 

 

 

 

 

讨论回答 

 

 

 

 

 

 

 

 

 

 

 

 

 

 

 

 

 

 

 

 

 

 

 

 

 

 

 

 



 

 

 

 

 

 

 

 

 

 

 

 

 

 

 

 

 

 

 

 

 

 

表现：5 岁以上幼儿，仍不

能控制排尿。男孩多于女孩。

遗尿分原发性和继发性。原

发性遗尿指从小到大从未建

立膀胱控制。后者则曾建立

过膀胱控制，后又丧失。 

原因：主要与心理因素有关，

家庭教育不当，没有养成良

好的排尿习惯。  

矫正： 

①加强对幼儿自觉排尿的训

练，是基本的矫正方法。  

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③建立合理的作息制度。  

④以亲切、温和的态度对待

幼儿 

⑤及早治疗躯体疾病。 

 

3. 品行障碍 

（1） 攻击性行为 

表现：发作性暴怒、冲撞、

打人、咬人、踢人等。有的

 

倾听思考

并回答问

题 

 

 

 

 

 

 

 

 

 

 

 

 

 

 

 

 

 

 

展示图片，通过对比使

学生充分掌握此部分的

知识。 

 

 

 

 

 

 

 

 

组织学生听讲，回答问

题，图片展示，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 

 

 

 

 

 

 

观看视频，通过直观的

方式让学生了解攻击性



 

 

 

 

 

 

 

 

 

 

 

 

 

 

 

 

 

 

 

 

 

 

幼儿还可表现出“人来疯”

以引起他们注意。攻击性行

为多见于男幼儿。  

原因： 

①受到挫折是幼儿攻击性行

为等主要原因。 

②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 

③模仿  

矫正： 

①采用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 

②实施“冷处理”  

③教会幼儿如何与他人相

处，如何调节情绪，如何对

付挫折。 

④避开不良文化环境的影响  

 

（2）说谎 

表现：说假话，包括无意说

谎和有意说谎。 

原因： 

①年龄小认知水平低，在思

维、记忆、想象、判断等方

 

 

 

 

 

 

 

 

 

 

 

 

 

 

 

 

 

 

 

 

 

 

行为产生和行为表现，

从而激发学生自主思考

尝试解决问题。 

 

 

 

 

 

 

 

 

 

 

 

 

 

 

 

通过出示案例，使学生

区分有意和无意说谎，

加深对此概念的理解。 

 



 

 

 

 

 

 

 

 

 

 

 

 

 

 

 

三、梳理

总 结 （ 5

分钟） 

 

 

 

 

面，往往出现与现实不相符

的情况。 

②想象和现实混淆 

（3）矫正： 

①对无意说谎的幼儿，成人

不该指责，只需帮助幼儿明

白该怎么说即可。 

②对于有意说谎的幼儿，成

人要及时揭穿谎言。 

③成人的言传身教，为幼儿

树立榜样  

④消除心理压力  

 

 

 

1.出示思维导图，师生共同

梳理新知 

 

 

 

 

 

 

 

 

 

 

 

 

 

 

 

 

 

 

 

 

 

 

 

 

 

 

 

 

 

 

 

组织学生听讲，回答问

题，图片展示，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 

 

 

 

 

 

 

 

 

 

 

 

 

 

 

 



四、合作

探究——

案例分析 

学生观看视频，合作分析视

频中幼儿的心理卫生问题，

并回答问题 

 

 

 

小组合作，

思考探究

并回答问

题 

 

 

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

生巩固新知，做到学以

致用。 

 

组织学生回答问题，相

互评价，教师归纳点评。 



五、课堂

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幼儿常见心理卫生问题的鉴别方法以及三个常

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希望同学们能掌握这些内容，并且懂得正确看

待幼儿的偏异行为，当你某一天成为幼师时能用所学的知识帮助纠

正一些孩子的心理卫生问题。不因孩子的怪异行为而用有色眼镜看

待他，我们应爱一切的孩子，爱孩子的一切。 

 

六、教学

反思 

本次课程，在课前的准备较充分，师生互动较好，课堂氛围好，能

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但是，由于本班学生较为活跃，教

师要注意对学生问题的引导，避免学生把思维发散得太远；本次课

程安排内容过多，导致时间太仓促，后面内容来不及上完，今后，

应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同时，教师的语言应该精炼一点，经常带有

口头禅的一些表达，如然后、因为呢等等，应注意，并改正过来。 

七、板书

设计 

学前儿童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 

（一）、情绪障碍 

1.幼儿期恐惧：表现、原因、矫正方法 

2.暴怒发作：表现、原因、矫正方法 

3.选择性缄默：表现、原因、矫正方法 

（二）、品行障碍 

1. 攻击性行为： 

（1）敌意性攻击：言语辱骂 

     表现、原因、矫正方法 



（2） 工具性攻击：争夺玩具、物品等引发的攻击 

表现、原因、矫正方法 

2.说谎 

（1）有意和无意的概念：要意志努力和不要意志努力 

（2）有意说谎和无意说谎的概念 

（3）有意说谎的原因、表现、矫正方法 

（4）无意说谎的原因、表现、矫正方法 

3.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