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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榜样教育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等特点$比一般的理论说教的效果更为明显&但在实际的幼儿榜样教育活动中$其效

果往往受到很多影响&影响幼儿接受榜样教育效果的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幼儿不能将榜样与自身有机联系起

来!榜样刺激量及刺激方式不当!榜样标准不统一或矛盾&为此$要提升幼儿榜样教育效果$要从培养孩子,联系-的观念'给

孩子适宜的榜样刺激和引导孩子进行榜样选择三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榜样教育!影响因素!效果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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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榜样0 有关研究指出%,榜样是在符合

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能够对人们有所启发并具有

教育意思的人或者事&-

*

#

+由于,榜样教育具有形

象'具体'生动等特点$它将抽象的道德准则'道德

规范通过榜样示范具体化为易于理解'对照和效

法的行为-$所以$榜样教育比一般的理论说教的

效果更为明显&

*

!

+由于幼儿爱模仿$榜样教育更是

幼儿教育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过$由于幼儿认知

能力的局限$榜样教育效果则容易受到主客观的

因素的影响&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加以初步分析$

求教于方家同仁&

一"对幼儿进行榜样教育的重要意义

生活中成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孩子&研究紊乱学的学者说$在南半球

某地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所兴起的微弱气流$

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

他们把这种一个极小的起因$经过一定的时间$在其

它因素的参与作用下$发展成为巨大和复杂的现象$

称之为自然界的,蝴蝶效应-&自然界有,蝴蝶效

应-$人类社会也并不少见&在幼儿教育中同样存在

着,蝴蝶效应-&比如$幼儿看到小伙伴因为不听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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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话$受到妈妈的训斥$他就会在自己的妈妈面前

变得很,乖-$不跟妈妈,顶牛-了$这就是榜样教育的

力量&

榜样教育可以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有意的榜

样教育$如$有意让幼儿看一看有关小朋友因为糖吃

多了$牙齿生了,毛毛虫-$疼得大哭大叫的动画片$

幼儿就会受到刺激而自动减少吃糖的次数$甚至对

糖讨厌起来&无意的是一种无意识教育&有这么一

个故事%一天小明的妈妈带小明到外婆家去$途中$

小明拾到一小纸包漂亮的钮扣$这位妈妈忙说%,小

明$回去正好给你缝在新的绒衣上&-接着$又挺神秘

地说%,不过$拾到这包钮扣的事$可不能对别人说&

要是别人问起$就说是妈妈在百货商店给你买的&-

又有一天$妈妈发现小明在吃糖果$小明若无其事地

回答%,是爸爸给我买的&-等爸爸回来$妈妈一问$才

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妈妈买东西找回来的钱放在桌

子上$被小明私自拿去买了糖果&小明为什么私自

拿钱买糖果0 与一包钮扣埋下的祸根不无关系$而

根本问题则是妈妈不正确的行为影响&

对幼儿发挥榜样教育最多'最深刻的是父母$因

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更多地是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

起的&事实证明$除非孩子一出生就与父母分离$否

则孩子在父母的身边成长$不管父母的主观意愿如

何$总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任期最长的老

师&同时$由于父母与孩子有着血缘伦理上的亲近

性$所以$父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一种不可

怀疑的长者力量$这种长者力量会自觉不自觉地对

孩子发生渗透作用&当然$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对幼

儿发挥榜样作用的也绝不只是父母&原苏联教育家

马卡连柯曾对家长强调说%,不要以为只有在你们同

儿童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进行教育$你

们在生活的每时每刻$甚至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

教育儿童&你们怎样穿戴$怎样同别人说话$怎样谈

论别人$怎样欢乐或发愁$怎样对待朋友或敌人$怎

样笑$怎样说服II这一切对儿童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

*

%

+打个比喻%如果孩子是一块玉石的话$那么孩

子一出世$满眼都是雕花匠$也就是说$家庭'学校'

社会的一切人'事'物都可以对孩子发生这样'那样

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二"影响幼儿接受榜样教育的因素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遍的真理$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在幼儿身上$榜样的

力量却是有限的&为什么无穷的榜样力量到了幼儿

身上效果会受到影响呢0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榜样与自身联系中断&有关研究指出$有

效的榜样教育,应是在理解榜样人物行为品质的基

础上$使受教育者对其体现的道德原则进行概括和

抽象$并使之与受教育者本人的行为相对照&-

*

D

+而

这里的关键在于榜样与幼儿自身要产生联系&有的

孩子在学习榜样中最明显的就是赞美榜样'羡慕榜

样$而不知道自己也应象榜样那样去行动$这实际上

就是缺少,联系-&有人曾经做过一些试验'观察$如

幼儿手上有一个苹果$我们就先讲一个孔融让梨的

故事给他听$然后问他孔融小朋友好不好$幼儿说

,好-$接着就跟他说$,我肚子饿了$你能不能把苹果

给我吃-$幼儿把苹果送出来$又缩了回去&问他为

什么$他说,给了你$我就没有了-$这个小情节我们

不能只把他看成是幼儿的,自私-问题$还要看到这

一点%幼儿还没有把榜样行为与自身联系起来$他知

道榜样的行为很好$但并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自己

也应象榜样那样去做&榜样与自身联系的中断在幼

儿的学习中也有所体现&如我们教给幼儿一些道德

品质方面的知识$提出一些社会规范的要求$幼儿有

时能理解$但就是不知道联系自己的实际去行动&

在幼儿园里我们也常见到这样一种现象$老师问%

,有的小朋友没有带玩具$有的小朋友有两个玩具$

大家看我们要不要帮助他0-幼儿们可能都说,要帮

助他-$但真正行动的却没有几人$有时只有经过老

师的反复提醒$有两个玩具的小朋友才,如梦初醒-$

把自己多余的玩具送给没玩具的小朋友玩&当然还

有的小朋友自己有两个玩具不分给没玩具的小朋友

玩$还向老师告状%,某某小朋友不好$不将自己的玩

具给别人玩&-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种现象实

际上也是幼儿不能将我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

的表现&此外$榜样与自身联系的中断与幼儿意识

和注意力易分散'转移也有关系&一般来说幼儿的

活动缺乏自觉性'目的性$其注意力易分散'易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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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幼儿易改变一些行为的方向&幼儿的活动

目的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早期幼儿$他们的行为目

的的变化是替代型的$即后一个目标代替前一个目

标$难以让两个目标同时存在&所以$幼儿们最容易

,记不得-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榜样要求&如上述幼儿

把苹果送出来$又缩回去$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第二$榜样刺激频率不当&榜样的示范既可促

进幼儿的行为$也可以抑制幼儿的行为&幼儿在活

动过程中$通过对榜样的观察$通常会抑制或激发与

榜样同一的行为&但这里有一个刺激频率问题&俗

话所说的,广告三次才有效-$强调的就是刺激频率&

对幼儿进行榜样教育也是这样$需要保证一定量的

刺激&只有适宜的榜样刺激量$才可以发挥榜样教

育的抑制与激发作用&应该说$由于幼儿认知能力

的局限以及喜欢重复等心理特征的影响$大多家长

都懂得对孩子进行反复的榜样教育方法的运用$但

也由于在,反复-问题上缺少,度-的控制$榜样教育

的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对幼儿进行

榜样刺激的次数也不宜过多&比如过多的榜样受罚

的刺激会抑制幼儿的行为$使幼儿变得什么事情都

缩手缩脚$对父母的话唯唯诺诺$无所见识$更不能

培养幼儿的创造精神&这就是榜样受罚过多对幼儿

所产生的负效应&如$幼儿要上街去玩$妈妈就讲一

个幼儿被坏人拐卖的故事!幼儿要做猫抓老鼠的游

戏$妈妈就讲某某幼儿在游戏中跌伤变成瘸子的事

情!幼儿不听话$妈妈就把幼儿领到被打的伙伴面前

II幼儿所听到'看到的都是消极结果$都是受罚$

就不自觉地产生了恐惧心理$懒于活动$更谈不到进

行创造性的活动了&实践证明$幼儿在同一榜样的

多次刺激下$会逐渐放弃自己已有的思维模式$不进

行新的思考$而习惯于采取与榜样相同的活动方式&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让一些幼儿观察榜样用

木槌连续击打一个,娃娃-的行为$而且大多数幼儿

还用了击打工具111木槌&因为榜样用木槌击打娃

娃的多次刺激$在幼儿心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行为方式&而其他没有观察榜样的幼儿$即使让他

们击打,娃娃-$也不是使用木槌$而是选用了其他各

式各样的工具&观察榜样行为的幼儿$由于受到榜

样行为的反复刺激$使幼儿模仿到的活动方式得到

了强化$并纳入了自己的思维结构$形成自己的思维

定势$从而抑制了其他思维方式&

第三$不当的榜样标准影响&不当的榜样标准

主要体现为标准高低不确当$榜样标准不统一两个

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标准过高和

标准不统一两个问题&一方面$用较高的榜样标准

来对幼儿进行榜样教育$这是许多家长以及幼儿园

老师容易发生的一种错误&实际上$过高的榜样行

为标准使幼儿的活动信心受到抑制&比如$有不少

幼儿在看到榜样示范以后$往往要叹一口气$感到很

烦恼&其原因是什么呢0 主要是因为榜样的行为标

准较高$而幼儿难以达到$失去了向上的信心&众所

周知$幼儿们年龄虽小$但他们已有了一定的自我表

现和自我反应能力$幼儿们会将观察到的榜样行为

标准与自己的能力水平'自己的活动成绩相比较$进

行评价$作出自我反应$或产生积极的'跃跃欲试的

进取心理$或产生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体验&在

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们常常用,高-',大-',全-式

的榜样来对幼儿进行示范$如$某某唱歌或绘画获得

第一名$这反而会降低幼儿的信心&因为唱歌或绘

画得第一名$与其特殊的才能和科学的训练有关&

另一方面$标准不统一甚至矛盾&在日常生活环境

中$幼儿有无数的机会观察他人的行为$观察他人受

到奖赏'惩罚的机会&而幼儿所观察到的榜样及其

行为又是纷繁复杂的&不同的榜样有不同的行为$

也有不同的结果和奖惩$这些榜样不可能一致地对

幼儿发生示范作用$常常出现许多矛盾&例如$一个

幼儿不小心打坏了一个花瓶而受到妈妈的责备$幼

儿自己也觉得难过!另一个幼儿同样打坏了一个花

瓶$可妈妈没有责备$甚至还给他一个玩具$让他去

玩&这对观察到两个榜样行为及其结果的幼儿来

说$究竟谁是谁非0 能不能打坏花瓶0 就难以搞清

楚了&

三"提高对幼儿榜样教育效果的建议

在家庭生活中$要提高榜样教育的效果$必须从

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成人特别是父母要善于把握

幼儿的心理脉搏$用积极的言行对幼儿产生影响!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具体应注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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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孩子,联系-的观念&有人这样说过$

,道德养成还需要经历一个外部影响不断内化和内

在观念逐渐外显的复杂过程$只有外在影响而缺乏

学习者K回到自身)的体悟和践履是无法实现的&-

*

B

+

所以$要引导幼儿建立榜样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联

系$正确引导孩子由,理论-想到,实践-$由,他人-想

到,自己-$由,规则'规范-想到,行动-&这不仅可以

更好地提高分享教育的效果$而且也可以为培养孩

子的系统思维能力'创造思维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孩子,联系-的观念$可进行一些目标行为训练$

先给孩子们的行为确定一个目标$然后$进行一些必

要的目标强化训练&这样既可以增强孩子行为的目

的性和目标的稳定性$也可以提高孩子的控制力$增

强孩子注意的稳定性&培养孩子,联系-的观念还要

多对孩子进行提醒&由于孩子缺乏,联系-的观念$

所以$在活动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多作提示$引导孩

子把他人与自己'要求与实际"实践#联系起来思考!

另一方面$由于孩子受情绪影响比较严重$注意力容

易分散$我们在行为实践中$在具体的活动中要多提

醒孩子需要遵守哪些规则$达到哪些要求$以利于幼

儿重新把注意力'目标$转移到老师或家长所期望的

行为方向上来&

第二$要进行榜样选择&榜样选择首先要注意

对象选择&有关研究指出$父母在孩子面前实际上

起到了一个,范例-作用&,做事是一种规则性行

动&-

*

$

+而孩子行动的规则性又是靠学习,范例-得来

的&在家庭中$父母为孩子起着,范例-作用$同时$

父母的榜样教育都是在自然状态下以具体的'真实

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出现的$它对孩子的影响是自发

的$因而教育痕迹不明显$不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心

理$所以$在家庭中首先应该选择父母为孩子学习的

榜样&其次$要注意性质选择&让孩子接受什么样

的榜样教育$要考虑榜样自身的性质问题$同时$要

关注同一榜样激励结果的统一性$避免矛盾性榜样

刺激给孩子带来榜样选择的困惑&比如$一个幼儿

不吃零食$受到妈妈的表扬$而电视广告里的孩子则

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吃零食$这对观察这些榜样的幼

儿来说$就感到无所适从&再次$要注意标准选择&

家长在把幼儿的伙伴或同龄人作为榜样示范的时

候$也不能用较高行为标准要求幼儿$只能在幼儿现

有能力'水平的基础上略高一点&

第三$要进行刺激量选择&首先$要选择适宜的

刺激量&一般来说$对幼儿同一类型的连续性榜样

刺激$次数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然$具体要采取

多大的刺激量$还要考虑孩子的个性因素&如果要

增加刺激量$就必须注重改变刺激形式$创新刺激方

式&所以$父母不宜过多采用榜样抑制$最好给幼儿

一些正面的榜样以作正确的示范$使幼儿乐于从事

正确'积极的活动&有关研究也指出$同一类型的榜

样多次强化使幼儿思维方式受到抑制榜样不仅能教

给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教给人如何去做$而

且还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总而言之$榜样教育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重要

手段&榜样刺激可以有效抑制孩子不良行为的产

生$也可以有效激发孩子良好的行为动机&但是$由

于受幼儿认知特征及刺激量和刺激方式的影响$幼

儿榜样教育的效果往往受到影响&所以$要提高幼

儿榜样教育的效果$就要解决好幼儿榜样与自身联

系中断问题'榜样刺激量的设计以及榜样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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