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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纲要》 非常关注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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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的幼儿园师

幼互动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案例一

上午户外活动快结束时，孩子们惊喜地发现，院子
里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可爱的、浑身雪白的小狗，这
一重大发现使孩子们喜出望外，他们纷纷上前围在小狗
身边，有的蹲下身子摸摸小狗，有的关心地询问：“小
狗，你的家在哪儿？你迷路了吗？”还有的想抱起小狗，
让它暖和暖和……正当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讨论时，老师
的声音传过来，“你们围在那儿干什么？到时间了，该
回去了，快过来排队……”在老师的一再督促下，孩子
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狗……而回到活动室后，接下来
的教学活动是“小动物怎样过冬”，因为按照周计划，
本周的主题是“冬天里的小动物”。

案例二

教师：“请你像我快坐好。”幼儿：“我就像你快
坐好。”

教师：“小手儿放哪儿？”幼儿：“放腿上。”
教师：“嘴巴？”幼儿：“闭闭紧。”
教师：“眼睛看哪儿？”幼儿：“看老师。”
以上这些事例在我国现实的幼儿园普遍存在着，结

合这些案例，仔细思考幼儿园班级中的师幼关系，幼儿

园班级师幼关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一、幼儿园班级师幼互动现状分析

（一） 计划控制下的师幼互动

在幼儿园班级生活的师幼交往中，教师与幼儿应该

是平等交往行为的主体，在师幼互动行为的发起和行为

反馈方面具有同样的主动权。但是，在现实的幼儿园班

级生活中，教师计划、组织着幼儿的一日生活，他们不

但是互动行为的发起者，而且还是互动过程的控制者，

幼儿往往处于服从、依赖的被动地位。大部分幼儿园都

制定学期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直至日计划，在日计划

中，一般幼儿园都有详细的活动安排，每个时间段干什

么都是固 定 的，可 以 说 ，幼 儿 是 生活 在 计 划 之 中的。
“计划性”主导了幼儿的生活，教师被脑海中的计划所

牵引，把孩子的一日生活纳入教师的控制之下 （如案例

一），常常忽略、制止来自儿童亲身经验的、感兴趣的

活动，无视幼儿的兴趣、爱好，不真正关注孩子的感

受，倾听孩子的声音。幼儿被期待的应该是做一个乖孩

子，听从教师的教育与指导，教师与幼儿的互动成为配

合教师的教育内容与教育行为，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时

间与范围内的活动中。这种交往是缺少实质性意义的

“刚性计划控制下”的交往，丧失了人类日常互动所特

有的灵活性和动态生成性，幼儿体验不到真正互动所带

给人的那种平等、尊重、积极、美好的内心感受，导致

幼儿主体性的缺失，阻碍了幼儿良好的发展。
（二） 规则控制下的师幼互动
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教师非常重视幼儿的纪

律、秩序、习惯，有着一系列的硬性规定，师幼互动交

往行为中大多数是教师要求与维护班级规则的 （如案例

二）。繁琐的规则控制住了幼儿的生活，幼儿生活中的

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的主动权。在很多幼儿园，幼儿能

不能多玩一会自己想玩的玩具，能不能和要好的朋友聊

一会儿天，能不能离开自己的座位去喝水等等，都得经

过老师的许可。这些规则是教师制定的，并通过反复说

教的形式让幼儿必须遵守，教师一般不会和孩子们一起

幼儿园师幼互动存在问题及解决策略

孔海清
（青岛滨海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2教 育 理 论

良好的师幼互动对幼儿发展有重要意义，现实幼儿园中的师幼互动被刚性的计划、
繁琐的规则控制着；理想的师幼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教师的计划应该体现灵活性与
动态生成性，要为幼儿创设宽松的精神环境，在自主体验中体验规则的重要性。

师幼互动；现状；解决策略

【摘 要】

【关 键 词】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43 （2013） 02- 0020- 02

20

DOI:10.13980/j.cnki.xdjykx.gjyj.2013.04.025



探讨幼儿园中为什么会有规则，以及怎样在幼儿的参与

下制定规则；相反，教师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为幼儿制

定规则并要求孩子遵守它，并在反复要求和强制的干预

下，要求幼儿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并对幼儿遵守规则

的情况作出武断评价。这种严苛的教育行为控制了幼儿

的思维和行动范围，师幼之间美好的情感被僵化为一种

权利与服从的意志体现。
当然，由于幼儿生理与心理的不成熟，服从成人的

权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幼儿只是一味地盲目服从成人

的意志、按照成人的要求去行事，不要说难以获得他们

作为人的尊严，甚至连基本的作为人类行为特征的自主

性、计划性、创造性也不可能得到发展。[1]

总之，在实然的幼儿园班级师幼关系中，教师往往

在师幼交往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把幼儿看作年

幼无知的人，主持掌控着幼儿班级活动的方方面面，幼

儿缺乏主体性，被迫接受教师的权威、控制或操纵，所

以师幼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是计划控制下的、规则控

制下的交往。

二、创设良好的幼儿园师幼互动对策

（一） “我与你”的平等对话关系
人既是生活的主体，也是人际关系中的主体，人的

主体地位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交往是共在的主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是人的基本存

在方式。” [2]因此，在幼儿园师幼关系中，教师并非师

幼关系中的唯一主体，幼儿同样具有主体性。
在班级生活中，教师和幼儿这种双主体的交往关系

可称作互主体性或是主体间性，具体表现为我—你的平

等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是以尊重与信任为前提的，

教师尊重幼儿个体发展的差异，尊重他们不同的兴趣、
爱好和感受，幼儿时时体验到被尊重的内在尊严感，他

们对教师充满了信任与爱，在教师面前畅所欲言，这种

对话是情感的交流和体验的交融过程。“对话不仅仅是

指二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的‘敞

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

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

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

精神的互相承领。” [3]在‘敞开’和‘接纳’中，教师

与幼儿彼此激发、相互感染，获得主体间的互相理解和

视域融合，幼儿与教师都在原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获得

主体意义上的发展。
（二） 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中明确规定，幼儿

园必须“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

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

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主张，幼儿园的课程须预先拟定，但临时可以变更。 [4]

所以，在现实的幼儿园班级生活中，教师不应该以严密

的计划表武断地控制儿童的活动。相反，教师应做到计

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教师应制定弹性的时间表。提供幼儿足够的时

间、空间，让幼儿在活动中积极尝试探索事情的前因后

果，发展他的认知方式，体验到自我主宰、自我控制的

精神力量，积极建构他们关于世界的意义。
2. 教师要力求计划性与动态生成性的统一。首先，

计划内容包括要为幼儿提供富有刺激的环境，具体包括

分析幼儿需求、选择合适材料、充分利用活动空间保证

幼儿充分探索等等。瑞吉欧教育的特色之一是充分发挥

环境的教育作用，他们将环境视为“一个可以支持社会

互动、探索与学习的‘容器’”。 [5]另外，幼儿与情境互

动的探索活动中，教师要仔细观察幼儿活动以及幼儿的

反应，根据幼儿的兴趣与需要不断生成新的问题，教师

要抓住教育契机并学会灵活应对。
（三） 在自主体验中领会到规则的重要性，养成规

则意识
体验是指人从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中获得的经验。它

是一种图景思维活动。其中“图景”是一种跨越时空的

整体性存在，它同时包含着个体人的生活阅历、当下生

活场景和未来人生希冀，其显著特征是整体性、现场性

和超越性。[6]由于体验不是以单纯知识灌输为主的逻辑思

维，而是融合认知、情感等因素为的思维活动，因此它更

能打动幼儿，培养植根于幼儿心灵深处的规则意识。
体验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实践活动中展开。幼儿在实

践中的需要是培养幼儿规则意识的极佳契机，比如说玩

滑梯时，教师先让幼儿体验不排队的混乱，然后再体验

排队为玩滑梯带来的便利与快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

“排队的意义”，并产生内在需求。另外，可以让幼儿在

交往中自己去尝试，依据伙伴的的反馈情况来调整自己

的行为。如，幼儿想玩别人的玩具，他可能先去抢，遭

到伙伴的谴责后，幼儿就可能改变策略，用商量、请求

的手段来获得玩具。
总之，在实践和交往中，幼儿理解“规则”的意义

并产生需要得到满足的愉快感、成功感，从而对良好行

为的内化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最终使得良好的行为成

为自觉自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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