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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健康新概念

一、对于健康的理解

二、幼儿健康概况

三、影响幼儿健康的因素



Ø 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

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Ø 传统的健康观念是“无病即健康”，认为能
跑能跳、能吃能睡、没有疾病就是健康，这

里的“健康”特指身体上的健康。

一、对于健康的理解



Ø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做出了最新定义：

“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
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健康。”

Ø现代人的健康内容应该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

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

康、环境健康等。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

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Ø我国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幼稚园第一
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他还说:“强国必先
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强身先要注意幼年的

儿童。”幼儿的健康是民族强大、国家昌盛的
基础。

Ø幼儿年龄尚小，他们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都很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

视幼儿的健康问题。

二、幼儿健康概况



Ø 幼儿健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身体健康没有疾
病；有充沛的精力，心情开朗、愉快、乐观；态度积极主
动；乐于和小朋友相处，在集体中受到信任和欢迎；活泼
可爱，有良好的行为生活习惯；注意力集中；睡眠好。” 

Ø 幼儿的身体和心理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发育的过程中，不能
简单地依据这些特征来衡量幼儿是否健康，我们应当为幼
儿创造良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通过科学的卫生保健工作
使幼儿达到真正的健康。

Ø 幼儿卫生保健的学习是以实现幼儿的身心健康为目标，为
提高幼儿对健康的认识水平，改善幼儿的态度，培养幼儿
的良好习惯所实施的教育。 



1. 自然环境

2. 社会环境

3. 自身因素的相互作用

4. 生活方式

5. 幼儿园基本服务设施

三、影响幼儿健康的因素



1.自然环境

Ø 幼年时期是人最脆弱的时期，幼儿免疫系统还未发育
完全，不能有效抵抗因环境恶化导致的各种传染病和
环境污染物的侵害。

Ø 在历史上，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霍乱、伤寒、脊髓灰
质炎等疾病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生命。而幼儿遭受的灾
难更大，幼儿的防御感染、自我稳定以及免疫监视能
力都较为薄弱。因此，疾病感染等生物因素不仅决定
了幼儿身体组织、结构与功能是否有缺陷，而且决定
了幼儿疾病感染的可能性，直接或间接威胁幼儿的健
康。



Ø 有报告统计，5岁以下幼儿所患疾病中，有超过33％

是由于环境问题造成的，环境对幼儿造成的疾病有腹

泻、上呼吸道感染、各种形式的意外伤害等。

Ø 基于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关注
儿童健康环境联盟”。该联盟主要在国家一级水平上
针对包括水资源和卫生设施在内的威胁儿童健康成长

的环境因素开展工作。环境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



2.社会环境

Ø 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
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等都会影响幼
儿的身心发展。几乎每种自身损害性疾病都可以找到
社会文化的根源。

Ø 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首先影响人们对儿
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定义。同一种行为，在一种文化条
件下可以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赏或宽容，在另一种文化
条件下则可能遭到惩罚或非议。



Ø中国主流文化中有一种较明显的重身体、轻心

理的倾向。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父母和老师倾

向于过分重视和保护子女的身体而抹杀他们的

意志。我国青少年较普遍地存在对父母的过分

依赖和怨恨不满，这种心理冲突往往成为影响

儿童心理行为健康发展的根源 。



3.自身因素的相互作用

Ø 在具有神经生理异常的学习障碍儿童中发现有家族遗

传因素，这种家族遗传因素被认为是由一个或一组基

因的遗传而引起的。

Ø 人类的遗传是通过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而
实现的，精子和卵细胞又分别各由23个染色体组成，

每个染色体又由成千上万个基因所组成，这些基因都

是人类在繁衍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进化来

的，使我们具有人类的生理特征。



Ø许多观察实验研究表明，动物界遗传的不仅仅是种系
的生物特征，有许多心理特质也是通过遗传来实现

的，如认知结构、认知方式、行为模式等。尽管人类

的心理发展是后天在环境的作用下发生发展的，但其
发生发展离不开其生理基础——大脑组织结构。就好
像每个孩子出生时的相貌与父母相似一样，孩子出生

时的大脑结构与父母的大脑结构在解剖学上也是基本

一致的，只不过相貌在环境的作用下变化不是很大，

而大脑则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Ø后天损伤等因素导致的幼儿某一器官或者生理功能
的缺陷，会影响到其他生理功能或者心理健康。人

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组织、器官间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如先天或者后天失聪的幼儿，虽然在身体

成长、生理发育等方面与正常幼儿没有太大的区

别，但是由于听力障碍导致的言语丧失，使他们在

智力、认知、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发展受

到严重的阻碍。



4.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一个人采取的行为或习惯的总体表现，

受风俗习惯、文化信仰、个性特点及经济条件的影
响。生活方式对个体健康具有很大的影响。幼儿时期
养成的生活方式将会影响其一生，所以健康的生活方
式要从小培养。现代幼儿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多不合理
之处：

Ø 第一，营养过剩，过于进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些家长对孩子食补加药补，孩子摄入了过多的营养
素不仅引起肥胖，而且对其身心健康非常不利。



Ø 第二，睡眠不足。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寄予了太大
的希望，孩子幼小的肩膀上承担了太大的责任。除了
上幼儿园外，要参加英语班、舞蹈班、美术班等。这
都是以牺牲幼儿的睡眠和休息时间为代价的。

Ø 第三，缺乏运动。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限制了
孩子的活动范围，代步工具的出现更是降低了人们活
动的机会。有的家长过于溺爱孩子，对孩子凡事包
办，严格限制孩子户外活动，怕孩子累着或者是发生
危险。这样导致孩子运动量不够，体质及抵抗力严重
下降。



5.幼儿园基本服务设施

Ø 幼儿园的状况对幼儿的卫生保健起着关键的作用。幼儿园
内部的布局和配备是否全面、合理对幼儿的健康影响非常

大。

Ø 如果幼儿园缺乏基本的保健室、隔离室、文体活动室等部
门的配备，幼儿的健康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幼儿园的设

施配备一定要齐全并要有专业人员管理。

Ø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的幼儿卫生保健配套设施也要
跟上发展。要求政府加大对幼儿卫生保健工作的投入，开

展多种儿童保健服务，配置相关的保健设施，如听力筛查

设备、智力筛查设备、基本的活动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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