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所接受
,

井 且在 与同伴 交往时很少 发生

仪犯性行为
,

而过 于依赖 教师的幼儿 则表

现 出更 多的退 缩性行 为
, J 浸犯性 行为

。

此

外
.

还有
一

些研究者们发 现师幼 关系与幼

儿 I’J 我概念 的发展以 及他们对 自己的行为

与
J

赞业成绩 的期待密 L]J 相关
。 `

林奇和斯凯

蒂 ( 19 9 2 )认 为
,

幼 儿学业成绩 的好坏并不

取决 J
几

他们的社 会经济地位
.

而 是取 决 于

他们 的社会性技能 与自信
,

币叶卜会性技能

与 自f言则 与师幼 间的 互动
、

幼 儿对教 师的

情感以 及教师对 自身
’ J幼 儿关系的洞察 力

密 切相 关

二
、

关于师幼关 系模式的探讨

众 多研究 表明
.

现实 中师幼 关系存有

泊多种模式
,

炸日
,

不同的幼 儿与教师 问结

成 的帅幼关系 存在很大差 异 斯若弗 和他

的 卜中卜在 刊 3 一 4 岁幼 儿的师幼关 系研究
`
}
`

发现
,

即使是受过较高层次 专门训 练的

教 师
,

在
,
孙 d 列l级 的单个孩子结成师幼

关系时 也有 此 鲜明的类 型区别
,

具体表

现 为
: 、
卜温暖

J叫的
,

忿参 与型的
,

③支持型

的
, 犷

心冲突型的 八匆控制型 的 潘恩塔的研

究 从教师角度 出发
,

以 教帅指 向幼 儿的情

感
` : 丁丁为两个维度将师幼关系分为两种模

式
:

彩洲技的关系与有 障碍的关系
,

在积极 的

师幼 关系 中
,

教 师对待幼 儿比较热 情
、

关

口刘波晶

鬓外睿者鬓霸师幼互动卿题研穷鲍
。

文献综述
自八 l

一

年代
`
扣后期开

始
,

师幼 互 动问题 成为 iill

外幼 教 界 关 注 的 一 个热

点
,

笔 者以 美 国 普渡 大学

杰姆斯
,

艾利克 博 卜和雪

莉
·

弗特纳
·

伍德硕 士合作撰写 的 《幼 儿期

成 人与儿童 关系》为蓝本
,

并查 阅 f 大 录的相

关文献
,

对国外学 者已 有的师幼互 动研究做
一

综述

一
、

关于师幼关 系的基本特征与师幼关

系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研究者 普遍 认为
,

教师
` J 幼儿之 间的 关

系不 是单纯 的教 育者与 被教 育者之间事务性

的关系
,

而是带有明 显的情感日特征
L,

安 斯莉

和安德森在研究报告中 ( 19 8 4 )指 出
,

教 师或

其他养护 者与幼 儿之间的 关系 仁要是 一种教

育者 与被教育者的关 系
,

但有时
。 j

一

以 被视 为

如同儿童与父毋之 l讨川互样的
`

种情感依恋型

关系

在某种 程度 卜
,

幼 儿对教 师的 依恋
’ j 他

们对父母的依恋
一
样

,

也是 以感情为纽带的

利赞德思
·

萨古和莱 姆勃 曼 ( j 9 9 2 )的研 究进
一

步发现
:

幼 儿依恋的 对象是那此对他们的

行为做出敏感反 应 井提供细 心照顾 的教师
,

即是说
.

如果幼 几意 识到教师能够 密 切关注

他们
,

及 时满足 他们的斋 要
,

l5JJ 么
.

幼 儿便会

对教 师产生
一

种依恋性的情感
,

反 之 则不然
。

、

芬 尼
·

格丽 斯坦 森和 马拉维 克 ( 19 8 7 )认为
,

在教 师 与幼儿的 交 互作 tJJ 中
,

教 师的诚实 以

及他们对幼 儿的尊重 与细心照顾对于 儿童安

全感
、

白f言心的 发展以 及 取年 期对事物的积

极探索都是必 不 lrJ
一

少的
「

亚 「
山 11大

、

恩斯维尔

( 1 9 8 8 )
、

艾里 克森和潘 恩塔 ( 19 8 9 )等人 的研

究相继证 明
:
幼 儿所经 ijJ 的师幼 关系对 他们

的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
、

当孩 r 进 人幼儿 园开

始接受 正 规教 育时
,

与教 师建 立积 极的关系

是他们适应 新环境的
·

个很 主要的方 而
,

不

同的师幼关系将 直接影响幼 儿不 同的适应状

况 这 一结论 又被潘恩塔
、

斯滕伯格和罗林斯

以 4 0 0 名幼 儿为被试所做 的
一

项 研究 进
1

步

证实
,

他们 发现 幼 JL卜亡1中 j衫 J戊的 lj l巨幼 关系特

征
,

县至 预先 决定 了幼 儿在人 小
J

学后 前 气年

的适应 能力 与行 为 另
`

位 著名研究者豪斯
·

C 与其同事特别号察 」
’

师幼 关系对幼 几同

伴交往能力的影响 他们通过
一

项纵 向研究

得出结 i仑
: ` J 教师 有情感安 石

、
性 关系的幼 儿

对同伴 史为友好
,

史加爱 交际
,

也史容易 为1司

2
少

。

严
“ “ ’ 2洲 “ 命

’

呱、



爱
,

并跟孩 子密切 交流
.

在有障碍 的师幼 关系中
,

教帅

对幼儿很冷淡
,

经常性地
` J幼 LJ 发生 冲突

、

而博 1{二 古

德遵循 相同的研究 视角
,

却将 师幼 关系分成 j’ 四种类

型 :
亲近型

、

关心型
、

漠 不关心
J叫 ` J打

,

绝
l裂

「

豪斯
·

C 等

研究 者从幼 儿角度 出发
,

根据 幼 儿在立 动
「
}

,

的情感表

现与行为方式将师幼关 系分为安 个型
、

依赖型
、

积极调

适型与消极 调适 型四种
、

透过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

师幼关系虽然是所石人 园幼 几共同经历的
一

种 人际关

系
,

但是
,

即使在同
一

个班级中
,

面对同
`

个教师 不 1司

的幼 儿在
` J 教师的行 为 l辛

一

来
,

{
,

所获得的行 为与情感资

源差 别是币}迷人的
「

-

三
、

关于师幼关 系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 寿的一系 列研究表明
,

影响 师幼 关系的第

一
位 l大1素足幼 儿 t l 身J于r丁毛了J l今勺特 子

}J
,

涉 及幼 儿的气质

倾 向
、

行 为特 征
’ J幼 儿 早期的 人际 关系经 )JJ 等多 个方

面
「

就幼 儿气质倾 向 与行为特征层 rfll 来看
,

费恩
、

格利

博蒂
、

博尼 ( 19 9 3) 的研究结 果证实
,

幼儿气质内向或是

外向直接关系着他们和教师进 行 勺
_

动的情 况
。

开朗
、

外

向 口
_

了了为私〔极 的幼 儿受到 教师关 注 与反 馈的 机会最

多
,

而 比较 内向
、

不爱 表现的孩 子得到的关注
、

反馈最

少 博菲
·

:
片德 认为

:
班级 中

’ J 教 师 关系亲近的幼 儿
.

多是积极追 随教师的思路
、

成绩优 异
,

斤日
_

能够控制自

己行为
、

遵守班级 规则的孩 子; 教师 表不格外关心的是

那些 独 之性 差或必须 经常对他们指 出错 误的孩 子浦了

为被动
、

不愿意多 接触教 师的孩 r 则会 份致教师 对他

们的漠今关心
;
过度活跃

、

经常出现纪律问题的幼儿多

f l , l沛幼 几
_

动中 处 j
几

被打; 绝 的消极状

态
、

在所 有早期的 人际 关系经历中
,

幼

儿与父母 之问形 成的亲 r 关系状况是

师幼 关 系的基 础 艾 里 克森
、

潘 恩塔

( 19 8 9 )指 出
,

幼 儿允其是低龄 的幼 j七

指向教 师的行 为模式
、

对教师的信 f于

程度 与情感亲疏 程度儿 乎就是既定的

幼 儿 与父 母 互动 的翻版
〔

在进 人幼 几

园前
,

幼儿 与父 母之间的情感依恋情

况
,

关系着他们 与教师进行 互动过程

中所 表 现 出的 「l我价值感与行为动

机
,

并问接 影响着 幼 儿的学 习 与环境

适应能力
〔

斯若弗 ( 19 8 9 )认为
:
除了亲

子关 系以 外
,

幼 儿在托 儿所中 与养护

者之问形成的关系与互动经历也是师

幼 关系的
一

个潜 在决定 因 索
L

汉弥尔

顿 与豪斯 ( 1 9 9 2 )在对有人托经 历幼 儿

的 回溯性 考察中 i ,}
一

实 幼 几在幼 儿园

「
}

,

的师幼 关系特征 与他们在托 儿所中

的帅幼 关系特征有很
.
佰的 一致 性

」

研究 者们发现
,

师幼 关系 还受教

师 自身的特 征
、

师幼 勺 :

;]J 行为 的外部特征与师幼 互动

行为所处环境 因素的影 响 卡根和 史密斯 ( 19 8 8) 通 过

研究得出结 沦
:
奉行以

` .

儿 童为 中心
”

教育观念 的教师

l
一

匕水行
“
以 教 l4J

,
为中心

”

观念的教师 与单个幼儿或小组

幼 几进行互动的时问更长
、

频次更多
、

对幼儿的行为更

为敏感
,

反馈更 为及时
,

他们与幼 儿间形成的师幼 关系

也十}!对 亲密 豪斯
、

怀特
、

非利浦斯 ( 19 92 )的研究表明
:

幼 儿教 师所受的教育水
’

卜也与他们对幼 儿的态度有一

定 关联 教 育水平高 的教师
,

相对 来说 对孩 子更要 细

心
、

亲近
,

些
,

受 教 育水平 低的教师则可能较为粗 心
,

讨孩 广比较疏远 而郝忆 ( 19 9 6) 的研 究则认为受教 育

水 平程度 汗不是 显若影响师幼 关系的因素
,

教师特 征
`

}
,

对师幼关系状 况有重人影响 的是教师的反省能 力
,

如 果教师能时时 考虑到幼 )L园内发生的每件事情 对 于

幼儿 发展的意 义
,

那么 教师就会对幼 儿采取积极的 支

持性行 为
,

就 会 与幼 儿形成和谐的师幼关系
,

反之 则不

然

四
、

关于师幼互动行为的外部特征

国外学 者在师幼 匀
_

动的外部特征 仁侧 重考察的是

帅幼 忆动的频次 与互动时问
卜

格林斯基
、

豪斯 ( 19 9 4) 认

为
:
高频率的积极 的师幼互动本身就是师幼之 问安全

依恋 关系的 典型 标志
`

1
一

个幼 儿与教师互 动的时 间总

虽影响着师幼互 动的质 星
,

并进而 影响师幼关系的性

质
L

克诺 托斯
、

维尔 考克斯
、

赫 扎格 ( 19 9 6 )对教 师与幼

儿的空问抖离
’ J 他们 发什 互动行为的持续时间进行 了

探 讨
,

结 果表明
:
空问跟离 并不 与师幼 互动行为的发生

丫J 有必然性联系
,

即便 教师 与幼 儿的间距不足 3 英尺
,

他们 彼此互动行为持续的时 I’fjJ 也只占班内教 师与全体

幼 儿个别 lL 动时 间总景的 18 %
〕 .

这意味着影响 师幼互

动的 因素 不在十时空 条件 女11何
,

而在于教 师与幼儿的

仃为本身
L

五
、

关于影响师幼关 系的客观环境

在这
,

研究 范围内
,

illJ 外学者涉及到的 研究课题

有幼 儿园班级 的 规模
、

教 师和幼 儿的 比例等 方面
。

豪

斯
、

菲利浦斯
、

阵特介
,
克 ( 、 9 9 2 )的研究表 明

:
教师与幼

儿人 数的比率越低
,

班级规模越小
,

教师与幼儿间形成
.

安 全依赖的 可能性越大
。

此外教师的稳定也是影响师

幼关 系的 因素
,

豪斯 和汉弥尔顿 ( 1 9 9 2 )对 4 岁幼 儿的

研 究发现
,

在 l 到 4 岁经常更换教 师的班级中侵犯性

强的幼儿比例高
,

师幼关系不和谐的也相对较高
。

六
、

关于师幼互动问题的具体研究方法

在进行师幼互 动研究时
,

国外学者偏重定量研究

手段
,

多采用量表工 具 他们所运用的量表的形式与内

容依照各自的研究 日的而定 在众多 的工 具中比较著

名的
,

井经常被采用 的是华特斯和 狄恩尼 ( 19 85) 设计

的 Q 分类 依恋 鼠表
,

用 于 评估教 师 与幼儿
、

幼 儿与母

泉间的依恋关系

、 、 “ 丁̀’ 2 {)() 。 年、
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