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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情绪“失控”了怎么办？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宋兰兰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郑德衡

自主游戏时，轩轩满心欢喜地搭建一座城堡，可
是浩浩（化名）不小心碰倒部分积木，这一下，轩轩瞬
间生气地把手里积木摔在地上，大喊：“你赔我的城
堡！”浩浩被吓得大哭。老师赶忙过来安抚，可轩轩
根本听不进去，哭闹着说不想玩了。这种因玩具引
发的情绪冲突，在幼儿园和家庭都很常见。3—6岁
的孩子情绪调节能力弱，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情绪
爆发。怎么帮孩子疏导情绪，成了家长和老师都要
面对的难题，本期《你问我答》邀请武昌区长江紫都
幼儿园教师团队为家长们支招，提供一些实用办法
来帮助幼儿疏导失控的情绪。

“情绪墙”立起来，幼儿心情“亮”出来

走进长江紫都幼儿园，操场大厅门口的情绪互
动墙格外醒目。墙上三个可爱的情绪小怪兽，分别
代表开心、难过和平静。每天游戏结束后，孩子们会
拿着对应颜色的小球，投入小怪兽的箱子里，以此表
达自己当天的情绪。

轩轩（化名）在情绪爆发后的那天，将代表“难
过”的小球投进了箱子。老师留意到这一细节后，在
餐后休息时间，引导他倾诉内心感受，轩轩说出了自
己因城堡被破坏而产生的失落与愤怒，老师耐心倾
听，给予理解和安慰，鼓励他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可以
用更合适的方式表达情绪，这面情绪互动墙，成为了
老师感知幼儿情绪的窗口，为及时有效的情绪疏导
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家庭里，家人也可以为孩子制作家庭版“情绪
温度计”：用彩纸画温度计，让孩子每天贴贴纸标注
心情刻度。或者设置“心情树洞”，在冰箱贴白板或
玻璃窗上，让孩子用可擦画笔随时画下心情图案。
每周家庭会议时，用情绪卡片（笑脸/哭脸/生气脸）
轮流分享本周最开心和最难过的事等。

运动赋能情绪，“悦动”释放多巴胺

运动在幼儿情绪调节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
用。长江紫都幼儿园精心规划了一系列趣味运动活
动，为孩子们的情绪健康筑牢根基。

每天孩子们一入园，亲子阳光晨跑活动准时开
启。爸爸陪跑团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趣味晨跑，跑
步时，身体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神奇的神经递质能让
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愉悦感，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户外活动时间到了，体能大循环是孩子们的最
爱。攀爬架、跳跃圈、跑道等丰富多样的运动设施，
构成了一个充满挑战与乐趣的运动天地。孩子们在
其中穿梭、攀爬、跳跃、奔跑，尽情挥洒汗水。

这些运动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在面对
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时，孩子们克服内心恐惧，成功完
成的那一刻，自信心便会油然而生，在这一过程中，
孩子们内心积攒的负面情绪也得到了充分释放，情
绪疏导悄然完成。

在家中，家长们也可以设置固定的亲子运动时
间，选取孩子喜欢的运动，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增
强体质，也是孩子疏通情绪的一个良好出口。

家园“心”桥梁，共护幼儿好情绪

幼儿情绪疏导，家园携手合作是关键所在，很
多幼儿园会定期开展家长学校活动，以丰富多元
的形式，如专业讲座、生动案例分析、趣味互动交
流等，为家长深入解读各年龄段幼儿的心理发展
特点，分享实用家庭育儿技巧。家长们可以留意
幼儿园的家校课堂，主动学习，掌握科学的应对
策略。

在长江紫都幼儿园，老师们则充分借助班级
群，及时分享孩子们在园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一
旦发现孩子情绪有波动，便会迅速与家长私聊，共
同商讨解决方案。比如，有个小朋友最近频繁发
脾气，老师和家长沟通后发现，原来是父母工作繁
忙，陪伴时间减少，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在园也
变得敏感，常和小伙伴闹矛盾。于是，老师在园给
予孩子更多关注，安排开朗的小朋友陪他玩耍；家
长增加陪伴时间，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睡前一起读
绘本，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孩子情绪逐渐稳定，
笑容也越来越多，家园紧密协作，为孩子的情绪健
康筑牢坚实防线。

在家中，家长们也建立“情绪观察日记”，用手
机备忘录记录孩子情绪爆发时间、诱因及缓解方
式，定期与老师云端共享。还可以与孩子共同准
备减压玩具的“情绪急救包”，一起捏捏减压。设
计“情绪联络本”，家长写下家庭情绪观察，实现家
园双向反馈等。

教师“心”指引，情绪疏导有诀窍

教师在孩子的情绪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在日常工作中，老师们练就了“火眼金睛”，能
够通过孩子的表情、动作、语言等细微变化，快速
发现情绪信号。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时，老师们
会遵循“倾听理解先行，分析引导随后”的原则。
他们先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给予充分的理解，让
孩子在被尊重的氛围里释放情绪，然后再引导孩
子正确看待问题。

此外，老师们还巧妙借助班级阅读区里的《我的
情绪小怪兽》《大卫不可以》等系列心理绘本，帮助孩
子认识各种情绪。可爱柔软的安抚枕也随时放置在

“情绪小角落”，为情绪不佳或想独处的孩子提供温
暖陪伴，引领他们学会管理情绪。

在家中，家长们可以模拟幼儿园创建“冷静太空
舱”，用帐篷或大纸箱改造安全空间，放置毛绒玩具、
涂鸦本、沙漏计时器等安抚工具；或者玩“情绪模仿
秀”游戏，家长与孩子轮流做各种表情，用夸张方式
释放后互相拥抱；还可以自制“情绪灭火器”——用
喷雾瓶装水，孩子情绪激动时对着空中喷水并深呼
吸，模拟“浇灭怒火”。

幼儿的情绪世界充满未知，需要用心呵护，相信
在幼儿园和家庭的携手努力下，每个孩子都能在阳
光下绽放灿烂的笑容，拥抱无忧无虑的童年。

（彭梦君 白云）

解锁五育并举的生活密码

家校共育担当孩子“成长合伙人”
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颁布实施，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正
经历着从传统单篇教学向大单元任务群
教学的深刻变革。学生如何在这场变革
中提升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炼语
文素养呢？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的语文人
思考和探索，用自己的创新和实践为学生
寻求一条光明大道。

真情境，让学习充满期待

语文教师要立足学生的发展和需求，
依托单元主题和单元语文要素，双管齐下
地创设单元学习情境。合适、有趣的情境
能有效激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热情和
期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例如，在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教学
中，以“穿越山河”的学习主题为引领，以

“跟着课本游中国”的情境为载体，以完成
“旅行手记”的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整合
单元学习内容、方法和资源等要素，落实
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在任务驱动中
完成知识建构。学生们大多喜欢旅游，用
学生熟知的、钟爱的事情去引导他学习，
个个兴致盎然、跃跃欲试。

再比如，三年级下册的“传统文化”单
元的教学中，教师把情境创设为“畅享传
统文化展，乐当小小传承人”，以进入不同
主题的展览馆为活动线索，以成为传统文
化传承人为目标，推进整个单元的教学。
学生一想到要游览各种展览馆，当富有使
命感的传承人，不禁喜笑颜开、乐此不疲。
令人期待的学习之旅就这样悄然开启！

巧任务，让课堂效率提升

如果说情境教学可以为学生的语文
学习打开一扇门，那么基于大情境构建的
任务群就是学习途中邂逅的最美风景。
教师要研读文本，深入思考，根据课文内
容设计具有内在联系的子任务。不仅要
追求任务名称的工整对仗，更要考虑学生
在任务驱动下的学习效果。

还是以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为例，因
为有了徜徉传统文化展览馆的情境，四篇
代表四种不同传统文化的课文自然而然
就要为情境服务。顺着“参观”这个字眼
往深入思考，根据整体架构和定义，《古诗
三首》定位任务为“观传统节日展，传承民
俗文化”，《纸的发明》定位任务为“探造纸

工艺展，传承科学成就”，《赵州桥》定位任
务为“游千年古桥展，传承桥梁文化”，《一
幅名扬中外的画》定位任务为“赏千古名
画展，传承书画艺术”。回看这一系列的
任务，不仅构思巧妙，更会让学生在一节
节语文课上，对语文学习的仪式感、参与
感大大提升，从而高效学习，解决单元整
组学习的重难点。

趣活动，让语文素养形成

学生在新课标视域下的语文任务群
的学习中，提升语文素养最大的依托就是
课堂学习活动。这是由传统的教师上课
流程的设计转向学生课堂学习活动的设
计。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着眼于
学生语文素养的螺旋式上升。学生学习
活动还要有一体化的设计，避免杂乱纷
繁，利于学生在统整性的活动设计中学会
学习，让语文素养自然生发。

比如，在走进每一个展馆的情境学习
中，让学生以制作每一种文化载体为主要
活动，如勾画纸的发明的时间轴、绘制千
年古桥的档案、创编千古名画的展签……
活动设计一脉相承，都是把文化的载体用
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简单形式体现。如此
一来，学生的学习难度降低，可操作性增
强，孩子们在一个个有趣的活动中参与、
体验、成长。

亲子跳绳的欢快节拍在操场跃动，云端故事会
的温柔声线穿透屏幕，银发志愿者手把手传授叠衣
技巧……汉阳区德才小学一场以家庭为支点的“成
长合伙人”计划，将“德智体美劳”的抽象理念转化
为可触摸的生活教育。

祖辈教劳动：巧手传承生活智慧

“请同学们像我这样，先把衣服铺平整，袖子对
齐，再对折……”4月21日下午，在“家务小能手”课
堂上，刘奶奶正耐心地教孩子们叠衣服。她一边示
范，一边讲解步骤。孩子们端坐在书桌前，目不转
睛地盯着奶奶的动作。

“看，先把衣服背面朝上铺平，两只袖子往中
间折，像小翅膀一样收好。”刘奶奶动作轻柔却利
落，手中的校服转眼间变得方方正正。“然后从下
往上对折一次，再折一次，衣服就乖乖‘躺’好啦！”
孩子们跃跃欲试，学着奶奶的样子摆弄起自己的
衣服。

德才小学为培养学生劳动能力，促进家校共
育，开展了“成长合伙人——爷爷奶奶教劳动”主题
活动。不仅落实劳动课程，布置家庭劳动实践任
务，开设特色劳动社团，还特别邀请经验丰富的

“巧手奶奶”“智慧爷爷”担任志愿者，走进校园开
设“家务小能手”亲子课堂。爷爷奶奶们手把手教
孩子们择菜、缝纽扣、收纳物品等生活技能，并分
享传统家务中的智慧。不少家长反馈：“孩子回家
主动帮忙洗碗、整理房间，还骄傲地说‘这是奶奶教
我的秘诀’！”

通过“爷爷奶奶教劳动”这类活动，既让孩子
们在动手实践中掌握生活技能，又让隔代亲情在
共同劳动中更加紧密。5 月的“劳动技能大赛”
上，孩子们将进行家务劳动技能大比拼，他们即
将展示的不仅是能力，更是一个个家庭传承的生
活智慧。

爸爸陪运动：汗水浇筑强健体魄

“爸爸，加油！再快一点！”学校的操场上，一年
级学生小宇和父亲紧握长绳，在亲子双人跳环节中
默契配合。父亲弯着腰迁就孩子的高度，小宇仰头
笑着调整节奏，两人最终以流畅的动作摘得“亲子
跳”冠军。“学校每周推送的‘周末亲子运动贴士’帮
了大忙！”小宇父亲感慨道，“从跳绳标准到训练技
巧，我们坚持在人人通平台打卡，孩子体能和技能
都进步飞快。”

这场“爸爸陪运动”跳绳大赛，是家校共育的重
要场景创新。平日西装革履的父亲们挽袖上阵，与
孩子共同挑战单人跳、接力跳等环节。在双人跳环
节，300组家庭需面对面共握长绳，通过反复磨合寻
找默契。有的家庭起初屡屡绊绳，却在互相鼓励中
渐入佳境；有的父亲特意放慢节奏，用“低空慢摇”
帮助孩子建立信心。

学校每周五通过人人通平台推送分级运动指

南，涵盖跳绳、球类等家庭易操作项目，并设立“运
动打卡广场”。家长上传的亲子锻炼视频中，既有
客厅里的趣味体能游戏，也有公园里的户外挑战，
参与家庭的父亲陪伴运动时长明显增多。

妈妈伴阅读：书香浸润思维成长

“小兔子为什么要把种子种下去呢？”每周三
晚7时30分，一（3）班的“妈妈云端故事会”准时开
始。在学校精心准备的“亲子阅读指导”的帮助
下，温柔又智慧的妈妈们都学会了运用“预测——
提问——联想”三步法引导孩子思考，让孩子带着
问题去阅读，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同时也锻炼了孩子
的表达能力。

学校的“人人通活动广场”里，妈妈和宝贝们也
读得火热，小读者们手捧绘本，眼神专注而明亮，随
着妈妈的轻声朗读，时而欢笑，时而沉思。平日里
忙碌的妈妈们此刻化身“故事主播”，用温柔的嗓音
和生动的表情，将文字化作绚丽的画面。孩子们最
喜欢的就是亲子角色扮演，家长与孩子分饰书中人
物，通过对话和动作重现故事情节，共同投入故事
绘本中，妈妈们仿佛也回到了童年，和孩子一起感
受到了阅读的乐趣。

学校将“家校共读”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重要途径，“妈妈伴阅读”活动不仅关注学生的阅读
表现，更重视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通过“妈妈云
端故事会”这样的创新形式，让亲子共读成为每个
家庭的美好日常。

家校协同：让五育扎根生活土壤

当专业教育理念与家庭教养智慧相互滋养，
“五育并举”便真正落地生根。“成长合伙人”家庭教
育亲子活动将教育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生活
即教育”的特色模式。

德才小学校长明媛介绍，“成长合伙人”计划通
过场景重构、角色重塑和评价创新，将五育具象化
为可感知的生活教育。运动场从校园拓展到家庭
客厅，劳动课堂从教室延伸至社区菜地，阅读空间
从图书馆渗透到家庭飘窗，构建起“处处可育人”的
立体场域。父亲成为体质健康“第一责任人”，母亲
转型阅读思维引导者，祖辈化身劳动智慧传播者，
形成家校共育的“教育合伙人”。

明校长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
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这种理
念与模式的融合让教育通过家风传承潜移默化，
智育在生活实践中自然习得，体育变成亲子互动
的快乐时光，美育融入衣食住行的点滴细节，劳育
转化为家庭责任的分担，最终实现“教育生活化、
生活教育化”的特色育人效果，让孩子在创新融合
的学校教育和智慧温馨的家庭教育中“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

（杨幸慈 杨喆）

《上善若水》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201班 陈婕怡
指导老师：孙厚

五育并举案例

《桥韵》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202班 艾书瑶
指导老师：罗慧婷

我从小就很普通，唱合唱站后面和
声，演话剧帮忙准备道具，打球赛也是常
坐替补板凳……我一直认为众星捧月时，
只有月亮才会被看见、被赞赏。直到那场
读书班会，让同样毫无存在感的她，被全
班“看见”了。我才知道，原来，只要有自
己独特的色彩，不起眼的星星，同样可以
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天班会任务分完以后，那些拿到讲
解和主持任务的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地讨
论起来。我落寞地回到座位上，翻出课外
书。“你不抓紧时间准备吗？”她走过来
问。“配角，又不上台，有什么好准备的。”
我没好气地说。

她笑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
我觉得他们分给我的任务很适合我，我也
有了很好的想法”。我有些惊讶，她也只
是被分到最后总结和互动，时间只有五分
钟。那时候还会有人注意听吗？

转眼就到了周五的班会课，前面的同
学都大谈特谈书本的内容，虽然准备充
分，但观众明显有些乏了。

“小书虫们是不是把你们的瞌睡虫唤
起来了？”她一上台，大家都笑了起来。她
开始展现她的幽默细胞，一会儿揶揄同学
的书“新得不像看过的”，一会儿示范自己
读书“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之状，气氛瞬
间就热烈起来。

她忽然转向我，说你先来分享吧。我

紧张又开心地接过话筒，“我读《一滴水经
过丽江》，沉浸在作者的文字里，觉得古城
很美又很有民族风情，想去云南旅游了”。

她笑着说：“依我看，云南文旅得给阿
来打钱。作家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梁
衡的《晋祠》选入课文后，去山西的游客大
大增加了，甚至有人在山西定居。所以，你
文笔这么好，也可以写游记赚钱，哈哈哈。”

大家又笑了起来，一瞬间，我觉得站
着的我也被笑声肯定了。大家纷纷举手
分享，整场班会的气氛被推向了最高潮。

班会结束，台下掌声雷动。
如果有人问我，这场班会表现最佳的

是谁，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她的名
字。就连老师也说，通过这场班会，认识
了一个全新的她，闪闪发光的她。

现在想来，她一直是一个幽默的人。这
次班会上，她把这些发挥到了极致。她用短
短的五分钟，向老师和同学展现了自己的才
华，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终于明白，即使是不起眼的配角，只
要用好自己的特质，也能被大家注意到。
捧月的星星，也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指导老师肖静可点评：流畅的文笔，
简约而深刻的故事。作者让我们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在生活中，
我们不一定时时都能做主角，但是，发挥
自己的特色，哪怕是角落的配角，也会被
“看见”。

捧月的星星，也有自己的光芒
武汉市南湖中学816班 林予涵

我是喜欢植物花卉的，也曾尝试过许
多次种植。心血来潮时，买上那么一两
株，放在太阳下，立志要把它们养大，可没
过几天就蔫儿了，于是叹一口气，等到完
全养不了了，便放弃。

如此反复了三四年，直到一年寒假，学
校组织了一次“动手迎新春”的活动。思来
想去，自己对于绘画、手工等一窍不通，但是
对种植懂得一些皮毛，那就再种次花试试？

于是买来了水仙花的苗，决定尽最大
的努力养它长大。虽是望着那些形如黑
蒜的球形，但水仙开花的样子却已跑入我
的脑海，于是，我的眼神中尽是憧憬。

上网查资料、搜教程、买工具。我挑
了一个适合水仙生长的小缸，在细细处理
完那几颗“黑球”后放入水缸。说实在的，
先前种花养绿植时，我没怎么做过功课，
也没有刻意准备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现
在，为了看水仙开花的那一刻，我认真摘抄
了它所需要的准备和生长的条件，并记在心
里。冬天的天气常常变化，阅读了天气预
报后，我便选择了一个温度不错的晴天，在
水缸里添上水，正式种下那几株水仙。

除了种植工作的准备，我还写了许多
便利贴。我也清楚自己不算很有毅力的
人，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对未来的监督工
作，以防某日忘记或偷懒。我把写好的便

利贴贴在了床头、书桌、衣柜等许多地方，
上面记着养水仙的注意事项和“莫要偷
懒”的话语，对植物本身的准备和对自己
的准备都完成了，我开始期待花开。

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日后的行
动和时间才会帮忙将一颗颗“黑蒜”雕刻
成一朵朵亭亭玉立的水仙。

除夕当天，在一大早打理完结出花苞
的水仙后，我跟随父母出门，在奶奶家吃
完年夜饭后才回家。零点的钟声响起，窗
外的烟花欢腾地升至空中，我忽然看到，
水仙开花了。

她在璀璨如流星的烟火下展开花瓣，
像墨绿的瓷器中盛开的露珠，沾以冬夜的
温柔，弯了弯腰，笑着对我说：“新年好啊，
春天要到了！”

竹笋在黑暗的土地下准备几年才破
土而出，迅速生长；毛毛虫在吐丝结茧后
才能成蝶高飞。不做准备，再好的水仙种
子也只能腐烂或中途枯萎。种花如此，做
任何事亦如此。只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才能扬帆起航，追寻到人生中的星辰大海。

指导老师肖静可点评：做好充分的准
备，才能做成一件事。朴素的道理从一次
“种水仙”的经历中娓娓道来，从中可见作
者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亦可见对自我的
认识和提升。

种水仙
武汉市南湖中学816班 徐睿雅

奶奶执教“家务小能手”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