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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对师幼互动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对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

述，认为师幼互动是《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下简

称《 纲要》）教育理念的重要表现，是现代教育观、儿童观的

客观要求，是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的必要条件，是课程模式及儿

童学习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

［ 关键词］师幼互动；双向人际交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一、关于师幼互动概念的界定

师幼互动是指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教师与幼儿之

间以师生接触为基础的双向人际交流。其内涵可做如下分析：

第一，师幼互动贯穿于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之中，游戏、学

习活动以及各个生活环节均应体现师幼互动。第二，师幼互动

是建立在师生接触基础上的，师生接触是师幼互动的直接表

现，没有师生接触，就不可能存在师幼互动。第三，师幼互动的

实质是一种双向的人际交流，体现为发起与反馈的关系，教师

与幼儿无论哪一方先发起，对方都应有反馈，根据反馈信息，

发起者再发起，反馈 者 再 反 馈 ，从 而 形 成 一 种 循 环（ 如 图 所

示），这种循环是否良性取决于师幼互动的性质。

笔者认为，理想的师幼互动模式应表现为：教师主动发起

与幼儿主动发起并重，集体、小组与个别互动相结合，积极互

动、肯定性互动和平行性互动占主流。惟如此，才能在幼儿园

建构起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

二、师幼互动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背景

（ 一）有效的师幼互动是贯彻《 纲要》精神的必然要求

《 纲要》阐发了一些全新的教育理念，其中，师幼互动就

是这些全新教育理念的重要表现之一。《 纲要》 的第三部分

“ 组织与实施” 提出：“ 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

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

式的师生互动。”“ 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耐

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和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探

索与表达。”“ 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

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这些表述都体

现了《 纲要》对师幼互动的特别关注。

不仅如此，《 纲要》还就如何创设师幼互动环境，提供师

幼互动机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如语言领域提出：“ 创造一个自

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

其他人交谈。”“ 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

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社会领域提出：“ 应为幼儿提供

人际间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并加以指导”；科

学领域提出：“ 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

果。”“ 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都有机

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由此可见，师幼互动是幼儿园贯彻落实新《 纲要》的必然

要求。

（ 二） 有效的师幼互动体现了一种科学的教育观和儿童

发展观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观，还是西方近代的教育观，在对

教育的理解上都把重心放在了教师对儿童的单向作用上，忽

略师生的相互影响。因此，现代教育观强烈呼唤师幼互动。师

幼互动必须作为幼儿园教育的基本表现形态，存在于幼儿一

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表现在幼儿园教育的各个领域。因为

只有在师幼互动中才谈得上师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与教育观紧密联系的是人们的儿童观。古往今来，人们对

儿童的看法和认识形形色色，不可胜数，但归结起来，曾经对

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儿童观主要有三种，即遗传决定论、环

境决定论及复合论。这三种儿童观虽然体现了逐渐进步的趋

势，但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儿童的发展是受某种外在于儿童主

观控制的因果关系的制约，其结果必然导致教育与发展、教师

与儿童的对立，导致教育实践中儿童主体地位的缺失及对儿

童兴趣、需要和感受的漠视。因此，这三种儿童观都不利于形

成有效的师生互动。

在儿童观的不断演变中产生了现代儿童观。其内涵体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遗传是儿童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起决定作

用；儿童自身的主体活动是其发展的源泉；发展是儿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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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观的内涵向我们昭示，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在

教育过程中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影响的人，而是一个主动建构，

积极参与的主体，他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兴趣和需要，通过

自主的探索，与教育者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实

现自己发展的权利。因此，现代儿童观对师幼互动提出了客观

要求，同时也为师幼互动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

（ 三）有效的师幼互动呼唤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的

状况如何与前述的教育观、儿童观有极大的关系，不同的教育

观、儿童观必然会衍生不同的师生关系。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师生关系受封建等级制度和“ 管、

教、养”意识的影响，强调师道尊严，儿童对教师必须绝对服

从，只能听而不问、信而不疑。因此，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不可能

有师幼互动的空间。

在近代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师生关系问题的争论实际上

是围绕教师与儿童的地位而展开，总的来说，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 观 点 和 学 说 ：一 种 是“ 儿 童 中 心 论 ”，一 种 是“ 教 师 中 心

论”。无论是“ 儿童中心论”，还是“ 教师中心论”，都不能算一

种正常的师生关系，都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师幼互动。

要形成有效的师幼互动必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而新

型的师生关系也必须依赖有效的师幼互动。新型师生关系应

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见黄济等，小学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 ，#$!%&）：

’(民主平等。

教师和儿童虽然角色不同，但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

真理面前是平等的，在这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中，儿童要听

从教师的教导，教师也要向儿童学习，认真接受儿童提出的合

理意见和要求，而这一切都必须在有效的师幼互动中完成。那

种专制型、依赖型、对立型、自由放任型的师生关系，是不可能

有良好的教育效果的，也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师幼互动的。

)(尊师爱生。

爱生是尊师的基础，尊师是爱生的结果。尊师与爱生密切

联系、相互促进。教师受到儿童尊敬，就会产生对教育工作的

光荣感，从而更加热爱儿童和教育事业；而儿童得到老师的关

怀，就会更加尊敬老师，努力学习老师传授的知识，仿效老师

的优良品德和行为。这种你来我往的情感传递本身就是师幼

互动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心理相容。

心理相容是指教师和儿童集体之间、和儿童个人之间，在

心理上彼此协调一致，并相互接纳。心理相容，教师的行动就

会引起儿童集体和个人相应的行动，并得到儿童的肯定；反过

来，儿童的行动就会引起教师深切的关注和恰当的回应。显

然，心理相容所营造的这种融洽的气氛，只有在有效的师幼互

动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教学相长。

教育教学是教师与儿童的双边活动的过程，因而师生关

系也必然是教师与儿童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正好体现

了师幼互动的实质———教师与幼儿之间双向的人际交流。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儿童双方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推动

的关系。儿童在教师的教育下得到发展，而教师根据来自儿童

的反馈信息，调整教育计划与措施，也就促进了自身的提高。

这样，教师与儿童在互动中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以上分析表明，师幼互动是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的必要条

件，新型师生关系则是师幼互动的心理基础。

（ 四）师幼互动要求新的课程模式和儿童学习方式

我国幼儿园传统的课程模式（ 或类型）及其相应的学习

方式日益暴露出其致命的局限和弊端，具体表现为：过分强调

学科本位，分科过细过繁导致学科之间相互隔离、相互封闭，

进而导致儿童学到的知识缺乏内在联系，不能形成知识整体；

过分强调知识的权威，强调教师和教科书的权威，忽视儿童自

身的主动性和实际学习体验，缺乏有效的师生互动，使得知识

成了强加给儿童的东西。因此，改革传统的学科课程模式及相

应的接受式学习方式已成为),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迫切任务。

在合理分科的基础上寻求课程的综合化是当前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与综合课程相适应的儿童的学习方

式将不再是接受学习，而是自主探索式学习。在这种学习方式

中，各种概念、原理、结论不再是教师说明、解释的结果，而是

学生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自主性探索活动而获得的结论和答

案，不再是学习的起点而成为学习的终点，不再是由教师传递

给学生，不再是事先已经规定和安排好了的内容，而是学生在

教师的帮助下自己 寻 找 、证 实 和 确 认（ 见 黄 济 等 ，小 学 教 育

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

习方式必须以积极有效的师生互动作支撑。对此，《 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明确要求：“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

互动，共同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

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

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换句话说，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综合化，而

且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较中小学更为

突出，相应地，自主探索式学习方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也显

得更为重要。《 纲要》将幼儿园课程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

科学、艺术五大领域，且“ 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

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显然，教师在具体设计、实施这五大领域的活动时，头脑中必

须具有“ 综合”的观念，“ 综合”的思维，必须保证儿童自主探

索式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而在此过程中，能否建构起积极有效

的师幼互动将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正因为如此，《 纲要》对

师幼互动也作了特别要求：“ 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

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

作探究式的师生互动。”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师幼互动是课程模式及儿童学习方

式变革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

（ 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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