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好书，求甚解，乐分享，共成长:

《幼儿教育中的心里效应》



“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灵

魂，只要我的眼睛，我的理智接触了它，它

就活起来了。”对于教师而言，书本是最重

要的精神粮食，它可以净化灵魂，改变生命

的纯度。



《幼儿教育中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是广西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莫源秋所著。主要研究方向为幼

儿教师专业成长、幼儿园教育与幼儿心理卫生保健。

本书收集了与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密切

联系的33个效应，并根据它们与幼儿园各项

工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分别归入

“有效地认识孩子”

“有效地激励孩子”

“有效的个性化教育”

“有效的教育教学”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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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森效应：

人们喜欢对自己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不喜欢那

些对自己奖励、赞扬不断减少的人或物。对一个人的奖励从倍

加褒奖到小的赞赏乃至不在赞扬，这种递减会导致一定的挫折

心理。一次小的挫折，每个人都可以平静的接受。然而，随着

褒奖逐次降低，甚至变为责罚，这种奖励递减带来的挫败感就

会陡然增加，以致于不被大多数人接受。但是，如果对一个人

的奖励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那么随着奖励带来的成就感就会

增加，相应良好行为出现的强度和频率也就加大。



幼儿良好行为的养成离不开后天的培养和教育，教师在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针对幼儿良好行为培养的重要性，“阿伦森效应”以及幼儿

行为塑造中的“奖励递增法”可以在这方面加以有效运用,教师在应用中

应注意因材施教、适度拿捏等多方面的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帮助幼儿形

成良好的行为,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同时赢得孩子对自己的喜爱。

每个班都有挑食的幼儿，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尝试利用“奖

励递增法”来鼓励和塑造幼儿不挑食的好行为。



小班时的依依非常挑食，很多东西都不爱吃。只喜欢吃一点小馒头，蔬

菜一律不吃，肉放到嘴里也是嚼一嚼就都吐出来，每次吃饭就吃一点点，她

长得非常瘦小。如果喂她吃饭她就会哭，根本不听你劝说。跟家长交流，家

长说在家里只是蒸鸡蛋糕和土豆泥吃。面对这种情况家长非常着急，老师看

了也很心疼。我告诉孩子们不同的菜有不同的营养，我们要什么都吃，不喜

欢吃的东西可以少吃一点。起初我就给她盛一点点菜，我说你尝一尝，如果

不喜欢可以不吃。依依尝试着吃了第一口，我适时地夸赞她：“依依真棒，

把不爱吃的胡萝卜都吃干净了，老师要奖励一个小贴画。”

等到送篮子时我故意让依依帮忙，说今天依依吃了胡萝卜力

气都变大了，能帮老师干活了，明天还愿意帮老师干活吗？”

依依笑着点了点头。等到下次依依吃青菜的时候，我就适时地

增加了菜量，我会说盛这些菜满意吗？她会笑着说满意。然后

很高兴的把自己的饭菜吃完。之后我会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表扬依依，或者给她更

大的奖励，直到改正挑食的毛病。现在的依依跟其他小朋友一样不挑食了。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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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育者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孩子

们。因为老师不是医生，不能总是看到孩子的不足与

缺陷；老师不是警察，不能总是看到孩子过去的“阴

影”。老师应该是寻找宝藏的人——寻找孩子生命的

精神资源，并把这种潜在的资源挖掘出来，变成一笔

财富。



我们常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为了成就

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我们应科

学地利用21天效应这一规律，耐

心对孩子们进行理念和习惯的培养。

在行为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

或理念的形成并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

成为21天效应。这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想法，

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习惯性的动作或想法。

21天效应：



21天效应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一位整形医学专家马尔茨博

士。他发现对于截肢患者来说，在手术后的头21天中，他们

往往不适应已经失去的部分身体，仍然能“感觉到”它的存

在。而21天过后，他们就不 再无意

识地要去“使用” 它了，已经

习惯了截肢后的状态。



我国成功学专家将习惯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1—7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刻意，不自然”，需要

十分刻意地提醒自己。

• 第二阶段：7—21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刻意、自然”，但还

需要意识控制。

• 第三阶段：21—90天左右。此阶段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

需意识控制。



21天效应对我们幼儿教师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现在孩子们的许多不

良行为习惯、不良错误观念难以改变，新习惯难以形成，与我们没有按

照21天效应的规律有很大关系。尤其新生入园头三个月的主要任务是班

级常规的建立。我们教师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建立良好的班级常规。只有

常规建立好，以后的班级保教活动才能高效有序的开展。这就需要我们

幼儿教师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科学地应用这一规律，当然还要练习和坚

持，我们不妨试试以下的方式：



幼儿期孩子需要建立的行为习惯

• 1.学会使用礼貌用语：谢谢、不客气、早上好、再见等。

• 2.学会微笑。

• 3.学会优雅地吃、喝、站、坐、走。

• 4.不乱翻别人的东西。

• 5.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 6.不给别人添麻烦。

• 7.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

• 8.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 ······

通过21天的训练，让孩子成为文明优雅的人。



幼儿教师需要建立的行为习惯
• 1.不说“不可能”。

• 2.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找方法，不找借口。

• 3.遇到挫折时对自己说声：“太好了，机会来了！”

• 4.不说消极的话，不陷入消极的情绪。

• 5.凡事先制定目标。

• 6.行动前，预先做计划。

• 7.用零碎的时间做零碎的事情。

• 8.把重要的感觉、方法写下来，随时提示自己。、

• 9.肢体语言健康有利，不懒散

• 10.经常保持微笑。

• 11.每天自我反省一次，今天收获了什么，工作的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 12.每天有意识地赞美别人。

• 13.每天做一件助人的事。
• ······



在这21天当中每时每刻的心之所想、口之所言、行之所

至都要专心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符合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要求。

相信经过21天的训练，我们终能成为积极向上、快乐的幼儿

教育工作者。



读一本好书，就是一次思想的蜕变，读书应该成

为每一位幼师最不可缺少的功课。愿我们每一位老师

的活动都充满智慧，愿我们农大幼儿园继续书香满园。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