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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鹤琴毕生躬耕于中国幼教事业，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首次提出“积极暗示法”的概念。积极暗

示法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纠正教师错误的教育方式、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幼儿教师应使用鼓励、称赞、协商、诱导等积极暗示的方法对待幼儿，努力打造积极的环境、尊重幼儿、

给予正确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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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n Heqin, who devoted all her life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was the founder 
of our modern preschool, and put forward the “Positive suggestion method”. Positive suggestion is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correcting teachers’ wrong educational me-
thods and establishing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keeping ful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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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correct demonstration and building a good environment,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use 
positive implied educational methods such as encouragement, praise, negotiation and induc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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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何为暗示？可从人与环境两视角切入。从人出发，暗示指个体或群体使用间接的言语、行为或动作

影响他人的观念、情绪和意愿。而从环境出发，暗示则指一定的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1]可见，暗示法是指以内隐的方式向对方传递信息，从而对对方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积极暗示法则

是指用间接的语言、行为等方式向对方传递积极的信息，以期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陈鹤琴的《家庭教育》分别论证了“消极暗示”与“积极暗示”对儿童的影响。如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成人常会数落、训斥甚至体罚幼儿，导致幼儿缺乏信心，常出现自我否定、主见缺失等问题。可见，

消极暗示会削弱幼儿的精神动力，使其变得自卑与退缩，这与幼儿健康成长的初衷相背离，因此不值得

提倡。幼儿园是幼儿成长发展的主阵营之一，教师的教育方法影响着幼儿，如果教师采用积极暗示法，

将会对幼儿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与幼儿健康成长的愿景一致。因此，探讨陈鹤琴“积极暗示法”

对幼儿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 陈鹤琴积极暗示法的基本主张 

鼓励、称赞、协商、诱导等积极暗示的方法出自陈鹤琴《家庭教育》一书中，其认为“然教育必须

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2]表明

陈鹤琴倡导成人在教育幼儿时应使用积极暗示法。 

2.1. 鼓励 

陈鹤琴强调“积极的鼓励比消极的刺激好得多”[2]。他认为要想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具备良

好的学习品质，成人应用积极的表情、行为和语言去鼓励幼儿，而不是一味地训斥幼儿。幼儿的经验不

如成人丰富，做事能力也不如成人强大，因此成人不应以自身的标准去评判幼儿。陈鹤琴认为，幼儿喜

欢成功与称赞，成人应在了解幼儿心理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正面积极的鼓励去帮助幼儿。其次，陈鹤琴提

出鼓励法不可滥用，应当在分析幼儿的具体表现下施以适当的鼓励，使幼儿改进不足，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优势，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2. 称赞 

陈鹤琴认为，喜欢被称赞是幼儿的心理特征，相较于责骂，称赞更有利于幼儿改过。成人应充分利

用幼儿渴望赞许的心理特点，并强调无论是称赞还是责骂，都应针对幼儿的行为而非幼儿自身。他认为

幼儿善恶是非等观念是后天渐成的，成人的处理方式影响着幼儿观念的形成。当别人做得好，成人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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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色大加称赞，做得不好要表示不认同，如此以往，幼儿的种种观念就得以正确建立。陈鹤琴举例论证

了利用称赞来引导幼儿改变不良行为习惯的案例。他指出，一位家长通过积极称赞孩子的行为帮助其改

掉了不良的卫生习惯。而另一位责骂孩子的家长反而加剧了不良习惯的恶化。因此，根据陈鹤琴的观点，

成人应利用幼儿喜欢被称赞的心理，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称赞的方式暗示幼儿改正不当行为，但也

要注意称赞不能过度使用，否则将失其效用。同时，成人要用称赞或不赞同的方式去评判他人的行为，

以暗示幼儿“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2.3. 协商  

陈鹤琴认为，在教育幼儿时成人应减少使用命令、禁止、指挥等强制性的方法，而是以协商的方式，

引导他们主动自愿地行动。陈鹤琴认为“故养正当于蒙”[2]，幼儿尚年幼，经验缺乏，认为教师的禁止

是一种束缚，教师越发禁止的事情幼儿越发感兴趣。同时，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多处于上位关系，命令与

指挥是师幼互动中教师常用之法，这难以体现幼儿的地位和权利。如若教师采用协商的方法，与幼儿站

在同一水平线上，让幼儿自主选择、自由探索，这对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形成自己的思考与见地有着积

极作用。因此，教师应尊重幼儿的想法，以鼓励式的协商代替命令、禁止和指挥式的强制，发展幼儿的

见地，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4. 诱导  

陈鹤琴指出，成人在面对幼儿的无理要求时，“诱导比恐吓、哄骗和打骂都来的好”[2]，并分别指

出恐吓、哄骗和打骂对幼儿发展的不利影响。成人如若过多使用恐吓，往往会使幼儿形成逃避型人格，

胆小怕事，缺乏责任感和冒险精神。成人如若只为幼儿一时所谓的“听话”而过多使用哄骗的方式，久

而久之，将会使幼儿疑心多虑，对于幼儿诚信品格的形成极为不利。如果成人过度依赖惩罚和责骂的方

式，不仅会让幼儿产生消极情绪，还会导致幼儿对教师心存怨恨，这既不利于良好师幼关系的形成，也

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陈鹤琴认为诱导有利于幼儿的发展。成人在应对幼儿的无理需求时，首先应当

阐明事实，继而转移幼儿的注意力，最终幼儿的不当请求得以妥善解决。可见，积极诱导的方式明显优

于其他三种方式。 

3. 陈鹤琴“积极暗示法”对幼儿园教育的价值 

3.1. 积极暗示法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方法 

幼儿健康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在心理健康方面，幼儿应得到温暖、安全、稳定的心理环境和益于

情感发展的物质环境。幼儿不仅需得到关注和鼓励，以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还需学会应对挫折和压力，

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幼儿园指导纲要》提出“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

康”[3]。健康的幼儿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勇于尝试新事物，并能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同时乐于与

他人合作与分享。幼儿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教师的推波助澜，因此教师在教育幼儿时，应当鼓励幼儿并使

用积极的言语来激励他们。这种正向的教育方式能够激发幼儿的积极性，促进其全面发展。 

3.2. 积极暗示法是对幼儿教师指导误区的纠偏  

积极暗示法是幼儿教师的常用之法，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消极暗示。幼儿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需

要教师给予其充分的鼓励、诚恳的称赞、平等的协商和循循的诱导[4]。教师一旦滥用消极暗示，将会导

致他们不敢、不愿或不善于表达自己，甚至对教师及其组织的活动产生恐惧、排斥或厌恶的情绪，导致

师幼关系紧张，从而阻碍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容易导致幼儿情绪变得消极，不愿与他人交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21


代雨君 
 

 

DOI: 10.12677/ass.2024.133221 331 社会科学前沿 
 

流沟通，阻碍其个人发展。乐观积极的态度是幼儿发展自身素质的重要基础，能促进幼儿形成自信、独

立、勇敢、探索和创新的品质，帮助他们在日后的成长和学习中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培养

其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态度，为日后成长奠基。因此，教师应合理使用积极暗示的方法，同时还应为幼

儿打造一个阳光、积极的氛围，使他们在快乐和愉悦的情绪中提升自身素质。 

3.3. 积极暗示法是联结师幼之间的情感纽带  

教师对幼儿的爱是教育爱，是无私奉献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爱。这种爱包含鼓励、称赞、诱导等多

方解读，积极暗示法是这种爱的外在凸显，它是沟通师生之间的重要桥梁，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

解幼儿、尊重幼儿，还可以帮助幼儿排解不良情绪的干扰[5]。这种方法可以提升教师换位思考的能力，

即使某些孩子不听从教师的指导或是挑战了教师的权威，教师也不会借机大发雷霆。只有深入理解幼儿，

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用心交流，与孩子建立心灵契合，与孩子共同体验忧乐，真正建立起积极情感交

流的师幼关系。 

4. 陈鹤琴“积极暗示法”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 

4.1. 尊重幼儿是首要前提  

教师对幼儿的爱是一种教育爱，因为“爱孩子是一种本能，尊重孩子则是一种教养”[6]。幼儿与成

人不同，这要求幼儿教师要充分尊重幼儿，包括尊重发展特点、尊重个性，以及尊重权利。 

4.1.1. 尊重幼儿的发展特点 
幼儿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意味不同年龄段，幼儿会出现独特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教师应

尊重幼儿的发展特点。首先，教师要尊重幼儿发展的阶段性，对幼儿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接纳其不足，

减少消极话语的使用次数，增加“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加油，再试试！”等积极暗示的方式。其

次，教师还应尊重幼儿的差异性，不应区别对待幼儿。同时，教师应减少使用消极的刺激方式，如“你

看别人做得多好”，而是采用积极的引导、鼓励和称赞。例如“我看到他通过一些方法成功地完成了任

务，我相信你也可以想出自己的办法来做得很好。”教师应在尊重幼儿的前提下以积极暗示的方式引导

和鼓励幼儿。 

4.1.2. 尊重幼儿的人格 
幼儿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的人格特征，教师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包括尊重其人格尊严、合理请

求、情感需求以及自主选择和判断等。教师不应常使用禁止、命令、打骂等方式来对待幼儿，应与幼儿

平等对话，了解情况，并引导幼儿做出改变。其次，教师应尊重幼儿的合理请求，“事属可行，就叫他

行”，不要一味地拒绝幼儿。如在一日生活中，幼儿自主穿衣、吃饭、收拾桌椅，教师不要害怕幼儿不

能较好完成而一味地禁锢幼儿的双手，教师应解放幼儿地双手，让他们成为班级的小主人。教师还应尊

重幼儿的情绪和情感需求，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同时，教师应观察幼儿的情绪表达，并在必要时给

予引导和安慰。例如当面对幼儿“哭”这种情绪时，教师应给予幼儿安全感，减轻他们的不适情绪，而

不是用恐吓、禁止、命令等行为方式加以制止。教师还应尊重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在幼儿自主活动中，

尊重幼儿的意愿和想法，让孩子自主做出选择。例如幼儿在自主选择区角游戏时，要给予幼儿自主选择

和判断的机会，教师也要加以正确的引导。 

4.1.3. 尊重幼儿的权利 
教师应尊重幼儿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将幼儿视作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不断发展

的个体。首先，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其次，教师应正确理解儿童的权利。尽管幼儿年龄尚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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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照顾，但这并不是否定幼儿天生就享有的权利。教师应允许幼儿表达个人意愿，并给予其尊重。在

幼儿园教育中，游戏就是幼儿的正当权利，教师应营造良好的游戏环境，提供多样化的游戏材料，为幼

儿的学习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在日常生活中，要给予幼儿自主探索的机会，让他们根据自身认知水

平和已有经验，逐步进行认知建构，积累新的经验。在游戏和活动中，教师应该给予幼儿鼓励、称赞和

引导，与幼儿平等协商，激发幼儿的自信心。 

4.2. 正确的示范是基础  

幼儿生来具有“模仿心”，教师是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言行是幼儿学习和模仿的对

象。因此，教师应以身作则，做好榜样示范。教师不仅要有正确的行动示范，还要有正确的方法示范。 

4.2.1. 幼儿教师要给予幼儿正确的行动示范 
教师应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对幼儿提出要求时，自己首先要做出正确的示范，以供幼儿

模仿。例如，要培养幼儿有礼貌的习惯，教师在与人打交道时也应该表现出礼貌，而不是在要求幼儿有

礼貌的同时，自己却对待他人粗暴无礼。 

4.2.2. 幼儿教师要给予幼儿正确的方法示范 
教师在面对幼儿的错误行为时，应该针对错误的行为并给予正确的方法示范，而非针对幼儿本身。

例如，在幼儿学写字时，教师通过展示端正的坐姿和正确的握笔方式，引导幼儿观察学习。而非仅告诉

他们应该怎样坐端正或握笔。通过积极示范影响幼儿远远大于简单的口头说教，所以应重视为幼儿提供

正面的示范。 

4.3. 良好的环境是保障  

陈鹤琴认为幼儿本质是善良的，环境是造成其行为积极或消极变化的主要原因[7]。特别是在幼儿期，

由于可塑性强，环境对幼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经过选择的、优良的环境对幼儿的成长起着积极暗示的

作用。因此，幼儿教师应创造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帮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习惯和塑造良好

品格。 

4.3.1. 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 
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帮助幼儿接受适宜环境的熏陶十分重要。因此，在创设环境时，教师应在尊重

幼儿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创设“有序”、“自由”、“充满生机”[8]的物质环境。有序的环境可以增强

幼儿的安全感，促进其积极情绪的发展。因此，在进行环境创设时，教师应确保整洁有序，色彩明快，

线条简单。自由的环境能为幼儿的活动提供支持，减少障碍和限制，激发其主动性。正如陶行知认为，

当儿童得到解放和自由时，他们就能参与各种创造性活动，并逐步积累宝贵的经验[9]。充满生机的环境

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其积极性。为此，教师在选择材料时应精心挑选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玩具，

以更好地促进幼儿发展。 

4.3.2. 营造良好的精神环境 
一个宽松的、自由的、愉悦的精神环境可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比如，人类可以通过行为动作、

表情等手段向他人传达多种信息，包括情绪、态度等。当幼儿想要了解教师的评价时，他们会通过口头

询问或观察教师的眼神、表情和行为动作来获取相关信息。如果幼儿得到积极暗示，他们会产生积极的

情绪情感。这样的经验将帮助他们培养积极主动的活动意愿，鼓励他们勇于探索和思考问题。反之，如

果幼儿教师创造紧张和消极环境，幼儿的发展将会受到负面影响。比如，当幼儿在活动中摔倒时，如果

教师慌乱地跑过去抱起他们，脸上满是自责和担忧，幼儿通过观察老师的反应感受到紧张的氛围，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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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消极情绪，并放声大哭。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候，教师只需给予鼓励

的目光，就能提升幼儿的自信心，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5. 结语 

陈鹤琴的“积极暗示法”对于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教师专业成长以及良好师幼关系架构具有深远的

意义。教师应注重利用鼓励、称赞、协商和引导等积极暗示的方式对幼儿起积极的影响。此外，教师还

可以综合运用语言、行为和环境等手段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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