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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运用事件取样观察法, 对幼儿园自然情境下的师幼互动现状进行多角度的观察。通过定量描述和

定性分析, 揭示了师幼互动具有不平衡性 、非对称性等特征,并据此提出了构建高质量师幼互动的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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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幼儿园各种人际互动的核心,师幼互动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是幼儿园各项教育目

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教师内在的教育观念 、教育能力和外

显的教育手段 、教育行为相结合的综合表现。
[ 1]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 无论是抽象的教育目标 、教育原

则,还是直观的教育方案 、教育内容, 无不是借助于连续不断的师幼互动而逐渐变成现实的 。因此,师幼

互动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比较而言, 国外学者注重对师幼互动的静态表征———师幼

关系的研究,因而较为宏观一些;而国内学者强调对师幼互动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因而更为微观一些。

与此相一致,在研究范式上,国外学者多采用结构范式,强调标准量表的编制;而国内学者主要采用过程

范式,注重对师幼互动行为流程中细节的观察 。但无论是国外学者的结构范式, 还是国内学者的过程范

式,严格说来都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但是,不同研究范式的视界融合却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力图在师幼互动的宏观背景和微观过程中找到融合点, 既注重对师幼关系的静

态描述,又强调对互动流程的动态考察。通过对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不同互动背景下师幼互动的范围 、发

起 、反馈 、性质 、内容等方面的现场自然观察,以及对不同年龄班和不同类型幼儿园师幼互动特征的比较

分析, 揭示师幼关系和师幼互动的现状与实质,据以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

一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在重庆市主城区抽取幼儿园 9所,其中一类一级幼儿园 4所,一类二级幼儿园 3所,一般幼儿园 2

所 。在上述幼儿园抽取大班 3个 (一级 、二级 、一般幼儿园各 1个班 ), 中班 6个 (其中一级园 4个,二级

园和一般园各 1个 ),小班 2个 (二级园和一般园各 1个 ), 共 11个班 。

(二 )方法

采用事件取样法对 9所幼儿园 11个班的师幼互动状况进行自然观察, 每个班观察 1个半天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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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园接待到午睡前,下午从起床到离园 ) 。

观察记录方式:设计师幼互动观察记录表,采用划 “正”的方式,记录不同活动背景下师幼互动在范

围 、发起 、反馈 、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频次 。

二 、研究结果与分析

将 9所幼儿园 11个班的原始观察记录表, 按互动背景 、互动范围 、互动发起 、互动反馈 、互动性质和

互动内容等观察项目进行统合整理, 可看出幼儿园师幼互动的总体特征 。

1.从互动背景看,学习活动中的师幼互动占绝对优势

表 1　不同互动背景下的师幼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互动背景 ∑
学习活动 游戏活动 生活环节

频次 % 频次 % 频次 %

互动频次
及百分比

1081 428 39.59 278 25.72 375 34.69

　　由表 1可知, 在 9所幼儿园 11个班所观察到的师幼互动总频次为 1081次,其中发生在学习活动中

的互动频次最高,共 428次,占互动总频次的 39.59%;其次是生活环节,为 375次,占 34.69%;游戏活

动中的互动频次最低,为 278次, 占 25.72%。

2.从互动范围看,面向个别的师幼互动占绝对优势

表 2　不同范围的师幼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

互动范围

互动背景
∑ 集　体 小　组 个　别

学习活动 428 175( 40.89) 65( 15.19) 188( 43.93)

游戏活动 278 112( 40.29) 50( 17.99) 116( 41.73)

生活环节 375 73( 19.47) 73( 19.47) 229( 61.07)

∑ 1081 360( 33.30) 188( 17.39) 533( 49.31)

　　表 2说明,面向个别的师幼互动频次合计为 533次,占互动总频次的 49.31%,最高;其次是面向集

体,互动频次共 360次, 占 33.30%;面向小组的互动频次最少,为 188次,占 17.39%。这种情况在生活

环节中的表现尤其突出。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之所以在生活环节中面向个别的师幼互动频次最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儿童违规违纪行为较多,教师因忙于照顾儿童生活 、调节纠纷 、维护纪律而不断与幼儿发生互动;而以小

组为活动形式时,儿童之间因合作 、商讨而减少了师幼互动的频次,增加了儿童与儿童互动的频次,所以

在各种互动背景下面向小组的互动频次均明显较少 。

3.从互动发起看,教师主动发起的互动占绝对优势

表 3　教师与幼儿主动发起的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

互动发起

互动背景
∑ 教师主动发起 幼儿主动发起

学习活动 428 303( 70.79) 125( 29.21)

游戏活动 278 187( 67.27) 91( 32.73)

生活环节 375 233( 62.13) 142( 37.87)

∑ 1081 723( 66.88) 358( 33.12)

　　由表 3可知, 由教师主动发起的互动共 723次,占互动总数的 66.88%, 而由幼儿主动发起的互动共

358次,仅占 33.12%。这种趋势和特征在不同的互动背景中得到了同样的体现。此结果表明,在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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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过程中,幼儿处于绝对被动的地位。如何充分调动幼儿的主动性 、积极性是教师值得重视的问题 。

4.从互动的反馈看,消极互动和无反馈互动占有不小的比例

表 4　不同反馈的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 )

互动反馈

互动背景
∑ 积极互动 消极互动 无反馈互动

学习活动 428 269( 62.85) 110( 25.70) 49( 11.45)

游戏活动 278 177( 63.67) 68( 24.46) 33( 11.87)

生活环节 375 255( 68.00) 94( 25.07) 26( 6.93)

∑ 1081 701( 64.85) 272( 25.16) 108( 9.99)

　　表 4表明,积极互动共 701次,占互动总数的 64.85%,消极互动和无反馈互动分别占 25.16%和 9.

99%。我们在观察中发现, 消极互动和无反馈互动主要来自教师对幼儿的反馈 (如对幼儿告状行为表现

出厌烦或置之不理 )。由于这两类反馈对师幼互动的良性循环较为不利,尤其对幼儿的互动热情 、积极

性的不良影响较大 。所以, 尽管积极互动占优势, 但消极互动与无反馈互动的比例之和也达到 35.

15%,这一比例已足以引起教师的重视。在不同互动背景下的互动反馈也体现出同样的趋势。

5.从互动性质看,非肯定性互动占绝对优势

表 5　不同性质的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 )

互动性质

互动背景
∑ 肯定互动 否定互动 中性互动

学习活动 428 197( 46.03) 115( 26.87) 116( 27.10)

游戏活动 278 120( 43.17) 65( 23.38) 93( 33.45)

生活环节 375 149( 39.73) 75( 20.00) 151( 40.27)

∑ 1081 466( 43.11) 255( 23.59) 360( 33.30)

　　由表 5可以看出,否定互动及没有明显肯定或否定性质的中性互动分别占互动总量的 23.59%和

33.30%, 二者之和达 56.89%,而肯定互动仅占 43.11%,也就是说,非肯定性互动占绝对优势 。这种情

况在不同互动背景下均得到明显的体现, 无论是学习活动,还是游戏活动或生活环节,其肯定互动的比

例均在 50%以下,尤其在生活环节中,肯定互动的比例尚不到 40%。此结果表明, 幼儿在师幼互动中受

到的批评 、指责或不置可否明显多于表扬和鼓励,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师幼互动的整体氛围和质量产生了

消极影响,表明教师的互动观念尚存在一定问题。

6.从互动内容看,下行性互动占绝对优势

表 6　不同内容的互动频次及百分比 (% )

互动内容

互动背景
∑ 上行性互动 下行性互动 平行性互动

学习活动 428 112( 26.17) 241( 56.31) 75( 17.52)

游戏活动 278 74( 26.62) 137( 49.28) 67( 24.10)

生活环节 375 97( 25.87) 192( 51.20) 86( 22.93)

∑ 1081 283( 26.18) 570( 52.73) 228( 21.09)

　　表 6显示,以教师 (上 )对幼儿 (下 )的指令 、安排等为特征的下行性互动占互动总量的 52.73%, 构

成了师幼互动的主要内容;而以幼儿 (下 )对教师 (上 )的请求 、询问等为特征的上行性互动明显不足, 仅

占 26.18%;以师幼之间共同协商 、平等对话为特征的平行性互动则最为缺乏, 仅占 21.09%。这一特征

在不同的互动背景下也得到了高度一致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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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材料和分析,我们可进一步探讨师幼互动的该种关系,并对其成因予以揭示 。

(一 )不同互动背景中的师幼互动具有不平衡性

根据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的特点, 我们将师幼互动发生的背景分解为学习活动 、游戏活动和生活

环节三大板块,如前所述,学习活动中的师幼互动占绝对优势,游戏活动中的师幼互动最少,生活环节中

的互动频次则介于上述两种互动背景之间,国内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
[ 2]
这表明师幼互动在不同

互动背景中具有不平衡性 。

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

1.教师认为学习活动是最 “正规 ”的教育活动,因而更注重与幼儿在此类活动中进行互动。

2.相对而言,学习活动中需师幼之间问答 、配合的机会更多,故学习活动中的互动频次最高 。

3.生活环节中幼儿常会表现出不少问题或违规行为, 如追打 、玩水 、吃饭时说话 、不睡觉等,教师为

安全 、习惯 、常规教育等原因而与幼儿发生互动,所以生活环节中的互动频次较高 。

4.在游戏活动中,幼儿的自主性更强一些,自由度更大一些,故师幼互动频次也最低。

(二 )师幼互动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

师幼互动由谁主动发起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教师与幼儿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观察显示,绝大多

数师幼互动由教师主动发起,反映了幼儿在互动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也表明了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

上述结果一方面与师幼关系的性质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某些教师对幼儿的 “压抑”有关 。师幼关系

是一种非对称的相倚关系,
[ 1]
体现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 、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这种关系客观上决

定了教师的主动地位和幼儿的被动地位, 使师幼互动表现出非对称性的特点 。尤其在教学活动中,这种

特点更有其客观必然性甚至合理性 。但教师对规则的过多关注, 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幼儿的 “压抑 ”, 则

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并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由此看来,教师的主动地位与幼儿的被动地位以及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是否合理 、适度,关键在于

规则的合理性 、适宜性如何 。在幼儿园教育中,适度的规则是必须的,儿童也必须具备良好的规则意识。

但规则不应该窒息儿童的积极主动性和自发的创造性,那种以高度控制 、高度服从为主导行为特征的互

动,不仅不利于幼儿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幼儿社会心理需要的满足,并诱

导幼儿去习得偏态的社会行为。因此,教师一方面要承认和正视师幼互动的非对称,另一方面也要努力

调动幼儿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师尤其要加强对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以增强其合理性与适宜性, 避

免其强迫性和外控性 。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规则意识,又不至于压抑儿童的主动性 、积

极性和创造性。

(三 )幼儿作为互动主体之一,其平等对话的权利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师幼互动的实质是一种双向的人际交流, 这决定了师幼双方在互动中均应是平等对话的主体。然

而,在目前的师幼互动中, 体现教师主体的下行性互动占据绝对优势, 幼儿的主体性及其与教师平等对

话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和足够尊重,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及幼儿的被动

地位。

传统教育对师道尊严的强调和对教师权威的重视无疑是师幼平等对话的最大障碍, 这一障碍导致

了教师的 “话语霸权”及其对儿童声音的漠视。儿童话语权的丧失必然导致其主体性的缺失, 师幼互动

也成了单向的而非双向的人际交流。可见,如何把话语权还给儿童, 削减教师的 “话语霸权 ”, 是教师必

须认真反思的问题。

(四 )教师的素质 、观念对师幼互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师幼互动在互动性质 、反馈 、内容等方面表现出的一般特征,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师素质 、观念

对师幼互动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观察中发现,教师常常表现出

对幼儿互动行为的轻易否定 、低敏感性以及对幼儿话语权的漠视, 结果大大降低了师幼互动的质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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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师应能对幼儿的互动行动保持高度的关注,并给予积极的回应, 注重对幼儿的肯定, 且适时参与到

幼儿的活动中,有效牵引师幼互动良性循环进程。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明, 教师的儿童观 、教师观 、学历

层次与受教育水平,以及教师对教育现象的反省能力等都对师幼关系有重大的影响。
[ 3]

四 、对策与建议

多种经验与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各种阶段的教育中, 影响教育效果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教师的

素质, 在幼儿教育阶段尤其是这样。经过前面的分析与讨论我们也已经明确, 教师的素质 、观念对师幼

互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要建构高质量的师幼互动,最根本的策略就是提高教师素质,转变教育

观念, 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特别加以关注。

(一 )正确认识教师的权威

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决定了教师权威的客观必然性 。正如我们必须正视和承认师幼互动的非对称

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忽略和否认教师的权威。就幼儿教育实践本身来看,牢固的教师权威不仅有其必然

性,还有其必要性 、适宜性 。不夸张地说, 教师行使其权威是理想的幼儿教育实践不可或缺的基石。
[ 4]
但

权威也是不能滥用的,因为权威也是有限度的,这正是很多教师未能清醒意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

才出现了教师对幼儿过多的横加干涉 、断然否定 、漠然置之和发号施令 。正确认识和把握教师的权威及

其限度,需要教师完成两种转变 ———

1.信息传送:从 “你向信息”到 “我向信息”。 “你向信息 ”往往基于个人的主观意识过强,忽略别人

的感受,不留余地说出对别人的评价,结果造成对方的不悦。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变成责备 、命令的口吻,

使对方抗拒 、畏缩 。 “我向信息 ”则是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的前提下,让对方自知体谅并理解 、帮助

自己, 而不是怨恨或迷惑, 避免了 “你向信息”中的否定冲击力。因此, 在完成由 “你向信息”到 “我向信

息 ”的转变时,教师的权威才是必要而适宜的。

2.角色定位:从领导者 、组织者到支持者 、合作者。传统观念下的教师总是把自己定位于领导者 、组

织者,这种角色定位使教师成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者,教师权威的滥用便不可避免 。而当教师将自己定位

为幼儿发展的支持者 、合作者时,教师与幼儿是平视的, 泛滥的教师权威便得到消解。

(二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 建构和谐 、民主 、平等 、对话的师幼关系

尽管我们必须正视和承认师幼互动的非对称性及教师权威的客观必然性, 但进入后现代的幼儿教

育已经吹响了对话的号角。毫无疑问,教师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 努力建构和谐 、民主 、平等 、对话的师

幼关系 。教师角色的显现 、作用的发挥 、权威的树立,均应在对话的情境中展开。只有这样,师幼之间的

双向人际互动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对话的师幼关系应具有以下特征 。

1.民主性。教师和幼儿虽然角色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 。在这种民主平

等的师幼关系中,幼儿要听从教师的教导,教师也要向幼儿学习。在这种师幼关系中,幼儿的潜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幼儿的思想和情感得到最好的表达, 幼儿的人格和主体精神得到最充分的建构,从而

实现了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发展和成长。

2.语言性。对话与语言是一种共生共在的关系, 对话永远是语言的对话。正是语言这个中介系统

构筑起了师幼之间交往与对话的世界 。因此, 师幼双方均应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教师必须尊重儿童的

话语权,正如马拉古齐所说的要 “倾听并尝试理解 、接纳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只有当儿童拥有话语权

时,他才可能产生对话的意识和对话的精神,对话的师幼关系才可能真正形成。

3.开放性。师幼对话的开放性表现为师幼双方作为对话主体的自由和不受束缚,对话是彼此心灵

的敞开;也表现为对话内容的多元化和对话形式的多样化。意大利瑞吉欧教育所倡导的 “接住孩子抛过

来的球 ”并适时抛回给孩子,这正是对师幼关系的对话最通俗的注解。

4.创生性。对话就是创造, 就是生成 。哪里有真正的对话,哪里就有创造。师幼对话的过程是知识

建构 、能力发展 、情感交流 、思想碰撞 、个性张扬和精神交往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高质量的师幼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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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形成,师幼共同发展得以实现。

(三 )建立儿童视角的教师评价机制

对师幼互动主体之一的教师该作何评价? 这对高质量师幼互动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有研

究者提出 “21世纪教师角色的特征 ”,其中之一就是 “学习的指导者与合作者 ”的角色
[ 5] ( P326)

。但教师作

为这种角色是否称职,恐怕还得考虑儿童的意见。以往人们对教师的评价多倾向于成人视角, 即立足于

教师本人的行为表现,并根据成人世界的判断来对教师作出评价, 从来没把儿童作为一个评价者来看

待 。幼儿教育是一种靠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互动往来才能变成现实的活动,因此, 评价教师的工作一定不

能离开其工作对象———幼儿的判断。

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儿童视角的教师评价机制 。尽管因心智发展水平所限,幼儿对教师工作

的评价很难上升到理性思维水平,但是他们对教师所怀有的情感特征却是我们鉴别师幼互动质量的可

信度最高的指标 。研究表明,能为幼儿真心喜欢,并由衷愿意与之亲近的教师一定是与幼儿保持着高质

量互动的教师;反之, 让幼儿感到惧怕,想与之亲近又试图回避的教师, 一定在与幼儿的互动中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将幼儿对教师的评价操作化 、制度化, 那么, 儿童视角的教师评价机制就可

建立。这种评价机制的建立,必将有效地提升教师对幼儿行为的感悟能力及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与调整

能力等职业素养,从而在不断的反思与建构中形成高质量的师幼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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