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幼儿社会性行为的观察与分析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侨英中心幼儿园   黄一敏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萌芽与发展是关系幼儿一生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幼儿交往出现的行为多种多样，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

行为，如助人、分享、谦让、合作、自我牺牲等。【1】同一年龄段的不同

幼儿呈现出的亲社会行为程度与表现也都不尽相同……教师应当怎样找到

幼儿身上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特点，从而对幼儿施以有益的教育呢？

一、幼儿社会性行为观察研究记录

活动一、“钓鱼游戏”区角活动

观察对象：小夕、辰辰、文文、小睿        

观察地点：班级教室                          

小夕和辰辰今天一起玩钓鱼游戏，而文文和小睿也都很想玩钓鱼游

戏，因此二人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俩钓鱼一直不肯离开。

文文说：“小夕，这些鱼真好看，你这么快就钓了3条鱼了！”这时

小夕对文文说：“我们一起来钓鱼吧，你来钓鱼我来把鱼装篮筐里。”文

文乐开了花，与小夕二人一同钓鱼。

这时辰辰在自顾自地钓鱼，并没有注意到对面的“配合”，也没有

注意到小睿在旁边不停地对他说：“让我玩一会儿好不好？”又过了一会

儿，小睿不想继续等了，想抢过辰辰的鱼竿。但是辰辰眼神完全都集中在

彩色的玩具鱼身上，无暇顾及小睿，直接推了他一把。小睿这时喊起来：

“老师，辰辰推我。”教师此时对辰辰提出要求，并且告诉小睿不可以用

抢的方式解决，要寻找愿意互换或者愿意共享的小朋友一起。

小睿此时对辰辰让步说：“我们一起钓鱼好不好？”但是辰辰仍然

置之不理，独自玩钓鱼游戏。小夕看到了，就说：“我们三个人一起钓鱼

吧。”小睿高兴地站到了小夕这一边，但是三个人要怎么钓鱼呢？小夕又

说：“我们每个人轮流钓鱼，另外两个人要负责把鱼装起来，鱼钓完了，

要再放到池塘里。”

三人开始快乐地钓鱼，文文和小睿都得到了钓鱼的机会，与小夕的合

作也十分默契。另一边的辰辰一个人也很快乐，但是并没有与其他幼儿有

任何的交流。

活动二：阅读区角活动

观察对象：小睿、小夕        

观察地点：班级教室                  

小睿很想看《好饿的毛毛虫》，可是书本在小夕手中，小夕正在专心

的阅读这本书。小睿拿了另外一本书《这是我的》，坐在小夕旁边也认真

地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小睿已经看完了《这是我的》，小睿一手拿着自

己这本书，一手抓着小夕正在看的

书说：“我想看这本。”小夕拿开

小睿的手说：“我还没看完呢。”

小睿又马马虎虎地翻了另外一本

书，又对小夕说：“我们一起看好

不好？”

小夕说：“我不想和你一起

看。”

听到这句话后，我走到小夕身

边，很想问问小夕“为什么不愿意

和小朋友一起看呢？老师说过，好

东西应该和小朋友一起分享。”但

是我又想了想，小夕独立、聪慧，

平时也都很遵守班级的规则，也很

受小朋友们的欢迎，是否她有自己

的想法呢？便问：“小夕，可以告

诉我为什么不想和小睿一起看书

吗？”

“他看书很快，又很喜欢抢着

翻书。上次就是和紫萌一起看，紫

萌一直抢过去，所以这次我想自己

看一会儿。”小夕小声地说。

我想了想，对小睿说：“小

夕她看得很认真，我们先看其他的

书，等她看完了，让她记得给你看

看，好吗？”

小睿也欣然同意，去找其他的

书看了。

二、幼儿社会性行为观察分

析

㈠幼儿个体情况分析

1.小夕社会性发展程度明显高

于同龄平均水平，愿意交往，并且

能主动打破规则，让他人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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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攻击。此时小睿在教师的引导下选择了其他的方式，但是这也是由

于小夕的主动邀约而实现，并不是小睿主动所得。小睿的目的性有，但是

比较盲目，而且交往方式单一而直接，不太懂得顾忌他人的感受，容易受

强势的同伴的左右。

4.辰辰对同伴游戏状态完全没有任何关注，只在意是否自己拿着鱼

竿，是否有鱼可以钓，对于小睿的请求完全不顾，在小睿使用攻击时同样

进行了攻击性行为，并且在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不找老师寻求帮助。之

后三位同伴在对面游戏，对他也丝毫没有影响，仍然自顾自地玩耍。这说

明辰辰的社会交往能力还是比较低下，需要个别进行指导。

㈡幼儿之间互动分析与推进策略

1.树立典范，因材施教。

小夕与文文的互动表现出的社会性水平较高，因此教师在观察的过

程中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会给予肯定的眼神，二人在接收到教师的讯息

后，更加自如和自信地进行游戏。二人的互动可以作为幼儿交往的榜样。

但是切忌将某种交往模式作为幼儿必须学习的目标，这对于不同个体来说

是不可行的。

2.悦纳幼儿，耐心引导。

辰辰的社会交往水平在同龄人中处于偏低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幼儿

在小班是占有一定比例的，他们与同伴、教师的互动比较少，基本上也没

有建立起“友谊”，是一些容易让教师“头疼”的孩子。但是每一位幼儿

都是独立无双的个体，社会性表现也都与其自身的气质性格、家庭环境息

息相关。每一位幼儿都应该得到教师的“悦纳”，这是身为教师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待这类幼儿，要给予他更多的时间，让他慢慢成长。

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引导幼儿正确理解社会性的良好品质与保证自身合理诉求之间的关

系是不应被忽视的。老师常常告诉孩子们“看完一本书后要和别人一起分

享”，使孩子们把“分享”牢记于心，而“分享”在成人的教育理念中已

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许多家长也都在“分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作为教师的我，一直从未怀疑过这样的理念，但是这次的事情让我开始

思考：“分享”是做表面功夫，还是要发自内心地选择是否与他人“分

享”？——小夕并不是因为“小气”不愿意和小睿一起分享图书，而是希

望自己能够独自拥有安静的空间认真阅读，这样的诉求并不过分，这样的

权利也不应当被剥夺。

是否要与其他幼儿“分享”，应当根据当下的情况进行调整，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不应该给幼儿死板地灌输“一定要分享”“分享是一种任

务”的意识，这样会阻碍幼儿对自身合理要求的认识和把握。

区角活动会涉及到许多交往、分享的情况。在这两个区角活动的观察

中，我们可以发现四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和特点大不相同，并且有自

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策略，幼儿的个体差异十分巨大。教师在进行个别指

导的时候应当根据原本情况进行调整提高，切忌将小夕等较强势、社交水

平移情能力高的幼儿作为其他所有幼儿的榜样，这并不科学。

游戏，并且有能力安排合作方式。

对班级同伴热情，并且很愿意考虑

他人的感受，也不过分计较自身得

到与失去，移情能力比较强。在阅

读区的活动中，我们则看到了小夕

的另外一面——专注、渴望独处，

小夕并不是因为“小气”不愿意和

小睿一起分享图书，而是希望自己

能够独自拥有安静的空间认真阅

读，这样的诉求并不过分，这样的

权利也不应当被剥夺，相反可以说

明小夕的思维是开放的，她并不会

为了“分享”而迁就，这也是小夕

社会性水平较高的体现，有独立的

思想并能够坚守。

2.文文对自己喜欢的事物有

必争之心，不因为区域活动的规则

而消极等待两位进入钓鱼游戏同伴

的退出，而是守在一旁等待。并且

在等待对象的选择上，文文也是选

择比较热情的小夕，而不是班级里

比较固执和冷淡的辰辰。在等待的

过程中，文文并没有要求小夕立即

退出，而是给予正面的赞美，例如

“鱼很漂亮”“你钓得真快”等。

小夕在文文的言语中也获得了快

乐，因此加深了小夕交往的欲望。

3.小睿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

也是必须要争取，但是比较无所

顾忌，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直接。

首先，他看到文文在等待，他也效

仿，在辰辰身边等待，并不停与辰

辰商量，让辰辰退出，换上自己。

至此，小睿的行为依然是属于亲社

会行为，他能够尝试协商，获取自

己的利益，但是方法较为简单——

在得不到允应的情况下进行了直接

的抢夺。此时，由小睿主动发起的

攻击性行为产生，行为的目标是

“掠夺”，这是典型性的攻击性行

为。这样非但没有达到目标，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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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社会交往与众多因素有关，教师的个别性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不可操之过急，需要为幼儿想好适宜的发展目标，循序渐进，不断成长。

冯晓霞曾说：“社会领域某些学习和发展目标具有很强的辩证性，它

们往往指向个人又与他人密切相关，不能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

个方面”。让我们一起努力，引导

幼儿正确理解社会性的良好品质与

保证自身合理诉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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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彩绘本中快乐成长
甘肃省嘉峪关市第二幼儿园   王  瑾

绘本是绘画和语言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是精致优美的绘画与简练生

动的语言紧密搭配而构成的文学样式。它强调文与图的内在联系，是用图

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故事，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文学性，表达其独特的

审美功能。它强调视觉效果——大而精彩的图画版面，不仅具有辅助文字

传达的功能，更具有独立的价值：绘本中的图画飞扬着想象，连细节都有

故事，能刺激孩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自由驰骋；绘本中的图画用诗意的笔

触，细腻、含蓄、优美地表现着文字所无法表现的意蕴与感觉，引领幼儿

到诗的意境之中，唤醒孩子与生俱来的诗意与浪漫。

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与认知心理，绘本是最适合低幼儿童阅读的读

物。在国外，绘本阅读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在我国，对绘本的认

识与绘本阅读的实践才刚刚起步。近年来,各种各样的优秀绘本作品越来

越多的映入人们的眼帘，因为绘本的多样性、可塑性、美观性而渐渐得到

老师们的青睐，成为幼儿园教学的一个新生力量。近三年来，我尝试在班

级中展开早期阅读活动，利用绘本教学进行实践活动，把绘本渗透到幼儿

园教学的五大领域内容活动中，引导儿童通过阅读图画学习语言表达，培

养丰富的想象；并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引发幼儿自主

思维获得情感陶冶，让孩子快乐成长。

一、阅读图画，学习语言表达。

蒙特梭利认为孩子两岁以后进入了“语言爆发期”，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们渐渐走进了幼儿园，而此时正是孩子学习全语言的最佳期，利用绘本

学习语言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形式。翻开一本本

大大的绘本，那精美的纸张、优美的画面在赋予孩子审美的同时一定会让

孩子产生浓厚的兴趣，孩子阅读绘本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语言表达的过

程。

1.图画观察，激发兴趣。

在绘本的世界里，图画不再是

文字的点缀，而是图书的灵魂，甚

至有些绘本，一个字也没有，只用

绘画来讲故事。一本好的图画书，

能让一个不识字的孩子仅看画面也

能“读”出个中大意，同样也可以

让成人看得津津有味，越看越想

看，其中的丰富寓意即使对成人也

同样有启发意义。绘本里有一幅幅

精美的图画，当然得充分地利用这

个资源，引导孩子在欣赏画面的过

程中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就可

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绘本故

事《任性的小兔》这本图画书，就

可以让我们领略这种“图画语言”

——文字很简单：“小兔跟爸爸要

玩具汽车，爸爸没有给他买，他在

发脾气……”任性的小兔会怎样

呢？随后依次出现大象、小猴……

简明生动的画面极大地引起了孩子

的兴趣。通过仔细观察，结合图片

及经验展开联想，孩子一下子就了

解了故事的大意。在读的过程中，

他们将小兔任性的行为一一找出

来，一遍又一遍地去体验这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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