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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学》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N05001

总学时：48 学时

学分：3学分

适用专业：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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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概述

一、课程性质与定位
（一） 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隶属于专业核心课程；从课程内涵上属于综合课程（B类课程）；

从教学方式上属于理实一体化课程；在考核方面为考试课程；学习策略方

面为专业必修课。

（二） 课程定位

依据社会对心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来看，除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人员、

专业心理咨询与辅导机构外，早期教育机构也是心理专业人才未来就业的

重要途径和岗位之一。而从事与早教心理咨询、培训、课程推广和研发相

关的工作，因此，学生在将来工作岗位应具备以下职业能力：幼儿心理与

行为观察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这些能

力的培养和表现都有赖于对幼儿心理的发展和了解。《幼儿心理学》正是

研究幼儿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针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毕

业后从事工作的岗位群，以及学生核心技能等分析可以发现本课程在心理

咨询专业学生的幼儿教育、行为矫正、心理辅导能力培养当中起到核心课

程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进学生掌握幼儿教育原理、幼儿心理发生与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提供幼儿教师、学前专业的学生所必需的学前儿童心理

方面的理论与知识，使学生初步具备早期教育机构幼儿教师、育婴师、幼

儿发展课程开发、感统训练师、前台课程介绍与推广员、托管教师等岗位

需要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幼儿心理学》是心理咨询专业学生必修的

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符合高职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心理咨询专业相关岗位群的任

职要求，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先修学的课

程有《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体解剖生理学》，为本课程的学习

打下心理基本特点与规律、人类毕生发展心理规律的知训以及生理知识方

面的基础；后续课程学习《箱庭疗法》，使学生在了解毕生发展心理的基础

上进一步掌握学前儿童的心理，进而更好地学习如何使用游戏治疗中的箱

庭疗法开展特殊儿童心理辅导工作。本课程能够有效地与其他课程衔接互

动，构成一个合理、实用的学习体系，使学生们能够在此知识体系中通过

了解儿童生理、心理方面的知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在教育教学、心理辅导

与矫治等方面为幼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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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领域（典型工作任务）描述

学习任务 把握幼儿心理发展规律；解读幼儿心理、行为；与幼儿、家长沟通

学 习 目 标

通过本学习任务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

1．使学生掌握儿童认知心理过程、社会性发展等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

应用；

2．培养学生具备从事儿童心理发展促进与教育服务的基本技能和技巧，具备初步的服务儿童与

家长的专业工作能力。

工作与学习内容

1．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之争

2. 儿童心理、行为的发生发展规律与趋势

3. 与儿童、家长沟通的技巧

教学建议与说明

总体原则：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兼课堂讨论和模拟训练。尽量创造条件，增设实验室情景训

练。

组织形式：采用学生自学和课堂教学、小组分工合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教学方法：讲授法、小组讨论法、模拟情境法、案例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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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幼儿心理学》是高职院校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核

心主干课程，具有综合课程的特点，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初步掌握从事早

期教育行业工作所必需的心理学知识，特别是学前儿童心理的年龄特点、

发展趋势；运用这些知识，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逐步树立热爱

学前教育事业的专业思想和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通过课程的开设，使

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学前儿童心理，掌握幼儿心理发展的基本概念、发展性

特点及规律、任务和基本理论，为幼儿教育、幼儿保健等工作提供心理学

根据。

课程应使学生掌握学前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了解并识记基

本概念，理解各种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能结合生活中的实

例从专业的视角加以分析说明。掌握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儿童的典型心理特

征和发展规律，并能加以区分和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活动计划。通过学习该

课程，基本能够根据所学理论提出培养幼儿各种良好心理品质的教育措施

和初步处理和矫正儿童行为问题的方法。

二、分类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通过《幼儿心理学》的学习，掌握幼儿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本

原理、基本知识。

2.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之争，掌握儿童心理发展的辩论观。

（二）能力目标（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

1.专业能力

能独立应用幼儿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事幼儿教育机构或私立幼

儿园中的教育与咨询服务工作，协助促进幼儿发展。

2.社会能力

具备良好的共情能力；

具备良好的观察幼儿的能力；

能够与家长、幼儿进行良好的沟通；

能独立地处理人际关系，能够与他人互相协调；

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团队协作能力；

3.方法能力

具有良好的自我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查找、搜集、分析、整理相关材料的能力。



5

（三）素质目标
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精神，热爱儿童教育产业；

具有耐心、细心、责任心，热爱工作，能自主学习、工作；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乐观积极的态度，树立

职业理想，提升职业道德；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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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内容标准

一、学习内容结构安排

序号 学习情境（或项目、教学单元）名称 学时安排

1 关于心理发展的主要学说 4

2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概述 4

3 学前儿童的注意 4

4 学前儿童的感觉和知觉 4

5 学前儿童的记忆 4

6 学前儿童的想象 4

7 学前儿童的言语和思维 4

8 学前儿童的情绪和情感 4

9 学前儿童的意志 4

10 学前儿童的社会性 6

11 学前儿童的个性 6

12 幼儿心理专题报告（从第2-11章期间课堂开展）

合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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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情境内容要求

(一) 关于心理发展的主要学说

(二)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概述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心理发展理

论之争
1. 掌握心理发展的几种主要

学说；

2. 能够用于解释儿童心理发

展的机制；理解并能运用

这些理论对现象进行分析

和述评；

3. 树立适当的儿童观。

 成熟学说

 行为主义学会

 社会学习论

 儿童心理发展的辩证

观

 制约儿童心理发展的

因素

（1）《疯狂原始人》

观后感；

（2）辩论赛：“哪个

因素对儿童心理发展

影响更大：遗传 VS.

环境？”

故事情境分析，运用

理论分析现象

4

案例讨论法、

讲授法、

理论辩论法

影片解读：

《疯狂原始人》

《爸爸去哪儿》

无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了解行业现状、学

科现状；

掌握心理现象、心理学学科历

史、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发

展心理学、学前心理学之间的

关系，明确本学科研究对象的

年龄范围。

1.研究对象与范围

2.学科分支关系

3.幼儿主要活动

4.补充了解早期教育行业现

状、企业要求、市场需求和能

力要求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讲授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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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前儿童的注意

(四) 学前儿童的感觉和知觉

2 儿童生理发展
掌握人的心理实质，了解大脑

解剖结构，幼儿的生理发展；

理解制约学前儿童发展的因素

包括环境、遗传和活动，以及

三者是如何交互作用推动儿童

的心理发展。

1. 心理的实质

2. 大脑的结构、功能

3. 儿童的生理发展

4. 儿童的动作发展

5. 企业行业中使用的器械教

具介绍

随堂提问与回答
讲授法；

自主学习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幼儿注意能力评

价和培养

掌握注意的概念、特征、品质；

掌握学前儿童的注意发展规

律，了解 ADHD 并能提出教育与

干预的措施。

1. 注意的概念、特征

2. 注意的种类、品质

3.儿童注意发展的特点

4.影响儿童注意因素

案例分析讨论与分享 4

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

讲授法

无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幼儿的感知觉的

发展

掌握感觉和知觉的概念、常见

种类划分、特性；

掌握幼儿感觉和知觉的发展规

1. 感知觉的概念、种类

2. 感知觉的特征、适宜刺激、

感受器、常见感知现象、组织

案例分析讨论与分享 4

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

讲授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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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前儿童的记忆

(六) 学前儿童的想象

律 原则、规律

3.幼儿感知觉的发展趋势

2 幼儿观察力培养

掌握如何培养幼儿观察力

1. 观察力的概念

2. 观察力的特征

3. 观察力的培养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记忆能力的

发展
1.掌握记忆的定义、种类

2.掌握儿童记忆发展的特点

3.能恰当评价幼儿记忆力

1. 记忆的概念、环节

2. 记忆的种类

3. 记忆的品质

4. 补充：目击者证词中的错误记

忆：儿童的易受暗示性

5. 幼儿记忆的发展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实验法

案例讨论法

视频教学法

讲授法
无

2 儿童记忆能力的

促进

1.对儿童有耐心

2.能正确看待儿童的不同的记

忆能力

3.掌握记忆力的培养方法

幼儿记忆力的培养 案例分析法

序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教学（训练）方法、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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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前儿童的言语和思维

号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时 段

1 儿童想象力的发

展
1.掌握想象力的种类

2.掌握想象力的条件

3.掌握儿童想象力的特点

1.想象力的概念

2.想象力的作用

3.想象力的培养条件

4.想象力的种类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案例教学法

小组讨论法

讲授法

无

2 儿童想象力的培

养

1.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趋势

2.掌握儿童想象力的培养方法

1.儿童想象力发展的趋势

2.如何培养儿童的想象力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言语发展的

促进

1. 了解言语的发生发展机制

2. 掌握儿童言语发展的规律

和趋势

3.能够对儿童言语发展初步促

进

1.言语的定义

2.言语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3.如何培养儿童的言语发展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影片：

《幼儿园》（张以庆）

无
2 儿童思维能力的

培养

1.了解思维的定义、种类

2.掌握儿童思维的特点和发展

规律

3.能够对儿童的思维能力发展

初步促进

1.思维的定义

2.思维的种类

3.思维的作用

4.思维的发展规律

5.如何促进儿童的思维发展

讲授法

案例教学法

视频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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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前儿童的情绪和情感

(九) 学前儿童的意志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情绪特点的

把握和解读

1.掌握儿童的情绪特点

2.了解不同的情绪种类

3.理解儿童的情绪发展特点

4.能够培养儿童稳定情绪

1.情绪的定义

2.情绪的种类

3.儿童情绪发展的特点

4.如何培养儿童的稳定情绪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讲授法

案例教学法

视频教学法
无

2 儿童情感的培养
1.掌握情感种类

2.培养儿童恰当的情感

1.情感的定义、种类

2.儿童情感发展特点

3.如何促进儿童的情感发展

影片：《我们的幼稚

园》（日）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意志的培养

与锻炼

1.掌握意志的定义

2.掌握冲突的种类

3.掌握儿童意志行动的发展规

律

4.培养儿童的意志

1.意志的定义、心理冲突的种

类

2.儿童的意志行动的发展

3.如何促进儿童意志的培养

随堂提问与回答 4

讲授法

视频教学法

案例讨论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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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学前儿童的社会性

(十一) 学前儿童的个性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的社会性发

展

1. 掌握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

的内容；

2. 掌握幼儿社会性行为的表

现形式和特点

1.社会性发展的定义

2.社会性发展的趋势

3.补：情商

案例讨论与分享 6

案例教学法

讲授法

视频教学法

无

2 儿童道德的发展 1. 了解儿童的道德发展特点

2. 能够提出如何发展幼儿品

德的方法

道德发展学说:

皮亚杰、柯尔伯格

3 儿童的交往
1. 了解亲子交往、同伴交往

的途径、方式和重要性

2. 能合理引导交往

1.儿童人际交往的特点

2.攻击性行为发展规律

3.亲子交往

4.师幼交往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儿童的气质 1. 掌握气质的定义、种类

2. 掌握儿童不同的气质类型

的表现

1.气质的定义

2.气质的种类

3.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

随堂提问

案例讨论与分析

智力测验操作

6

案例教学法

讲授法

视频教学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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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够判断儿童的气质类型

和开展初步因材施教

4.气质与性格的区别与联系 心理测评

2 儿童的性格 1. 掌握性格的定义、种类

2. 掌握儿童不同的性格类型

的表现

3. 能够判断儿童的性格类型

和开展初步因材施教

1.性格的定义

2.性格的不同划分标准下的种

类

3.儿童的性格特点

4.如何培养儿童的个性

3 儿童的能力

1. 掌握能力的定义、种类

2. 掌握智力的定义、理论

3. 掌握儿童智力测验、评价方

法、测评结果的划界

1.能力的定义

2.能力的划分

3.智力的定义

4.智力的理论模型

5.智力的发展特点

6.智力的评价方法

视频：天赋

4 儿童的自我意识 1. 掌握自我意识的定义

2. 掌握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

特点

3.能够初步促进儿童自我意识

的发展

1.自我意识的定义

2.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

3.如何促进儿童的自我意识发

展

视频：点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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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专题报告汇报活动（自选幼儿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相关专题）

序

号

学习任务 学习目标

（含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学习内容 考核评价

学

时

教学（训练）方法、手

段
说明

1 对幼儿心理健康

教育进行专题学

习

1. 了解常见的幼儿心理、行

为问题；

2. 了解常见幼儿心理健康问

题的影响因素；

3. 了解目前关于该问题的治

疗方案与教育对策；

4. 能够初步对幼儿心理健康

问题进行判断和分析，提

供初步干预方案

1. 自闭症

2. 多动症

3. 吮手指、啃指甲

4. 儿童攻击性行为

5. 抽动秽语症

6. 其他儿童心理、行为问题

PPT 汇报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占

用

各

章

节

学

时

小组合作法

案例分析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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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一、教学实施建议

（一）学习组织形式

教学中的理论知识采用课堂教学和教学实践环节相结合的方式。

在学期课程教学进展充分的时机，切入教学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入学

的第一年就得以到早期教育机构实习、见习，并采用小组分工合作的

学习方式一起观察幼儿行为，了解和学习感统设备的使用。日常研究

性学习，要求学生们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实现对某个幼儿心理健康专

题的学习与汇报。小组划分时，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小组负责

人要负责组内成员合理有效的分工以及工作过程中的协调、组织讨

论、任务汇总等工作。

（二）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

教学中以讲授法为主，适时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实验法、头脑

风暴法、实践教学法等，把知识、技能和态度自然融入工作过程的每

个环节，通过多种引导问题将学生引入到工作情境中，使学生在工作

中思考、构建知识体系和发展综合能力。

（三）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教学总体设计的理念是以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培

养心理品质、塑造幼儿健康人格的能力为重点，进行课程设计的。充

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努力打造“课内课外相结合、

网上网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的做法是以传授学生学

前儿童心理基本知识为重点，以见习观察为契机，运用丰富多样的教

学方法，运用多媒体、网络的教学手段和平台，拓展课程教学时空，

搭建学生的学习平台，让学生在“教”与“学”的互动中乐学、好学、

学出成效。

1．基础知识的习得是课程教学的重点

学前儿童心理学是一门基础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由于学前教育

的学生们并未接触任何与心理学相关的知识，所以学生们学习起来会

比较抽象费劲，这就需要下功夫在如何深入浅出地向学生阐明学术用

语，解释各种心理现象和幼儿心理的独特性。因此活用各种教学方法，

融合多种手段促进知行合一是课程的关键点。本课程主要采取课内案

例教学，课外实地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2．课程教学内容面向学生生活、工作需要，贴近工作需要

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面向学生学习工作生活的需求，贴近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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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工作实践中常见的情境。在课堂教学中，整理典型有代表性的工作

情境为例子，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列举教学教育情境中幼儿的

表现，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的知识点，同时做到与实践相结

合，从而引发学生们的自主思考，主动把生活中看到的幼儿心理现象

和行为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解读，并作出策略性的反思。

3.运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自学

网络的教学资源以信息化校园里的现代化教育技术为手段，把学

前儿童心理学课程与计算机网络技术融为一体，通过 Q群、电子邮件、

网络访问、视频点播等方式，构建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

能充分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新型学习模式，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

的兴趣学习、自主学习和应用学习。

二、教学考核评价建议
（一） 考核内容组成与所占比例

考核方式以平时的过程考核与期末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因此，考

核的成绩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平时安排课内实践活动、日常作

业和研究性学习任务，根据学生作业的情况进行打分，占成绩的 30%,

期末闭卷考的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70%。

(一) 考核比重表

名 称 考核比例 考核方式

理论

知识

考 核

期末闭卷考试
70%

考试

平 时

成绩

课堂表现、考勤等 10%
考查

课内实践 课外研究性学习 20%

总计 100%

(二) 具体考核标准

序号 教学单元 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考核

比例

1 关于心理发展的主要学说 代表人物；主要理论；核心概念 5%

2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概述 心理实质；研究范围等 2%

3 学前儿童的注意 注意概念；发展特点；幼儿园中应用 20%

4 学前儿童的感觉和知觉 感知觉的规律与特点 5%

5 学前儿童的记忆
记忆的概念；种类；规律与发展特

点
5%

6 学前儿童的想象 想象概念；条件；发展特点与培养 10%



17

7 学前儿童的言语和思维
言语发展特点；思维种类；

发展规律与培养方法
15%

8 学前儿童的情绪和情感 情绪与情感特点；发展规律与特点 10%

9 学前儿童的意志 意志概念；萌芽标志 5%

10 学前儿童的社会性
社会性行为种类；攻击特点；

培养方法
8%

11 学前儿童的个性
性格、气质、能力概念；区别与联

系
15%

总计 100%

三、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

（一）师资概况

我们的教学团队由 8名教师组成，7名专职，1名兼职(贝乐兔早

期教育培训中心董事长)，在教学中都承担主讲工作。从年龄结构上

来看，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的教师数量居多。“年富力强、经验

丰富”是我们教学团队的一大特色。学历达标，能够胜任本专业的教

学要求。（如下表 1所示）

表 1-心理咨询专业教学团队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专业 承担工作

葛思华 女 本科学士 副教授 教育心理 主讲

向红 女 本科学士 副教授 教育心理 主讲

赖红梅 女 本科学士 讲师 教育心理 主讲

郭静静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教育心理 主讲

翁洁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教育心理 主讲

李霈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教育心理 主讲

谢姗姗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教育心理 主讲

兰贯虹 女 小中高 教育心理 外聘主讲

（二）实践教学条件配置要求

1.通过教学资源网站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

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和相关幼儿心理自主学习的网站链接，供

学生使用，拓展学生的视野。

2.使用 QQ 通信工具和手机短信等，师生之间进行交流，解答疑

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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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学生利用学院图书馆资源资料自学，扩大知识面。图书

馆开通了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网络图书资源，“清华同方 CNKI 数据

库”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信息资源。

4.心理咨询专业拥有校外实训基地 8所（包含 4所省市级示范

幼儿园和 3个早教中心），校内拥有蒙氏实训室、感统训练室、心理

测评室、沙盘游戏室、团体辅导室、放松室、微格教室、心理咨询室

等 8间专业实训室。这些都为实践教学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1. 陈帼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学前心理学》

2. 陈帼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幼儿心理学》

3. 桑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

4. 王振宇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儿童心理发展理论》

5. 刘金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儿童发展心理学》

6. 林崇德著.浙江教育出版社.《发展心理学》

7. 工具性书目：黄希庭著.安徽人民出版社.《简明心理学词典》

课程标准制订人：翁洁

审核人：葛思华

制订日期： 2013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