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3), 640-64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04  

文章引用: 喻洁. 基于挫折教育的幼儿园隐性课程问题与策略探讨[J]. 教育进展, 2022, 12(3): 640-645.  
DOI: 10.12677/ae.2022.123104 

 
 

基于挫折教育的幼儿园隐性课程问题与 
策略探讨 

喻  洁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2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15日 

 
 

 
摘  要 

新形势的变化使儿童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只增不减，正确认识挫折，是幼儿园挫折教育必须面对和思考的

重要问题。当前挫折教育隐性课程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构成中忽视正规课程中的隐性课程价值，师生

互动中教师的榜样支持效果不佳，家庭教育中挫折教育方式多带有极端化倾向等。为此，应明晰基于挫

折教育的隐性课程目标指向，培养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优化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操作流程，改进

课程结构与实施艺术；发挥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主体功能，大力促进儿童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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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new situation makes th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faced by children only in-
crease, an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etbacks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kindergarten set-
back education must face and think abou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hidden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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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ulum of frustration education, such as the neglect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value in the regular 
curriculum, the poor effect of teachers’ model support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the ex-
treme tendency of frustration edu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lear 
the hidden curriculum goal orientation based on frustration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children’s posi-
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ptimize the hidden curriculum operat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cur-
riculum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art;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function of hidden curricu-
lum based on frustration educa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dividual de-
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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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生充满挫折，无法回避，挫折教育必然伴随一生。幼儿园挫折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对于挫折的感受

力，形成对于挫折的客观理解和认识，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在理解挫折、应对挫折的过程中，提升自我

调节能力，建立自信心，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挫折教育应当渗透在个体成长的每个环节之中。从横向

维度中，挫折教育渗透于受教育者的生活、学习、工作中，需要教师、家长、社会的通力配合。这决定

了它除了需要开设显性的专门课程外，更需要开展隐性课程，发挥隐性课程的浸润优势。从纵向维度来

看，挫折教育渗透于各种教育活动中，挫折教育中的隐性课程以挫折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校内外有意

或者无意的教学活动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向儿童传授非意识性的情感、意志、价值观和道德素养等教育

影响因素，借以培养在多情景转化情况下儿童的应对能力，提升儿童抗挫折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帮助

儿童树立自信，培养积极心理品质。 

2. 隐性课程之于挫折教育的价值 

隐性课程，亦称为潜在课程、潜课程、内隐课程、非正式课程等等。国内外学者对于隐性课程进行

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隐性课程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威提出的“同时学习”，此

后，克伯屈又提出“伴随学习”。“同时学习”和“伴随学习”属于学生的情意学习，即学生对态度、

理想、情感和兴趣的习得[1]。20 世纪六十年代，功能主义学派对隐性课程的影响很大，布鲁姆、帕森斯、

杰克逊、德里本和库斯克等关注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如何在学校中传递。随后，平纳、格林妮和葛伦美

特等人基于解释主义研究隐性课程，更为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伊里奇和雷默尔研究重心在于剖析潜在

课程的消极意义；鲍尔斯和金蒂斯探讨了隐性课程中的学校教育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艾波、威利

斯等人深入分析了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国内学者靳玉乐认为，潜在课程作为学校教育

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是通过学校教育环境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儿童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教育经验。

它具有整体性、非公开性、依附性、潜隐性、差异性、愉悦性、开发性、易接受性、持久性和结果的难

量化性等十大特点[2]。学者黄甫全则认为，非计划性、非学术性、无意识性都不是隐性课程的绝对表现。

隐性课程作为一种教育性经验，偏重在情意方面的非学术性内容，但不排除学术方面的内容。它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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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对儿童发挥着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它无处不在，既存在于校内，也存在于校外。[3]从活动情景

分析，有学者认为隐性课程蕴涵在学校的各种情景之中，包括了物质情景、人际情景、学校活动以及正

常的课程教学中。也有学者从教育影响来看，认为隐性课程中的教育影响来源于正规课程、学校的物质

环境和精神环境、学校管理制度、师生互动、亲子互动、社区影响等。由诸多学者的不同看法，可以看

出，隐性课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隐性课程具有显著的隐蔽性。无论教育主体是有意或者无

意向儿童传递教育经验，其方式方法应与传统授课方式不同，充分发挥“润雨无声”的教育作用，体现

了教育者的教育智慧和艺术才华。二是隐性课程具有可计划性。隐性课程虽然隐蔽，但由于教育形态本

身就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育人的过程，教育者可充分发挥隐性课程的教育作用，谋划好课程目的、课

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三是隐性课程的广泛性。它不仅存在于校内，也存在于校外，必须协调

好家庭、学校、社会力量，发挥教育合力。 

3. 当下幼儿园挫折教育中的隐性课程利用问题分析 

3.1. 课程构成：忽视正规课程中的隐性课程价值 

虽然目前正规课程目标中都明确提到了认知目标和情感目标，要求教师在课程中必须兼顾两者，但

在实际教学中，重认知教育轻情感教育倾向仍然存在，更难挖掘隐性课程资源。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以及

升学的压力，教师在课程中注重显性课程的教学，忽视隐性课程如情感态度的示范。另外，不少教师常

常认为自己的本业就是教好专业课，基于每节课就是让儿童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较少把精力投入到

教学之外的隐性课程中。 

3.2. 师生互动：对挫折教育的支持效果不佳 

不少教师忽视师生互动中的隐性课程价值，忽视了隐性课程作为一种间接的、潜隐的、可为教师利

用的教育手段，完成对儿童的更深远、更持久、更大的启发和引导，认为师生互动只存在于正规课程中，

忽视了师生互动在实践学习、性格养成、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教师对挫折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课堂

上儿童表现不好要批评，没有充分发挥师生互动中教育价值，对于隐性课程不了解、不重视，既不能意

识到挫折教育的最佳时机绝不是在正规课堂中，也不能反思如何利用师生互动对儿童进行挫折教育。师

生互动中，重视师生互动的直接影响，忽视师生互动的间接影响。基于挫折教育，教师会更关注儿童错

误本身，其互动目的在于让儿童能够认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忽视了批评本身对于儿童的教育

影响。此外，教师更关注教师个人与儿童的互动，忽视互动本身对于儿童可能造成的其他影响，如老师

批评了儿童，这种教育影响会辐射到儿童和家长的关系、儿童和儿童的关系。 
挫折教育中，挫折教育的方式方法不正确，严重挫伤儿童的积极性，甚至造成儿童一蹶不振。有的

教师认为对儿童进行挫折教育就是要狠狠地批评儿童，让儿童心生畏惧，不敢犯错，甚至采用了辱骂、

体罚的方式，忽视了极端方式对于儿童的身心影响。还有的老师在挫折教育的过程中，忽视语言使用的

技巧，损害儿童自尊心。 

3.3. 家庭教育：挫折教育方式多带有极端化倾向 

成长的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极大，也是挫折教育的重要隐性课程资源之一。家庭问题主要表现为隐性

课程的缺位，没有意识到隐性课程在挫折教育中的教育价值。这种缺位有两类极端性的表现：一是家长

对孩子的过度保护，让儿童毫无体验挫折的机会。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儿童耐受力较差，经不起挫折，吃

不了苦头，受不了委屈，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为不适应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社会而深感痛

苦。二是目前家庭对于儿童的批评都是“长驱直入”、“直抒胸臆”，认为自己家的孩子可以随意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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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家长甚至在学校、商场等公共场合中对犯错的孩子怒扇巴掌。家长过激行为给儿童风风火火上了一

次课，却忽视了如此教育方式对于儿童的身心影响。此时，挫折教育不再是一种教育，而演变成了一种

“公开处刑”、“当众羞辱”。另一方面表现在基于挫折教育，家长与学校沟通不够，没有形成教育合

力。当儿童在学校遭受批评，家长的消极反应，如“回怼学校”或者“把孩子大骂一通”都不利于让孩

子对挫折本身形成正确的认识。家校的不配合阻碍幼儿园挫折教育隐性课程顺利进行。 

4. 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设计策略探索 

4.1. 明晰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目标指向：培养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 

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设计，其目的是把挫折教育对于学校、教师、儿童客观需求转化为以儿童

为中心的各种隐性教育经验，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评价，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学习和

生活，促进儿童形成积极心理品质，更好应对未来挑战。具体目标为： 

4.1.1. 培养儿童对挫折的正确认识和态度 
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目的在于让儿童正视挫折。挫折与理想是一路同行的伙伴，要想追求进步，

必须接受挫折。人成功的背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克服接连而来的挫折最终走向成功的过程。儿

童应当把挫折当成一种考验、一次挑战，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渡过人生的每一道坎，勇敢地面对困难与挫

折，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只有拥有“百舸争流千帆竞 ，借海扬帆奋者先”的自信和魄力，才能到达“两

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成就与豁达。 

4.1.2. 提升儿童情绪感受力和耐受力 
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目的在于提升儿童对于负面情绪的感受力。儿童在情绪过度时，因刺激引

起的身体不适如不消化或消化不良，神经过敏、失眠、全身虚弱和疲劳等病症。当儿童遭遇挫折时，他

会认为这是身体不适，却不知道自己正经历着焦虑情绪的煎熬。提升情绪感受力，在于引导儿童能够适

时察觉自己的情绪，从而决定如何适度地表达以及调节。另一方面，提升儿童的忍耐力，在忍耐中提高

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社会中的应对能力、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使之能够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困难、

挫折与挑战。 

4.1.3. 培养儿童的积极能力和良好个性 
结合国内外有关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课程目的应当着眼于帮助儿童形成积极心理品质，关注儿童

的认知发展以提升儿童的创造力、求知力、思维力和洞察力；情感发展以培养儿童的真诚和执着；人际

关系发展以培养爱和友善；公正品质如领导力和合作力；节制品质如宽容、谦虚和持重；超越品质如心

灵触动、幽默风趣、信念和希望等[4]。 

4.2. 优化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操作流程：改进课程结构与实施艺术 

根据隐性课程构成，幼儿园挫折教育隐性课程内容围绕着：正规课程中的隐性课程、师生互动中的

隐性课程、家庭教育中的隐性课程。 

4.2.1. 拆解课程结构要素，挖掘隐性课程内容 
应充分发挥正规课程中的隐性课程教育功能，如在幼儿园课程中教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含义；讲述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是怎么

经历千锤百炼的。其目的是在于告诉儿童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突

发事件，其中的困难与挫折是儿童成长道路上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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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改进课程操作流程，优化课程实施环节 
改进隐性课程实施重点在于改进课程的实施机制和接受机制。从课程的实施机制来看，挫折教育隐

性课程实施要从正规课程、师生互动、家庭教育中选取合适时机、合适的内容以暗示、感化、模仿、认

同等方式影响儿童。要以儿童的个性特点来变换实施方式，因材施教。如有的儿童个性较强或敏感，若

对儿童采取暗示性的批评教育，容易引起逆反心理，感化的方式则更有效。二是要柔化课程实施方式。

在对儿童进行挫折教育时，要注意语言措辞，避免使用伤害儿童人格尊严的词语。要注意教育的态度和

情绪，威严和慈爱并重，切忌居高临下。三是要树立典型，以身作则，注意校园文化的引领作用、教师

的示范作用、家长的榜样作用发挥。从课程的接受机制来看，一是要了解儿童的认知特点、心理特点和

情感发展特点，推动课程目的内化为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二是对儿童要有耐心，“不成熟是儿童的主

要特征，犯错误是儿童成长中的必然”[5]，坚持日常育人与长效育人相结合。 

4.2.3. 增强课程建设效果，建立人本化的评价机制 
课程评价在于评估其课程优劣及教育结果的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因此，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

评价机制应当从隐性课程的构成和效果两方面来建立评价机制。从隐性课程的设计构成来看，教育管理

部门应当考核学校是否开展了一定数量和形式的隐性课程，通过校园观摩、试听课、教师座谈、家访等

方式考量隐性课程开展质量。从教育效果来看，充分利用观察评价法、问卷评价法考察儿童对于挫折的

态度以及课程目的的完成程度。 

4.3. 发挥基于挫折教育的隐性课程主体功能：大力促进儿童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4.3.1. 强化教育管理部门对于隐性课程的规划指导 
一是充分肯定隐性课程的价值，强化规划。正确考量隐性课程对于儿童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的价值，

支持学校、教师开展隐性课程，逐步转化学校及教师的课程观和育人观。 
二是平衡对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规划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目前各种显性课程建设规划投入较多，

隐性课程较少。教育管理部门应逐步完善隐性课程的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三是加强对于隐性课程的研究，搭建隐性课程指导团队，为隐形课程在幼儿园的开展提供针对性指导。 
四是加强隐性课程的管理督导，以儿童发展为考核标准，建立课程评价的负面清单，对于隐性课程

开展情况、成就效果、失败不足给予奖惩赏罚。 

4.3.2. 规训教师对于隐性课程的实施技能，提高批评艺术 
首先，要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挫折教育观，在充分了解挫折教育的教育精髓基础

上做出正确的示范；充分了解隐性课程的价值和功能，有意识、有计划地来安排隐性课程，从而帮助儿

童们接收知识，实现教育功能。教师对儿童进行挫折教育应当建立在对儿童个性特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从平时的师生互动中反思儿童的优缺点，巧妙构思挫折教育隐性课程设计策略。 
其次，将挫折教育有计划的融入到正规课程中。在师生互动中，应将挫折教育融合在各种教学背景

知识，有计划地开展挫折教育，如每月制定一个挫折教育的主题，有针对性地和儿童开展谈心谈话等。 
再次，要兼顾与儿童心理层面的交流与沟通，尤其要把握挫折教育度，注意沟通方式的选择，领会

教育的艺术；批评儿童更应当选择合适的语言、方法；针对不同家庭背景、性格特点的儿童采取不同的

教育方式；充分了解儿童身心特点，保护儿童的自尊心；考虑挫折教育对于儿童的影响，帮助儿童与消

极情绪和解。最近一则视频很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批评了儿童，儿童闷闷不乐。下课后，老师主动让

儿童帮忙把包提到办公室，儿童开心极了，蹦蹦跳跳帮老师把包拎进了办公室。这种师生互动为儿童上

了一节生动的挫折教育课，儿童做错了事应当受到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并不影响老师对于儿童的看法，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3104


喻洁 
 

 

DOI: 10.12677/ae.2022.123104 645 教育进展 
 

老师批评儿童不等于不喜欢这个儿童，主动与儿童进行积极互动。 

4.3.3. 家长要坚持自我反思习惯，以身作则 
第一，要重视挫折教育，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孩子开展挫折教育。给孩子更多信任，支持孩子去面对

困难，解决困难；给孩子创造多种活动机会，特别是家庭环境较好的孩子，家长可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景

教育，让孩子既能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练，又能体会“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道理。 
第二，应以积极的心态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批评孩子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

心，让孩子既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又能感受到批评对于自身带来的潜在积极作用。 
第三，应坚持自我反思。家长与孩子是平等的，如果家长犯错应当主动跟孩子承认错误；家长也应

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挫折和磨练，以身作则地向孩子传达面对挫折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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