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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重视知

识的积累以及专业技能的训练， 这种现象已经前移到

了幼儿教育阶段， 学前期是幼儿身体发展和社会性发

展的重要时期， 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长都应竭力为幼

儿提供发展人际交往能力的良好环境，但现实却不然。
笔者观察发现， 一些幼儿在交往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

表现出胆小、害羞，还有一些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经常出

现独占、争抢玩具现象，他们不懂得互相谦让，更不懂

得如何分享， 幼儿出现以上不良行为不利于幼儿的亲

社会行为的发展，这与教师和家长的培养和指导有关。
考察和分析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的是寻求一些促进幼儿人际交往能力提高的方法和

途径，以使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得到较好的培养。

1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内涵
1.1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内涵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

一些说明，如：美国心理学家哈吐普认为，在人的发展

过程中，儿童与他人会形成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即垂

直关系和水平关系。 垂直关系主要是与成人（主要包括

父母和教师）之间的关系，而水平关系指与那些跟他们

处于相同认知水平和具有社会权利 的同伴之间的关

系。 随着年龄增长，幼儿与父母、教师接触减少，所以，
影响儿童交往的主要是儿童与同伴间的交往 [1-2]。 李艳

菊认为，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是指幼儿在与自己年龄相

同或相近的人的交往过程中感受、适应、协调和处理同

伴关系能力的总和。 董振华等人认为儿童人际交往主

要在于儿童是否拥有解决人际问题的认知技能[3]。综合

国内外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即指幼

儿与他们年龄相同或相近儿童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

当的个体之间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技能，
既包括运用语言与人交流的技巧， 也包括与人交往的

态度。
1.2 培养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满足幼儿情感上的需要。 幼儿在出生

后头一个月，已经表现出和别人交往的情感需要。 如：
出生后第一个月内， 孩子逐渐出现和母亲的 “眼睛对

话”，在吃奶时，眼睛不时看着母亲。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

长，他们会渐渐从父母的依恋中走出来，研究表明，三

岁儿童的社会性交往关系已不限于母亲和亲人之间而

是扩展到和同伴的关系上。 他们很愿意和小朋友在一

起，儿童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可以获得从成人那里得

不到的心理满足， 尤其是儿童在同伴群体中被同伴接

纳、建立友谊、并得到同伴赞许时，儿童便获得了亲密

和自尊感。 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应积极鼓励、
支持孩子之间进行交往， 而且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条

件，以满足孩子在情感上的交往需要。

2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幼儿园忽视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幼儿乐

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分享、有同情心的意识与

技能，引导幼儿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体验与教师、同伴

等共同生活的乐趣，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养

成对他人、社会亲近、合作的态度，学习初步的人际交

往技能。 然而，现在一些幼儿园并不特别注重幼儿人际

交往能力的培养，以笔者实习期间所在幼儿园为例，在

其课程设置上，虽然都涉及健康、语言、科学、社会、艺

术五大领域， 但在其课程表中却很难发现与幼儿人际

交往相关的课程。 尤其以学前班为主，他们的教学内容

大多以数学、语文为主，教师更多关注幼儿识字、计算、
拼音等方面技能的训练。 在其课节时间安排上，每节课

大约 35~40min，与小学基本相似，很少有涉及培养幼

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内容。 总体看来，虽然幼儿园设置了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目标， 但并没有真正将其落实

到具体工作任务之中， 这势必会影响幼儿人际交往能

力的培养。
2.2 教师缺乏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的意识

笔者在同幼儿教师谈话中得知， 教师对幼儿人际

交往能力的培养的认识很高，但具体落实却不到位。 在

浅谈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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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佳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对其后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面对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幼儿与人交往、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不合群、自我为中心、自私等表现。 笔者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教育者忽视幼儿人际交往

能力的培养，缺乏培养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意识，教育态度、方法不当。 解决这些问题要更新教育观念，采取有效

方法和途径，优化家庭环境以及开展家园合作，以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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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内容的建设部分建设不完善的高校可以进行借鉴参
考。

3 现阶段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对的问题
随着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人

们的生活受网络的影响巨大。 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其实对于图书馆来说变化也是
明显存在的， 之前需要在图书馆或者书店进行购买的
实体书，相应内容网上有电子版的来源。这样一来文献
资料的种类呈现出一种爆炸式的呈现。 其中内容较为
复杂，由于展现不需要审核等，信息资料的内容良莠不
齐。 因此高校应该针对这种信息化发展进行基础的在
线网络的基础设备建设， 将图书馆中引入正规的电子
资料和虚拟资源。但从建设成果来看，高校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对设备的熟知程度和操
作规范等专业能力方面还有待加强。 现阶段我国高校
图书馆中文献保障系统的建设是以整体的优化为核心
建设方向的，但是其中系统的区分层次较多，资源共享
的力度不够到位等也是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对的问题。

4 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建设
社会发展节奏较快，对人们的学习能力要求较高。

对于高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如此， 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结合社会发展的需
求，自己及时补充专业知识，进行有关职业资格证书的

考取。 高校领导层也可以设立定期的外出培训学习项
目， 接触行业内的一手信息工作人员进行及时的专业
能力培训等。 另外高校管理层应该定期加强工作人员
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引导， 保证图书馆工作团队有一个
良好的职业素养。 通过教育和会议让工作人员了解图
书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的工作，
也是一个对服务要求很强的岗位。 每位工作人员都应
该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从而对高校图书馆
的创新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5 结语
通过对新时代学生和教师对高校图书馆的阅读资

料需求方面的研究， 给高校图书馆的创新建设提出了
一些建设意见。 高校图书馆通过加快网络化、信息化、
服务为主的建设理念，更好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并对
高校师生的阅读和自身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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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您认为幼儿人际交往能力重要吗？ ”的问题时，所

有教师都一致认为很重要， 但实际工作中却并没有做

到这一点。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当问到“对于总爱欺负其他小朋友的幼儿，

您常常怎么办？ ”时，大多数教师会把责任归为家长方

面，认为幼儿出现这些不良习惯都是在家里养成的，家

长不能很好地教孩子， 所以必要时会选择请家长到幼

儿园解决问题。当然，有些教师认为自己也有一部分责

任，平时对幼儿关心不够，没有进行及时引导。 幼儿出

现人际交往问题，教师很少考虑到自身方面的原因，而

是把责任大多推给幼儿家长。
其次，在回答：“对于上课不愿回答问题的幼儿，您

常常怎么办？ ”时，有一部分教师认为，幼儿不爱回答问

题大多是因为上课没听讲， 还有一部分教师认为幼儿

由于胆小，害怕回答问题。 笔者认为上课不听讲、胆小

固然是幼儿不愿意回答问题的一部分原因， 但并不一

定都是由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对于不爱发言的孩

子教师采取的措施也只是简单的主动提问， 运用这种

方法可以提高幼儿的注意力， 还会给性格内向的孩子

多一些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幼儿，也很缺乏科学指导，教师只

凭自己的想法进行教育，很少考虑到孩子的个别差异，

这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所有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存

在的问题。

3 结语
美国学者卡耐基曾说过：“一个人的成功 70%靠的

是人际交往，30%靠的是自身努力”。 学前期是幼儿人

际交往发展的关键期， 幼儿教育应大力加强对幼儿交

往能力的培养。 社会、幼儿园、家庭对幼儿人际交往能

力培养功不可没，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幼儿

园忽视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教师缺乏对幼儿

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意识、家长教育方式不当等，随着

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幼

儿园、家庭的通力合作，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一定会得

到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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