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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情能力对幼儿心理健康具有深刻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从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的现状展开研究，探究在培

养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出现的问题，根据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办法，从而增强对幼儿

共情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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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ability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young children.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empathy ability in 
young children, explore the problem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arents encounter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olutions based on the prob-
lems, thereby enhanc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empathy ability in young children and pro-
mo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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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研究的背景 

1.1. 共情的概念 

共情也被称为 EMPATHY 能力，又称同理心、移情等，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

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心理能力，简单而言，共情是指理解他人正在经历的情绪，自己也体验到类

似的情绪。“共情”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的，他认为共情是心理与变革的基

础，是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共情是年幼儿童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是幼

儿未来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1]”。共情能力是幼儿应该要掌握的在相互交流和合作

中发展的一种适应性的社交技能，是感知和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具有良好共情能力的幼儿能够及时感

知和判断他人的情绪、情感，对他人的感受产生共鸣，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而幼儿的共情能力就是

让他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学会换位思考，表达对他人的理解，共情能力有助于建立亲密的关系，缓解

冲突，培养幼儿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因此，3~6 岁是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幼儿社交发展的关

键期。 

1.2. 共情能力的相关理论 

1) 霍夫曼的共情理论 
心理学家霍夫曼是早期对共情能力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幼儿共情能力产生后往往要

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物我不分的共情阶段、自我中心的共情阶段、认知的共情阶段、超越直接情境

的共情阶段”[2]。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孩子跟随旁人的哭泣表现而采取哭泣进行回应，但这种行为是不具

备个人意识的本能行为。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孩子会以自己的意愿去体会他人的情感和帮助他人，但只

能感知他人表面上的情绪表现，并不能真正体会他人。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孩子能够真正体会他人的情

感，然而，共情能力并不高，无法完全正确体会他人的情感。第四个阶段的特点是孩子能够区分自己与

他人的情绪，能够在实际情况下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2) 科赫特的共情理论 
科赫特是自体心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他认为，所谓共情就是“替代的内省”，是“思考和感受另一

个人内心生活的能力”，其中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培养和分析幼儿的共情能力，需要教师和家长

从幼儿的立场上去体察和理解，感受幼儿的内心世界，倾听幼儿的需求和想法并及时做出回应，同时也

要在过程中注重培养幼儿的共情意识，能够做到简单体会和理解教师和家长的感受，与同伴合作交流，

包容理解[3]。 

1.3. 幼儿共情能力的必要性 

1) 赵陵波等人研究表明共情有助于抵制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和促进亲社会行为。个体的共情水平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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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有着重要关系，高共情个体展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性，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幼儿共情能力与

许多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如分享、合作、安慰的行为会增加，而低共情个体则表现

得更冷漠，也容易激发攻击行为[4]。共情能力可以让孩子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从而表现出善

解人意、主动帮助他人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攻击行为，这有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交环境，

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2) 共情能力可以有效激发个体的积极情感，有效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共情能力与个体的心理健康

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使孩子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在

个体的儿童时期，共情能力越高，儿童更能理解他人的想法与感受，从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可以

促使孩子具有善意和友爱的心态，抚平心灵的不安与愤怒等负面情绪，减少儿童自身攻击行为，拉近与

同伴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心理健康，增强孩子的自信。 
3) 在《3~6 岁儿童发展指南》中，共情能力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发展指标，这个阶段是儿童社

交技能和情感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5]。主要表现在感知和表达情感，社会交往和道德认知，儿童在这

个阶段开始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并能够感知他人的情感，他们会通过语言、表情和动作来表达自己

的情感，并对他人的情感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时他们会开始注重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学会合作、分享

和解决冲突，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并且能够根据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判断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 

1.4. 幼儿共情能力目前研究现状 

通过以“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为关键字检索，发现在各大论文网站上的对此研究的文献寥寥无几，

对“共情”方面的研究在学前教育领域也非常少，大多数文献只是提到要注意在教育活动中渗透培养幼

儿共情的意识，而没有对其作为专门的论题进行论述和研究，对于幼儿共情能力的概念的界定也较为模

糊。由此可见，对于幼儿共情能力培养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空缺，我们有必要了

解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的现状，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对于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和社会

交往至关重要，需要得到教师和家长引起重视，可是由于幼儿年龄较小，个体身心发展还处于不成熟阶

段，共情能力也未完全形成，常常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加上家长和教师缺乏对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的重

视和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因而导致其培养现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相关论文文献分析整理后，本研

究侧重于对当下幼儿共情能力培养中教师和家长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论述。 

2. 幼儿共情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对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方法缺失 

1) 缺乏共情意识，难以培养幼儿共情能力 
教师对幼儿共情能力的概念、发展阶段、培养方法等了解不足，难以有效地引导幼儿培养共情能力。

这导致培养幼儿共情能力过于表面化或片面化，从而使他们在培养幼儿共情能力时缺乏有效的策略和方

法，而在共情能力培养中常常忽视了幼儿的主体地位。“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在对幼儿一日生活进行观察

和教育引导时，未能将自身置于幼儿所处的特定情境中去体验和感受幼儿的内心冲突或困惑，而是从自

身角度出发并以自身的主观判断替代了幼儿的内心感受，未能在共情教育中充分体现幼儿自觉、自主、

能动和创造的特性”[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 
2) 注重知识传授，忽视情感教育 
教师在课程中过分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缺乏对情感教育的意识，而忽视了幼儿情感和社会性的

发展。这可能导致幼儿在情感方面缺乏关注和引导，影响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和全面发展。这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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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缺乏情感教育的规划和实施，没有开设专门的课程内容甚至很少在课堂中

进行渗透，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执行教育计划和目标，完成本堂课的教学任务，将注意力全部放到知识

输出的过程，而忽视了对幼儿情绪和反应的接收，倾听是教师与幼儿建立沟通的基础，有效的回应是教

师培养幼儿共情能力重要方式，因此与幼儿经常进行情感交流和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家园沟通能力较弱 
教师缺乏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未能有效的引导幼儿培养共情能力。家长是教师促进幼儿成长的重

要伙伴，教师没有及时与家长沟通幼儿的情感表达和行为表现而难以制订有效地培养幼儿共情能力的计

划。幼儿园和家庭都是幼儿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

良好的家园合作与沟通对培养幼儿的共情能力至关重要。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很多家长没能掌握科学

的教育方法和观念，忽视了对幼儿的共情能力进行强化和培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共情能力

的发展。 

2.2. 家长忽视对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 

1) 情感表达与回应不足 
家长缺乏情感的表达，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没有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可能导致孩

子无法理解和回应他人的情感。因为在遇到冲突时，孩子是很难冷静思考自己的不好，更难从他人的角

度理解问题，父母如果不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引导就会影响幼儿共情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父母缺乏

对孩子的关爱和陪伴，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意愿去陪伴孩子成长，没有与孩子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在适

当的时候与孩子交流，也不会给孩子送去温暖和关心，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难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会封闭与他人的联结，所以也很难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 
2) 缺少对孩子的支持与鼓励 
家长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和鼓励，这也会影响孩子发展共情能力所需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共情能力

需要一定的自信心和安全感作为基础，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可能会感到

自卑、不安和缺乏自信。这主要表现在父母否定孩子的努力和成就，孩子在尝试开启一段新的人际关系

或者处理矛盾时，家长没有给予肯定和支持，反而批评或忽视他们的努力，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认

可，进而影响其自信心。还有一点是家长过度保护孩子，不让他们体验负面情绪或社交冲突，这可能会

阻碍孩子发展理解和回应他人情感的能力，同时也不让孩子独立处理人际关系，这会让孩子失去锻炼自

己和成长的机会，不利于幼儿共情能力的发展。 
3) 没有树立良好的榜样 
家长没有成为良好的共情榜样，没有表现出理解和回应他人情感的行为，这会影响孩子学习共情技

能。家长在面对他人情感问题时表现出不解或冷漠，这会让孩子认为情感是不重要的，或者不值得理解

和关注，以及家长常常表现出不一致的共情，家长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表现出共情，但在其他情况下却无

法做到，这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如何和什么时候关注他人的情感，什么时候忽视，这也

是影响孩子共情能力的重要因素。 

3. 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的有效对策 

3.1. 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改进培养幼儿共情能力的方法 

1) 掌握科学的幼儿共情能力的培养方法 
教师可以通过故事、情境模拟等方式，引导幼儿体验他人的情感和处境，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换位

思考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共情能力的发展。“教师应将自身置于幼儿所处的特定情境中，拉近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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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距离，从而让幼儿真正感受到教师对他的关心和重视”[6]。教师要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榜样，引导幼

儿体验他人的情感，并逐步培养他们的共情能力，可以通过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哭泣、诉说、

绘画等方式，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情感和处境，培养他们同理心和换位思

考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共情能力发展。 
2) 重视对幼儿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平衡好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教师需要与幼儿建立良好的关系，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内心感受，在幼儿园一

日生活和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比如可以开张角色互换的游戏，可以让幼儿扮演“爸爸”、“妈妈”、

“老师”等，通过角色扮演，孩子可以深刻体验父母的角度和感受，以及父母照顾自己的辛苦和劳累；

让孩子扮演老师讲课时，老师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观察他的反应。角色互换扮演后，可以让孩子描述

一下不同任务角色的情绪状态并描述一下自己的感受。通过这样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情感，告诉孩子

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任何情绪都应该被接纳，包括生气、悲伤的负面情绪，建立一个情绪库，丰富

幼儿对情绪的表达，如失落、开心等，让幼儿能够找到准确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情绪，并逐渐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感。教师可以通过建立积极的班级氛围，鼓励幼儿相互帮助、关心和支持，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

温暖和互助精神，从而培养他们的共情能力。在课程内容中增加关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开设专

门的课程，重视幼儿情绪的反应并及时做出回应。 
3) 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 
教师需要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幼儿在家中的情感表现和需求，同时也向家长反馈

幼儿在园中的表现和情感需求。家庭是幼儿身心成长的主要环境，幼儿的共情教育离不开家庭和幼儿园

的共同参与，幼儿园应该加强对家庭共情教育的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讲座等方式，引导家长关

注幼儿的情感需求，帮助他们了解共情能力的重要性，并提供一些有效的培养方法，如通过亲子阅读、

游戏等方式，与幼儿进行情感交流和互动。同时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让家长明确共情教育的

目的和内容，形成家园合力，奠定培养幼儿共情能力的基础。 

3.2. 家长要加强培养意识，增加对幼儿共情能力培养的重视 

1) 重视情感的表达，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家长可以通过建立积极的家庭氛围，如互相尊重、关心和支持等等，来鼓励和支持幼儿表达自己的

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中，幼儿可以感受到被爱和被关注，从而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注重为幼儿创造

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理解，在这个环境中，幼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不会受到批评和指责。 
2) 鼓励和支持幼儿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首先家长应该为幼儿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理解。在这个环境中，幼

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会受其批评或职责。当幼儿表达自己地情绪时，家长需要认真倾听，

并尽可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不要随便打断或者批评幼儿，而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重视和理解。

鼓励幼儿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情绪被接纳和支持，比如可以告诉幼儿：“我知道你

感到难过，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尽力帮你解决。” 
3) 要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家长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榜样，表现出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关注，引导幼儿

学会关注他人的情感，并逐渐培养他们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感受，前提是学会倾听他人的

话语，观察他人的动作和表情，在平日的亲子交流中，以身作则，听孩子说话的时候要专注，并及时给

予反馈，或者通过“点头”等肢体动作来表达接收到信息，从而引导孩子学会倾听他人的感受，发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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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能力。 

4. 结语 

总之，共情能力是 3~6 岁儿童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幼儿共情能力对于孩子的社交、情感、认知和

人格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家长和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通过示范、引导和鼓励

等科学方式，建立积极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学会理解和关注他人的情感需求，从而培养出健康、积极、

有爱心和善解人意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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