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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的撒谎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忽视这一问题(将会对幼儿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对幼儿

的撒谎行为教育者既不可漠不关心,任其发展(也不可过分斥责,大打出手*文章分析了影响幼儿撒谎行为的内外因素(提出

了一系列矫正幼儿撒谎行为的有效策略(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幼儿!撒谎行为!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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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3威特在-卡尔3威特教育在我家.一书中

说)"一个人拥有诚实守信的品德(是他走向成功的

资本*#

&

#

'可见诚实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然而(幼儿

时期出现撒谎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个体的机

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出现撒谎动机(撒谎行为顺

其自然地就产生了(也就是说撒谎是机体发育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研究者徐芬,张文静等通

过"抵制诱惑情境#的研究发现(撒谎儿童的比例
&

岁儿童达
@A=@e

(

A

岁儿童为
%@=$e

(

@

岁儿童高达

T&=#e

*

&

!

'虽然撒谎是幼儿的普遍行为(但它是幼儿

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是一时的行为(随着幼儿社

会性的发展(幼儿会逐渐认识到撒谎的不道德性(从

而通过自律来遏制说谎行为的发生*所以(家长,教

师面对撒谎的幼儿时(既不要过于大惊小怪(否定孩

子的道德品质(以暴力相待(也不能放任幼儿的撒谎

行为(任其发展(而是应该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责任(

不断地制止和纠正幼儿的撒谎行为(鼓励孩子说实

话(从而把幼儿培养成诚实守信的人*幼儿的撒谎

行为是不诚实的前奏(若不及时教育,矫正(必将影

响幼儿的一生*

一%谎言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心理学者将撒谎分为不同类

型*我们按照撒谎的初始动机(将谎言分为利他谎

言和利己谎言*



!

总
&!

卷 张
!

艳(徐
!

东)幼儿撒谎行为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利他性谎言

利他性谎言也称白谎(是儿童在礼貌情境下为

考虑他人感受(避免伤害他人而编的谎话*例如(当

幼儿收到自己不喜欢的生日礼物时(仍然会出于尊

重他人感受的目的而说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礼物的

谎言(这就是利他性谎言的*这种谎言是人类特有

的(是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利他性谎言的评价比其他谎言积极的多*人

们认为儿童的善意的谎言是亲社会性质的(是符合

社会规范的*

O,-N,*

#

V44

为了探究白谎出现的

年龄(他利用反红点任务发现
$@

名
&?%

岁的儿童

中
@@

名儿童在实验情境下选择说善意的谎言(且大

部分
&

岁幼儿能够出于礼貌说白谎*

&

&

'

3)

(

B(4

等

人采用"不被希望礼物#范式发现)

A"e

的
%

岁儿童(

@"e

的
F

岁儿童(

$"e

的
##

岁儿童在收到不喜欢的

礼物时会说白谎*

&

A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年

龄的增长(幼儿说利他性谎言的几率也随之增长*

利他性谎言的背后是礼貌,尊重,善良(符合社会的

需要(它被人们所认可(是一种正确的处事方式(更

是一种优良品质*因此(成人要根据说谎的情境(认

真分析幼儿说谎的动机(区别对待利他性谎言和利

己性谎言(特别针对幼儿的利他性谎言给予支持,

鼓励*

'二(利己性谎言

利己性谎言也称黑慌(是儿童为了避免自身的

错误或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说的谎言(也就是说利

己性谎言分为自我保护谎言和自我利益谎言(自我

保护谎言是幼儿在违反规定的情境下为了避免惩罚

而说的谎话*例如(果果打碎了家里的花瓶(妈妈询

问果果花瓶怎么碎的(果果说是小猫咪碰掉的*果

果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利用撒谎的方式来逃避妈

妈的指责(属于自我保护谎言!自我利益谎言是幼儿

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撒的谎*例如(弄弄看到豆豆

有一个小汽车(弄弄很喜欢(就偷偷地把小汽车带回

了家(妈妈问他汽车哪里来的(他说是外面捡来的*

弄弄通过撒谎得到了小汽车(这种谎言属于自我利

益谎言*不管是自我保护谎言还是自我利益谎言都

是利己性谎言(都是不符合社会约定的(需要否定和

纠正的*理论上来说(利己谎言是个体有了自我概

念和心理理论能力之后才出现的(幼儿在
#@?!A

个

月开始能够自我识别(

!

岁左右一级心理理论开始

发展*

&

@

'由此可见(幼儿从
!

岁开始出现利己性谎

言*通过徐芬等的研究发现)

@F=&e

的
&

岁幼儿和

%@e

的
A

岁幼儿出现撒谎行为(

&

$

'可以进一步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撒谎的频率增高*但随着个

体社会化程度以及认知能力的增长(幼儿成长到青

春期时(利己性谎言出现的频率下降*

二%影响幼儿撒谎的内外因素

'一(个人因素

#=

生理因素

由于年龄的原因(幼儿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发育

不完善(尤其是支配全身各项生理机能的神经系统*

在幼儿阶段(神经系统中的神经纤维分支加多加长(

神经元之间的联系逐步形成(然而(神经干的髓鞘化

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这就常常导致幼儿神经传输

具有跳跃性,不稳定性,泛化与扩散*

&

%

'可见(低龄幼

儿由于生理原因分不清现实与想象而撒的谎(是幼

儿无意识的行为(不应该被成人贴上撒谎的标签*

!=

认知因素

皮亚杰认为
!?%

岁的幼儿处于思维的前运算

阶段(此阶段幼儿有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他们为了适

应现实需要(常常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歪曲客观事

实*

&

T

'幼儿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暂时摆脱无法掌控

的现实世界(可以满足任何愿望(所以(幼儿普遍热

爱想象(加上低龄幼儿认知活动与思维发展不成熟(

记忆力不准确(时间观念模糊(缺乏生活经验(往往

会把自己想象的世界与实际生活混淆(进而说一些

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话*成人不应该把这种天真

地想象斥责为谎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认知能

力不断提高(这种现象就会不断减少*

'二(外在因素

#=

环境因素

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声称(社会环境复杂多变(

个人品格良莠不齐(撒谎行为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

盛行(这就为幼儿的撒谎提供了罪恶的环境*

&

T

'

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对幼儿的社会性

行为起到了一种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随

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G)-[[2+4+

在调查幼儿

撒谎行为中发现)超过
&"e

幼儿的撒谎行为受到家

庭环境的影响*

&

F

'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

父母自身行为等都对幼儿的撒谎行为产生影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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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支离破碎的家庭中幼儿比正常家庭中的

幼儿有更多的撒谎行为*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在

幼儿心里(父母总是高大而又值得信任的(是幼儿思

考和行动的方向标(因此(父母的日常行为无不成为

幼儿学习模仿的榜样*

幼儿园作为幼儿生活的另一重要场所(幼儿园

环境也是影响幼儿撒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

面(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幼儿学习的方向(如果教师

出现撒谎行为(幼儿会误以为撒谎是正确的行为(从

而学会撒谎(所以(教师切不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欺骗孩子(而应该言而有信(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幼

儿园的环境氛围也对幼儿的撒谎行为起到不可忽略

的作用*如果幼儿园缺乏诚实守信的环境(个别幼

儿的撒谎行为便会影响更多幼儿出现撒谎行为*

!=

父母教育方式

父母教育方式对于幼儿撒谎行为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体罚程度以及父母教育是否一致等方面*有

研究指出)父母体罚会增加儿童的撒谎行为(若父母

坚持使用体罚将会对幼儿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英

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3罗素认为)儿童之所以撒谎(

主要来自于儿童对成人的恐惧心理*

&

#"

'例如(兰兰

把妈妈的发卡弄坏了(诚实地告诉妈妈(妈妈却责备

甚至打了她(这种教育方式(无疑增加了幼儿的撒谎

行为(下次兰兰再犯错误时(由于惧怕受到惩罚(从

而出现撒谎行为*父母作为家庭中的独立个体(同

时又是幼儿的共同教育者(难免会出现教育不一致

的现象*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撒谎幼儿中有

%@e

的幼儿存在教育方式不一致现象(而其他幼儿

中仅有
&"e

父母教育方式不一致*

&

##

'父母教育的不

一致(会使幼儿产生迷茫和焦虑(从而促使幼儿的撒

谎行为产生*

&=

成人暗示性语言的引导

由于成人暗示性语言而引起的幼儿撒谎行为屡

见不鲜*幼儿的这类谎言并不是幼儿的过错(而是

父母的过失*成人错误的,直觉式的归因(认为自己

的孩子的行为都是对的(不能对事实进行客观公正

的评价(加之幼儿的道德观念模糊(缺少生活经验(

极易受到成人的语言暗示(撒谎也就不可避免了*

例如(点点的玩具坏了(妈妈质问)"是不是蛋蛋弄坏

的4#点点回答)"是6#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点点的玩

具是自己弄坏的(对于这种暗示性撒谎(应该引起成

人的高度重视(反思自己的言行(切不可因为自己错

误的语言引导而把幼儿带入歧途*如果成人可以改

变问法)"玩具是谁弄坏的啊4#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三%幼儿撒谎行为的矫正策略

'一(正确对待幼儿的撒谎行为

传统观念上(成人会认为说谎是幼儿道德品质

不好(但心理学家则认为幼儿撒谎象征了其心理能

力的发展(是幼儿获得心理理论的重要指标*所以(

成人无需过分担心(应该正确对待幼儿的撒谎行为*

面对幼儿的撒谎行为(成人既不可一概而论,暴力相

待(也不可视而不见,任其发展*切忌不要草率地为

儿童扣上撒谎的帽子(而是先要了解幼儿撒谎时的

情景(分析幼儿的撒谎行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

的以及幼儿撒谎的动机和频率(从而根据不同的撒

谎行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如果是认知水平造

成的无意识的撒谎(成人应耐心引导幼儿分清想象

与现实的区别*而针对幼儿撒黑慌的行为(成人不

能一味地打骂,责备(应该及时教育幼儿(晓之以理(

使其认识到撒谎是不诚实的表现(是社会所摒弃的

行为(同时(应该善于对幼儿进行积极评价(鼓励幼

儿主动承认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二(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

家庭环境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良好道德素质的养成*

幼儿撒谎(大多数是由于不信任父母或外界环境造

成的(因此(为了增强幼儿的信任感(父母应该在与

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表现更多的信任和爱护(时刻保

持与幼儿的亲密关系(同时(给予幼儿充分的自由(

让其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从而认为犯错是可以被原

谅的(这样幼儿才会毫无顾忌的承认错误而不用担

心被斥责*针对幼儿主动承认错误的行为(父母应

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并耐心帮助其改正错误*

!=

幼儿园环境

幼儿园作为幼儿生活的第二场所(同样对幼儿

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给幼儿营造一个

诚实守信的生活氛围(避免幼儿受到不利影响(教师

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首先(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

培养幼儿诚实守信的品质(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撒谎

行为(及时进行矫正!其次(定期组织本班幼儿开展

相关活动(为幼儿宣扬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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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幼儿的承诺要做到言而有信(通过言传身教

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三(发挥榜样作用

著名教育理论家洛克曾说)"撒谎在形形色色的

人群里很盛行(要使儿童不看到,不听到别人撒谎是

很困难的*孩子经常看到,听到别人撒谎(又怎么不

学呢4#

&

#!

'幼儿的模仿能力强(幼儿又是教师和家长

的崇拜者(教师和家长的言行举止对幼儿起到了榜

样示范作用(如果成人经常言而无信(幼儿便会潜移

默化地认为撒谎是正常的现象(从而出现撒谎行为*

因此(在生活中(成人应该时刻谨记以诚待人(言而

有信(给幼儿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给幼儿的承

诺就一定要说到做到(切不可不讲信用(欺骗幼儿!

即使不能兑现(也应该及时向孩子说明原因(并做自

我批评(以取得孩子的谅解*

'四(运用和完善奖罚机制

针对习惯性撒谎的幼儿(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奖

励和惩罚措施来辅助矫正幼儿的不良行为习惯*当

我们发现幼儿多次撒谎后(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幼儿

的不良行为予以揭露(剥夺幼儿的某项利益(同时(

可以惩罚他做一些不喜欢的事!另一方面(对幼儿的

撒谎行为表现出反感(讨厌(让其明白撒谎的孩子是

不受欢迎的*一旦幼儿进步(表现出诚实行为(成人

要抓住时机给予幼儿一定的表扬和奖励(强化其诚

实行为出现的频率*值得注意的是(成人一定要慎

重使用这种方法(奖励和惩罚的选择要注意针对性,

适当性以及适度性(如果把握不好(往往会产生适得

其反的效果*

'五(加强家园合作

家庭作为幼儿第一个生存环境(家庭教育是幼

儿教育的起点和基点(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优化幼

儿心灵(促进幼儿养成优良道德品质*同时(家庭教

育也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是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

的(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幼儿园作为专业的教

育机构(利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对幼儿的道德品质进

行培养(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幼儿德育中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家庭和幼儿园应在相互

尊重的前提下加强合作(发挥家园互动的优势*作

为家长(要积极支持配合幼儿园的德育工作(保持与

幼儿园德育的一致性(认真听取教师的意见(有针对

性地矫正幼儿的撒谎行为!作为教师(应该多与家长

沟通联系(及时告知家长幼儿在园的表现(与家长一

同分析幼儿撒谎的动机(为家长提出有效的教育

策略*

虽然幼儿的撒谎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面临的

普遍问题(但是(大多数撒谎行为是幼儿的无意识行

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面对幼儿的撒谎行

为(我们既不可听之任之(也不可过分斥责(家长和

教师应该共同努力(以身作则(正确对待幼儿的撒谎

行为(分析幼儿的撒谎动机(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

适时适当的运用奖励和惩罚(那么(每个孩子都会成

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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