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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控制力的发展对于个体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影响着个体一生的成长与发展。幼儿自我控

制能力的良好发展,能帮助幼儿与他人友好和谐相处,有利于幼儿适应社会。在幼儿时期,自我控制的发

展十分关键,大班幼儿正面临着为进入小学作准备的状况,这是他们人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培养其

自我控制能力很重要。在幼儿阶段教师有效合理的干预,能够有助于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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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对自己心理与行为进行监控和

调节的能力,就是幼儿自我控制能力。自

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影响幼儿同伴关

系、师幼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也会影响幼儿的生活以及个性发展。对

幼儿未来的发展,尤其对幼儿五大领域

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幼儿时期,幼儿还

不善于调控自己的行为活动,他们自我

控制能力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大班幼儿

正面临着为进入小学作准备的状况,这

是他们人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培

养其自我控制能力很重要。研究发现,

幼儿的自控能力越高,成就动机就越高。

幼儿阶段的自我控制水平与长大后的健

康状况、犯罪率等密切相关。自我控制

能力的缺乏,是引起幼儿问题行为的原

因之一,例如多动症行为的出现。大班幼

儿正面临着为进入小学作准备的状况,

在幼儿阶段教师有效干预,对他们自身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特点 

1.1幼儿的控制行为主要受他人

控制 

幼儿自控力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坚持

性和自制力。三到四岁的幼儿,当遇到外

界诱惑时,坚持性和自制力都比较差,自

我控制的水平相对很低,他们的行为主

要受成人的控制,如果没有成人适当的

教育指导,幼儿通常很难控制自己,容易

违反规则。五六岁的幼儿,他们的自主

性、独立性都在逐渐增强,控制自己活动

的愿望也在慢慢增长,自我控制水平也

在逐渐提高。 

1.2缺乏自我控制发展能力,部分幼

儿会使用简单的控制策略 

年龄小的幼儿,他们还不会运用可

以控制自我的策略,不能有效的控制自

己的行为。年龄略大的幼儿会使用一些

简单的控制策略,来控制行为的发生。在

延迟满足实验的研究中表明,部分4-5岁

的幼儿,会使用一些分心的策略,例如通

过用脚敲打地板、小声地唱歌、用腿夹

住手或把手藏在手臂里等,不去碰面前

的诱惑物。而5-6岁的幼儿已经懂得通过

将诱惑物盖起来来完成行为。 

1.3自我控制能力存在性别差异 

Murry等人的研究发现,女孩在自

我控制方面优于男孩。陈会昌等人也证

实,在延迟性自控行为方面,女孩显著

地高于男孩。杨丽珠等人研究也发现,

幼儿的自我控制力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外国学者Kochanska、Coy等人的研究发

现,女孩的自我控制能力普遍比男孩

高。在周少贤等人的研究中发现,男孩

和女孩的自我控制能力水平和发展趋

向有所差异,在中班时,女孩行为控制

能力发展较好,男孩行为控制能力则相

对较差；到大班时,男孩有所进步,女孩

趋向下降。 

1.4自我控制能力存在年龄差异 

幼儿初期,幼儿的自我调节机制很

薄弱,他们还不能有意识地组织活动。当

到了幼儿末期,幼儿心理的概括性和调

节性已经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年龄的增

长,大脑皮质发展迅速,抑制机能逐渐形

成,并逐渐成熟,幼儿的社会经验和认知

储备也越来越丰富。因此,幼儿能逐渐调

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比如,教师组织幼

儿进行一个测验,给每个幼儿发放一个

巧克力,然后老师借机离开,告诉幼儿当

老师回来时才能吃巧克力。通过这个测

验你会发现,当老师离开后,小班的幼儿

大多数都会经不住诱惑,会很快的尝手

中的巧克力,而大班幼儿坚持的时间则

会比较长,并且有很多的幼儿能够谨记

老师的话,一直坚持到老师回来。 

2 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培

养策略 

2.1创造适宜的环境,培养幼儿自我

控制能力 

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激发幼儿的积极

性,有利于自由、充分的完善和发展幼儿

的个性。环境具有隐性教育的功能,培养

幼儿的自控能力,不能忽视环境起到的

作用,教师应创造创设温馨宽容的心理

氛围和良好的物质环境。温馨宽容的心

理氛围,能使幼儿感到放松、心情愉悦,

精神状态平和,有效地缓解可能产生的

情感冲动；良好的物质环境,能促进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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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愉快的交往,增进同伴关系和师幼

关系,同时,对幼儿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和冲突,起到提示和缓解的作用。因此,

应在宽松合理的环境下,让幼儿逐步约

束自己,逐步养成一定的行为规则。使幼

儿在与环境不断交互的过程中,更好地

建构他们自己的认识结构。 

2.2根据发展特点,制定适当的教育

计划,培养行为习惯和行为自觉性 

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

应按照发展规律及年龄特点,对幼儿进

行适合的教育,幼儿由于年纪小,大脑皮

质发展不完善,自我控制力很弱,容易分

心,不能获得延迟满足。5-6岁幼儿的自

我控制力有显著增长,一般情况下,幼儿

的行为是经过一定的思考的,幼儿们自

我控制力通常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对幼

儿的培养切勿急于求成,不能存在急切

心理,要分步骤进行。制定适当的教育计

划,培养“管得住,放得开”的幼儿,使他

们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调节自我控制的

程度,培养他们性格中的灵活性,让自我

控制力富有弹性。 

生活中,渗透对幼儿自我控制力的

培养,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幼儿按

时午休、起床,不偏食、挑食的好习惯,

吃饭或课间加餐时,锻炼幼儿的排队意

识,引导幼儿耐心等待,午休时锻炼幼儿

学会自己正确的穿衣,逐渐加强生活环

节的自我管理能力。幼儿的社会道德规

范和责任心会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逐渐

发展和提高,教师应在这一基础上,着重

培养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教学活动中,

教师应该培养幼儿自主收拾玩具的意识,

引导幼儿独立自主地收拾玩具,学会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发展幼儿的行为自觉

性。让幼儿逐步学会控制自己,约束自己

的行为。 

2.3利用游戏活动,培养规则意识 

幼儿喜欢玩游戏,游戏是幼儿活动

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教育活动中,可以通

过游戏活动,来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

力。利用区角活动区,如“娃娃家”,让

幼儿体验多种社会角色,引导幼儿学习

社会规范和准则,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

教师可以举行角色扮演游戏,利用情景

扮演。例如让幼儿扮演小老师,教师扮演

不听话的小朋友,让幼儿体会教师的角

色,逐渐学会换位思考。另外,也可以通

过一些体育游戏,如“我是木头人”“老

鹰捉小鸡”“老狼老狼几点了”等规则性

游戏。幼儿通过体验木头人的状态,控制

自己的肢体动作和行为,锻炼自控力,在

游戏中让幼儿逐渐学会遵守一定的规则,

发展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2.4教给幼儿一些必要的自我控制

策略 

很多幼儿还没有掌握有效的自我控

制策略,生活中,由于自我控制策略的缺

乏,即使有自我控制的意识,也不知道应

该如何控制自己,导致 终也不会出现

自我控制行为。教师应该教给他们一些

自我控制策略。例如,在延迟性满足实验

中,训练幼儿在需要自控时通过一定方

法来控制自己,如通过唱歌、脚敲打地

板、摆弄玩具等来转移注意力,让幼儿学

会等待；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学会自我

暗示法、学会自我鼓励、学会采取适当

方法将诱惑物盖起来等。此外,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可以和幼儿多交流,或者组织

幼儿进行讨论会,比如给幼儿示范一个

爱说话,不懂礼貌的角色,让幼儿讨论经

常这样做会导致的后果,让他们思考并

讨论怎样改正这一行为,启发他们“三思

而后行”。 

2.5充分发挥榜样作用,合理运用奖

励策略 

幼儿喜欢受到表扬鼓励和奖励,因

此,教师应采用正面的教育的方式,正确

的运用强化,来强化幼儿的自控行为,在

教学活动中,运用合理的奖励策略。教师

除了可以通过直接强化来促进幼儿控制

行为的发生,也可以运用替代性强化。比

如,教师对表现突出的幼儿,通过发放小

红花等方式给予肯定和表扬,不仅能鼓

励受表扬幼儿,也会影响、感染其他的幼

儿,促使幼儿以受表扬者为榜样,模仿控

制自己的行为。幼儿都希望得到赞同、

鼓励和夸奖,当他们受到表扬和鼓励时,

自信心增强,也会体验到一定的满足感,

有利于他们增强自我荣誉感,促使他们

朝这个方向努力。渐渐地,自我约束的能

力就会明显增强。幼儿除了模仿同伴行

为,还会模仿教师和家长的行为,教师也

要注重自身榜样的示范作用,注重适当

的言语指导。另外,教育媒体和文学作品

也有一定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电视媒体

的动态性传播,文学作品中的正向人物

形象,都能引导幼儿在体验模仿中学会

要求自己,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教育媒

体和文学作品对幼儿的教育影响,促进

幼儿的自我控制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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