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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格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众多的品格当中，勇敢品格被公

认为重要的品格，对于儿童获取幸福、养成道德品格、走向未来生活起着重要的支撑与保障作用。

我们认为，勇敢不是不恐惧，而是为了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而克服恐惧。 勇敢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

性，幼儿阶段具体表现在身体勇敢、心理勇敢、道德勇敢三个维度的多个发展目标上。 我们可以基于对

勇敢品格的内涵解析，通过专门性活动、渗透性活动、家庭生活等多种途径培养幼儿的勇敢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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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勇敢品格的价值、内涵与养成途径

●黄敏娟 1，2，鄢超云 1

“立德树人” 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品

格教育致力于培养有助于个体终身发展的优良品

质，使儿童形成良好人格，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语中，“品，从三口，众庶也”，

意为人多，“格”就是典型、规范、标准，不达此标准

者，就是不及格的人，“品格”即有众人所同意之典范

的含义。 [1]因此，我们可以将品格理解为：一个人身

上所拥有的较为稳定的、值得被称赞的个性品质。当

然，这些被称赞的品质，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难以穷尽

的清单，正如里克纳所言：“在‘品格’的帽子下，可以

躲藏无限多样的理解。 ” [2]而在众多的品格条目当

中，“勇敢”被广泛地提及，被公认为重要的品格，也

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必备品格。 [3]

中国人自古赞赏智勇双全之人，说明了人们对于勇

敢品格的向往与追求。 幼儿阶段是一个人品格形成

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个体为今后各方面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的时期。 因此，在这一时期养成勇敢品格，对

幼儿来说将终身受益。

一、勇敢品格的重要价值

勇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在上古时代，先贤们

就探讨了勇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了勇敢的

重要性，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节

制、正义四种品格，夸美纽斯则把这四种品格称作为

人的“主要的或基本的德行”。 [4]中国儒家伦理中，孔

子把“知、仁、勇”并举，将其视为“三达德”，后又经诸

子的深入探讨，不断拓展了“勇”的内涵，阐释了“勇”

的价值。 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勇敢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品格。对于儿童来说，养成勇敢品

格的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勇敢是获取幸福的保障

幸福问题是人的根本问题。 是人都想追求幸福

美好的生活，这种倾向与生俱来。然而幸福的获得并

非易事，往往与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及行动息息

相关。当有了正确的选择，勇气是帮助儿童将想法变

为行动的动力；当选择失误造成失败结果时，勇敢是

儿童面对现实、善待自我的力量。 无论成功与否，勇

敢的人将更容易获得幸福。

（二）勇敢是促成道德品格的支撑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德性的本意是功能的卓

越实现，既指功能发挥得好的状态，也指使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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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的能力。 [5]也就是说，品格除了根植于核心伦理

价值观的“道德品格”，还包括能使得“道德品格”易

于实现的“功能品格”。 [6]而勇敢即为一种功能品格，

与道德品格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例如，缺乏勇敢的正义，只会成为嘴上功夫，华而不

实；有正义有勇敢，正义才会熠熠生辉。

（三）勇敢是走向未来的力量

未来是人类的必行方向，而未来却充满着各种

挑战与不确定性。 勇敢，是人类在感到害怕或没把

握的时候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7]没有勇敢，每个

人都会做那些容易的事情，不会也不能去尝试具有

挑战性的事物；没有勇敢，每个人都会固守陈规，不

会也不能去思考和应对不确定的事物；没有勇敢，恐

惧感将主宰我们，让我们不足以应对充满不确定的

将来。

二、幼儿勇敢品格的内涵解析

（一）幼儿勇敢品格的基本含义

勇敢与恐惧有关。 恐惧是外界危险在人心当中

的投射。恐惧作为人的一种本能，能够帮助人规避危

险，对人的生存意义重大，但是如果完全顺应本能，

一有危险就恐惧和逃跑， 人类便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的高度。 [8]所以，勇敢是对恐惧本能的一种适度超

越，而并非是简单的不害怕。但是这种超越必须是适

度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勇敢是胆怯和鲁莽

之间的中庸，[9]过了度即为鲁莽，不及则为怯懦。 换

言之， 勇敢既包括面对艰难险阻无所畏惧的气概与

行动，以超越怯懦，也包括对意义和形势的审慎思考

与判断，以避免鲁莽。由此，我们认为，勇敢不是不恐

惧，而是为了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而克服恐惧。对于

幼儿而言，勇敢即在面临困难或害怕的情况下，仍然

敢做自己知道是正确的事情。

（二）幼儿勇敢品格的具体表现与发展目标

有研究者认为，勇敢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身

体勇敢、道德勇敢、心理勇敢。 身体勇敢是面对身体

伤害时的勇敢， 道德勇敢是面对危险时的真诚与正

直，而心理勇敢则是面临心理伤害，比如重大疾病打

击时的勇敢。 [10]还有研究者根据对“勇敢”概念的分

析，通过对家长进行调查，制定了幼儿勇敢品格的培

养目标。 [11]基于以上研究，结合对“勇敢”内涵的分

析，以及对儿童的观察了解，我们认为，幼儿的勇敢

表现既有身体方面勇于尝试挑战性运动的果敢大

胆，也有心理方面面对害怕、畏难、退缩、沮丧等情绪

时的勇往直前， 还有道德方面为朋友遭遇不公时的

仗义执言。由此，我们制定了幼儿勇敢品格的发展目

标。 （如表 1）

三、幼儿勇敢品格的养成途径

勇敢品格的培养可以通过多个途径， 采用多种

策略和方法。我们认为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应该通

过多种途径来培养幼儿的勇敢品格。 如果把这些途

径进行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专门性的勇敢品格

教育活动、渗透性的勇敢品格教育活动。 另外，家庭

生活中的品格教育也是重要的实施途径之一。

（一）专门性的勇敢品格教育活动

专门性的勇敢品格教育活动就是侧重勇敢品格

培养目标实现的活动，是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侧重

于勇敢品格培养的集体教学活动，或是主题活动。但

杜威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警告过我们， 专门化的

道德教育内在地隐含着脱离生活的可能。 因此必须

提高专门的品格教育活动的生活性、有效性。教师应

该注意以下几点：（1）以幼儿生活而非已有教案为
基础，围绕幼儿需要的真实、适宜的问题、困惑或热

点设计和组织活动；（2）帮助幼儿解决他们真实生活
中的真实问题；（3） 教学方式应主要采用生成性对
话、倾听、交流、实践、体验等方式。 例如，有教师通

过观察幼儿和访谈家长，发现孩子们近期有各种害

表 1 幼儿勇敢品格的发展目标

79



2021.11

怕和畏惧的情况，于是设计了“勇敢”教学主题，规

划了三个阶段的多个活动。 [12]整个主题活动的脉络

从说出自己的害怕，到想出好点子面对害怕，到挑战

害怕成为勇敢小战士，非常贴近孩子的生活。害怕黑

暗、害怕比赛、害怕打针、害怕某些动物、害怕打雷下

雨等，都是孩子们生活中的真实感受。 老师鼓励幼儿

说出自己的害怕和恐惧的具体感受，并支持幼儿运用

自己或大家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和恐惧，从

而增强自己的勇气。 整个主题活动紧紧围绕勇敢品格

的培养来进行，属于专门性的勇敢品格培养活动。

（二）渗透性的勇敢品格教育活动

这类活动不是以勇敢品格为最核心的教育目

标， 但是又包含了勇敢品格的培养。 主要是在其他

领域的教学活动中，以及运动、生活、游戏当中逐渐

地浸润。 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在适宜的活动中渗透一

些勇敢品格方面的教育， 因为品格教育是没有时间

和地点的区分的，只要在适宜的时候都可以进行。例

如，玩捉迷藏的游戏，鼓励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会克服

单独去某个空间的恐惧心理；阅读影子书籍时，带着

孩子们在黑暗中将书页的图案投影到墙上进行阅

读，既感受阅读的有趣，又帮助孩子们克服对黑暗的

恐惧；睡前的想象性游戏，教师用和缓的语调讲述跟

勇敢相关的故事， 引导孩子在头脑中将自己化身为

故事的主人公， 细细体察害怕的感受以及战胜害怕

的喜悦之情，在满足幼儿展开想象的愿望，达到放松

身体、纾解情绪的作用的同时，还让幼儿在头脑中呈

现了与勇敢相关的实践情景， 去试图体会勇敢的内

涵，等等。这些活动虽然并不以勇敢品格的培养为主

要目标，但却自然地渗透着勇敢品格的教育，发挥着

聚沙成塔的作用。

（三）家庭生活中勇敢品格的培养

家长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最长， 且由于家庭生活

中，孩子的数量通常只有 1-2 个，家长有更多的机

会与个体孩子在同一空间相处，因此，无论从时间和

空间方面，都保证了家长更有可能了解自己的孩子。

家长应该敏锐地关注孩子的日常表现， 如果孩子对

很多事情都表现出恐惧、退缩的行为，家长就应该有

意识地着力培养孩子的勇敢品格。例如，和孩子一起

阅读与勇敢主题相关的绘本， 和孩子讨论绘本中主

人公的勇敢精神和行为，探讨勇敢的意义，一起制定

努力的小目标，陪着孩子去实现；家长可以陪孩子参

加体育锻炼活动和劳动活动，在活动中去尝试挑战

困难、战胜身体的疲累与痛苦；家长还可以陪同孩子

一起去旅行或者参加一些探险活动，在活动中体验

未知的小恐惧，以及战胜恐惧的成就感，等等。

综上所述，勇敢品格对于幼儿的终身发展与幸

福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基于对勇敢内涵

的深入分析，采用适宜的方式与手段，通过多种途

径，努力发挥幼儿园、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合力，促进

幼儿勇敢品格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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