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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十分重视保育员队伍的建设，1994年，国家人事部、原国家教委联衔发文，明确规定：保育员属
于技术工人系列。
1995年国家人事部发文明确，国家教委负责保育工种的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培训，考核认定。
1996年，原国家交尾第25号令发布《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保育员应该接受幼儿保育职业教育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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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气体交换站——呼吸系统　　三、循环不已的运输流——循环系统　　四、食品加工管道——
消化系统　　五、泌尿、输尿、贮尿、排尿——泌尿系统　　六、身兼数职的皮肤　　七、人体内的
“化学信使”——内分泌系统　　八、眼睛——视觉器官　　九、耳——听觉器官　　十、人体的司
令部——神经系统　第二章　婴幼儿的心理健康　　一、幼儿心理健康的标志　　二、保育工作与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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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订一日生活制度　　二、主要生活环节的安排　第五章　婴幼儿营养　　一、合理营养　　
二、有关营养的基础知识　　三、乳儿喂养　　四、幼儿膳食　第六章　预防常见病　　一、佝偻病
　　二、肥胖症　　三、缺铁性贫血　　四、龋齿　第七章　预防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一、有关传
染病的基础知识　　二、儿童常见传染病　　三、儿童常见寄生虫病　第八章　常用护理技术及急救
术　　一、常用护理技术　　二、急救技术　第一部分幼儿卫生保健知识总复习提纲第二部分　婴幼
儿心理发展基础知识　第一章　幼儿心理发展的一般年龄特点　　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和主要学习
方式　　二、认识活动以具体形象性为主要特征　　三、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占优势　　四、开
始形成最初的个性倾向　　⋯⋯第三部分　婴幼儿教育基础知识第四部分　保育工作技能附件　理论
知识考核和实际操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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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转移兴奋：当小儿发作时，可设法转移其注意力，或轻声呼唤其名，或改变其体位，也可
播放乐曲，玩玩具等转移其注意力。
如果成人用恐吓、打骂等方法对其施加压力，会使儿童对这种行为产生罪恶感和神秘感，精神更加紧
张，反而会强化这种行为。
　　（3）设置障碍：不要让他们过早卧床或醒后不起床。
衣着勿过暖，内裤不要太紧。
　　（4）讲究卫生：经常清洗会阴，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
　　（5）调整身心：多鼓励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和体育锻炼。
　　4.口吃　　口吃为常见的语言节奏障碍。
它的发生并非因发音器官或神经系统的缺陷，而是与心理状态有关。
表现为正常的言语节律受阻，不自觉地重复某些字音或字句，发音延长或停顿，伴跺脚、摇头、挤眼
、歪嘴等动作才能费力地将字迸出。
患儿大多自卑、羞怯、退缩、孤僻、不合群。
有的表现为易激惹，情绪不稳。
出于对口吃的恐惧心理及高度注意，终成心理瘤疾，越怕口吃越口吃。
发病率约占儿童的1%～2%，多起始于2～5岁，男多于女。
　　（1）引起口吃的诱因：　　①精神创伤：受惊吓、受到严厉惩罚、进入陌生环境感到恐惧、家
庭破裂而失去爱抚等。
　　②模仿：小儿觉口吃者滑稽可笑，加以模仿。
　　③疾病：患百日咳、流感、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或脑部受到创伤后，大脑皮质的功能减弱，
容易发生口吃。
　　（2）“发育性口齿不流利”不是“口吃”：　　值得注意的是，2～5岁的幼儿正是语言和心理发
展十分迅速的阶段，词汇也渐丰富，但言语功能尚未熟练，不善于选择词汇，说话时常有迟疑、不流
畅的现象，一般到上小学前，就可口齿流利了，这种现象称为“发育性口齿不流利”，不属于口吃。
　　如果大人对幼儿的“发育性口齿不流利”，流露出担心、不安的心情，并时时提醒“别结巴”，
或强迫幼儿“把话再说一遍”。
幼儿在开口之前，心理先紧张了，就更张口结舌，可能真发展成“口吃”了。
　　（3）口吃的预防与矫治：应从解除小儿的心理紧张入手。
避免因说话不流畅遭到周围人的嘲笑、模仿以及家长、教师的指责或过份矫正。
大人不要当众议论其病态，或强迫他们把话说流畅，不许结巴。
需知，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加重其心理障碍。
应安慰他们，使他们有信心克服。
大人要用平静、从容、缓慢、轻柔的语调和他们说话，来感染他们，使他们说话时不着急，呼吸平稳
，全身放松，特别是不去注意自己是否又结巴了。
可以多练习朗诵唱歌。
　　5.遗尿症　　幼儿在5岁以后，仍不能控制排尿，经常夜间尿床，白天尿裤，称“遗尿症”。
　　（1）控制排尿能力的发展：　　尿液存储在膀胱内，达到一定量时，膀胱内的压力，刺激膀胱
壁的牵张感受器，神经冲动经盆神经传入，到达脊髓腰骶部的低级排尿中枢，并上传到大脑皮质，产
生尿意。
如果环境条件不许可排尿，大脑皮质就会抑制尿意，这种由意识控制排尿的机制，需要大脑发育成熟
到一定的程度，也需要学习和训练。
一般两三岁的幼儿就可以开始自行控制排尿，白天不尿裤子，夜间能因尿意而醒来排尿，仅偶尔尿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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