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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班幼儿人际交往有效性策略的实践研究 

摘要：交往既是人的需要，也是现在社会对人的要求。培养幼儿学会交往是其融入社会

的前提，需要幼儿具备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新《纲要》中提出培养幼儿“乐意与人交往，

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及“学习初步的人际交往技能”的观点。通过各种途径

培养小班幼儿掌握初步的社会交往能力对幼儿的成长、对他们今后融入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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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所以，交往既是人的需要，也是现在社

会对人的要求。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这种学习可能是今天教育中的重大问

题之一。因此，培养幼儿学会交往是其融入社会的前提，需要幼儿具备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

新《纲要》中提出培养幼儿“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及“学习

初步的人际交往技能”的观点。  

小班幼儿由于从家庭的氛围转入新的集体，接触到更多的人，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有了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活动更加广泛深入，所以他们似乎还缺乏初步的社会交

往能力。想交朋友但又不知从何做起，从而导致有些幼儿出现不适应新环境、或存在交往障

碍的现象。 

现象（一）：在游戏中争扮重要角色，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二）：不会交往，时常不征

求他人同意就拿人家的东西，以至于出现争抢现象；（三）：想与他人一起玩，却不能用正确

的方法表达，出现打、抓别人的现象，从而造成他人的反感，缺少同伴；（四）：还有的则显

得有些孤僻，不合群，经常默默地坐在一旁不和小朋友一起玩或很少与同伴进行各种形式的

交流。所以，培养小班幼儿掌握初步的社会交往能力对幼儿的成长、对他们今后融入社会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农村小班幼儿人际交往有效性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把握幼儿对交往的需要 

幼儿对交往的需要往往经由以下的过程：接近同伴的需要→一起活动及相互合作的需要

→掌握初步交往技能的需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教师就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情

绪让每个幼儿都能很好地适应幼儿园生活，并逐步地喜欢幼儿园生活。然后再设计系列教学

或游戏活动、一日活动的各环节，让幼儿在活动中满足对交往的需要。如：为了尽快地让幼

儿熟悉适应幼儿园环境并与同伴相识，可以设计系列的活动。如：晨间活动一起玩玩具、教

学及游戏活动“这是什么？”、“你认识我吗”、“我喜欢你”、“谁躲起来了”、“打电话”等，



消除幼儿刚开始的恐惧感和紧张感，让他们在游戏中相互认识，知道同伴的名字，使个体之

间有了接触，从而迈出与他人交往的第一步。新入园的幼儿中大部分都是从家庭直接过渡到

幼儿园，再加上各个家庭的儿童观、家教观有所不同，每个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也大不相同：

适应幼儿园生活的快慢；有的性格外向，有的性格内向，有的合群，有的不合群等等。如一

事例：一名孩子在玩玩具时把别人咬伤了，而他俩平时是一对非常好的小伙伴，经过询问、

了解，原来是这个孩子想把自己的玩具给好朋友玩，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而他的好朋友不

要玩，结果就发生了事件。他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在交往中却没有掌握交往的技能与策略，

因此就产生了争端。因此，教师就要及时地捕捉幼儿的表现，分析原因，避免误诊，了解了

幼儿交往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才能更有目的地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二、通过教学活动和游戏活动等形式，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教学和游戏活动是培养幼儿交往能力的非常有效的途径。通过区域游戏、合作性的户外

体育游戏以及一些生活游戏等，能让幼儿懂得为什么要交往，怎样交往，让幼儿将学到的交

往技能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加以巩固。也使交往能力得到更快的提高。我们可以在一系列活动

中通过个别谈话、情境表演、参与游戏等形式，让幼儿更形象直观地了解并掌握与别人交往

的技能，增加幼儿之间的交往机会和时间，多途径、多方法地培养幼儿的主动交往意识和交

往技能。孩子在游戏时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各种情景，因此它为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特别是社

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诸多游戏中区域游戏更是其中的有效手段。如：幼儿在“娃

娃家”中自由扮演角色，达到了一起玩、一起交谈，同时由于投放的活动材料相对充足，减

少了争抢现象的发生，幼儿从中体验到了与同伴交往、合作的快乐。随着幼儿知识经验的增

多以及交往能力的提高，幼儿学会了跨组游戏，大大增强了幼儿同伴之间的交往，同时语言

能力也得到了发展。另外，一些运动性游戏也能很好地促进同伴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学习遵

守简单的规则，让幼儿感受到交往所带来的乐趣。幼儿的交往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

要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步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精心组织教学活动并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交往

性语言，通过教学的形式循序渐进，培养幼儿初步交往能力。如：有培养幼儿在交往中的合

作、分享能力的活动；有教育幼儿要与同伴友好相处、相互交往的活动等等。在活动中我们

采取让幼儿自由结伴或小组讨论的方式增加幼儿相互交流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通

过谈话活动让幼儿掌握交往的技巧，同时采用情境表演让幼儿的理解更加直观、明确，让幼

儿自己来进行表演，加深认识。因此，利用教学活动有机地渗透交往的技能和交往策略的培

养，能很好地促进幼儿交往能力的发展。 

三、重视发挥教师的作用 



幼儿的学习过程有着很强的模仿性，教师在幼儿的心中是“权威”。在交往能力培养的活

动中，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幼儿模仿的对象，因此教师就要借助这一特殊的地

位率先做出榜样。比如在刚开学的一个阶段中，教师通过“我喜欢你”的活动，主动与幼儿

亲一亲、抱一抱说“我喜欢你”，不仅拉近了幼儿与教师的距离，同时也为幼儿之间的交往作

出了示范，幼儿同伴之间也通过相互的亲一亲、抱一抱亲近了许多。又如在“打电话”中，

教师为幼儿怎样打电话作出了示范，为幼儿如何有礼貌地问答、怎样在交往中使用礼貌语言

做出提示，同时也让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更加对活动感兴趣，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幼儿之间

有了交往的机会，幼儿的交往语言得到了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应该先做到。有时候幼儿帮你做

事，哪怕只是帮你把书捡起来、把你手中的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你随口说上一句“谢谢”，你

不小心撞到了孩子说声“对不起”，这些事情虽小但幼儿却看在了眼里，遇到相同的事，他们

也会照着你的样子做，教师的这种言传身教能让幼儿很快地了解并学习到许多交往的基本策

略。 

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是要让幼儿在体验和感知的过程中来进行学习的，教师在这个

过程中，要充当旁观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教师应该大胆放手让幼儿自己处理交往中的矛盾和

争执，有时教师也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幼儿正确对待事件，适时地用自己的言行进行提示，

促使幼儿学会更好地与人交往，掌握交往的技巧。 

四、提供便利场所，扩大交往范围 

我们通过节日和每月的年级组活动为幼儿增加交往机会。因为节日活动就是为幼儿创设

愉快的交往机会，提高交往合作能力的有益活动。如三八亲子活动中，孩子与父母，孩子与

孩子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增加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交流，同伴间游戏中的的合作交往；

“六一”老小同乐活动，增加了孩子与爷爷奶奶的情感与交往；再如每月开展平行班活动，

提供同龄孩子的交往合作，“庆六一”、“剥蛋”和“自助餐”活动，都能让幼儿体验同伴之间

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快乐，发展了交往合作能力。  

为了扩大相互活动的范围，我们组织幼儿进行“大带小”活动，促进幼儿和不同年龄同

伴交往。我们每月组织“快乐串串串”混龄活动：让大中班孩子一带一地去公园观赏春意秋

景、捡垃圾；去敬老院慰问爷爷奶奶；看哥哥、姐姐画画、唱歌、跳舞等，与哥哥、姐姐一

起做游戏；自带水果与中大班哥哥姐姐合作“水果拼盘”，一起品尝分享；从而获得群体意识

与合作精神，在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大家庭中，孩子们完全处于平等、和谐的气氛

之中，学会交往、合作、分享。 



五、家园合作，发挥家长资源的重要作用 

苏霍林斯基说过：“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

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任务”。社会行为的学习，交往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时间是连续过

程。家长和教师只有一致要求，共同培养，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为了协调家、园教育，我

们通过召开家长会、家长学校讲座、每月写好幼儿成长册、家长园地、家访、向家长开放半

日活动、家长民意调查、亲子活动等做好家长工作，帮助家长了解一些幼儿的心理常识，在

平时与家长的交谈中经常提醒家长要多让幼儿与同龄伙伴交往，从中学会礼貌待人、互相谦

让，并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例如：与邻居搞好关系，去朋友家做客，家庭成员

之间要有互相交流、合作精神，为自己或朋友过生日，好东西共同分享。通过多种形式向家

长宣传在孩子面前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充分发挥孩子与孩子、孩子

与家长、邻居之间的交往合作等方面的互动作用。 

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不能操之过急，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发展水平，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由认知切入，语言入手，让幼儿从“同伴相识”到“同伴

交往”，这样才有助于逐步提高他们的交往意识和交往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

中做一个有心人，时时处处为孩子创设各种交往的环境，及时鼓励幼儿积极、自主的交往，

并进行仔细观察，悉心指导。我想，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交往能

力会得到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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