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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管理

构建更加合理的幼儿奖励机制
!!!以幼儿园"小红花#奖励制度为例

潘祺蓉%陶志琼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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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选小红花是幼儿园最常见的一项奖励制度$长期以来广泛应用于幼儿的学前教育$目的在于肯定'激励幼儿向善学

习$强化幼儿正面行为$是幼儿各方面积极成长与进步的直观体现&小红花在幼儿园实践中$短期确实会使幼儿变得积极向

上&然而$研究者在幼儿园实践过程中发现过度依赖小红花的奖励模式$对幼儿长期发展来说也具有很多不良影响&通过剖

析小红花奖励制度的利与弊$在肯定小红花奖励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幼儿教育过程中不能,滥用-小红花$避免约束幼儿的求

知'探索欲望&同时$积极探索更加有利于培养幼儿德智体全面成长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小红花!奖励制度!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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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给幼儿,小红花-是幼儿教育里常见的一种

奖励方式&在幼儿园里$听老师的话$按要求做好$

就能得到小红花$就是乖孩子&不听老师的话$没有

做好事情$就得不到小红花$就不是乖孩子&这简直

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道理&

,小红花-的奖励方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直

至今天$评选,小红花-'奖励,五角星-,贴贴纸-等仍

然是幼儿园中重要的奖励方式之一&诚然$,小红

花-作为传统的奖励手段$沿用至今$必然有它存在

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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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经过幼儿园工作过程中的长期观察'实

践和思考后$发现了,小红花-奖励制度在幼儿教育

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

影响&首先是导致幼儿园老师教育幼儿方式的简单

化'模式化'标准化&幼儿的,一举一动"玩耍'说话'

吃饭'穿衣'睡觉#-都通过小红花来量化评比$在儿

童天真烂漫'充满探索与求知欲望的背景下$这种模

式缺乏了与儿童,灵性-相匹配的因地制宜'因材施

教的灵活性&如果说幼儿是幼儿园的产品的话$那

么这种模式培养的幼儿$就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标

准化产品$而非,工匠-手工打造的让每件胚料都能

物尽其用的个性化产品&其次$也发现奖励幼儿,小

红花-,贴贴纸-在短期的确能让幼儿听话'懂事&然

而$渐渐的有些孩子逐渐对,小红花-不那么热衷了$

比原来更加难以管教!而有些孩子为了得到,小红

花-$拼命向老师表现自己的良好行为$发现老师不

在了$依旧我行我素!更甚者$幼儿被,小红花-深深

地吸引着$为了得到,小红花-$不惜委屈自己的身心

健康$小红花成了孩子,要命-的劳什子了&最后$幼

儿家长也可能以幼儿的小红花数量来评价孩子在幼

儿园的表现好坏$从而在幼儿园与家长的双重作用

下$完全按照成人的一套标准来规定幼儿的行为$也

可以说是对幼儿的天性$以及思想的开拓性和延展

性的压制与破坏&

笔者通过选取研究者观察到的几个典型案例$

分析其中的儿童表现及其心理$透析幼儿园中,小红

花-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教育问题$对今后教师和家长

科学鼓励孩子的方式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案例分析

#一$失去吸引力的(小红花)

小杰是一名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他非常调

皮'好动$而且还爱捣乱&平时在活动区活动时$他

总爱抢其他小朋友的玩具$有时还会碰伤小朋友&

这个,小霸王-是班级里最难管教的孩子$其他小朋

友总是向老师来告状$老师为此也很头痛&

有一天早上$老师对小杰说%,如果你今天表现

好$不欺负小朋友&我就奖励给你一朵小红花&-这

一天小杰的表现很好$他愉快地得到了老师的奖励&

从那天开始$老师承诺小杰只要不打人$表现好$每

天都会有一朵小红花给他&这个奖励措施似乎很有

效果$小杰表现天天都不错&

然而不到半个月时间$小杰的老毛病又犯了$

,小霸王-的苗头又显露出来&当老师继续说表现好

奖励小红花时$小杰不屑一顾地说道%,我不要小红

花了J-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小红花-

原本对于调皮捣蛋的孩子是有吸引力的$然而时间

久了$,小红花-的魅力大大降低$孩子又变回了原来

的老样子&,小红花-作为鼓励幼儿向善行为的一种

奖励手段$从长期来看效果大打折扣&

#二$(掩耳盗铃)的(小红花)

妮妮是一名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平时经常穿

着一条公主裙$扎着小辫子$文文雅雅的样子&妮妮

在老师的眼里$表现的也是十分听话懂事乖巧&因

为老师对孩子们说过%,哪个小朋友一周内不调皮捣

蛋$打骂其他的小朋友$上课时能认真听老师讲话$

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妮妮表现良好$在老师眼里

俨然一个乖乖女$所以经常能得到,小红花-&但是$

似乎妮妮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不太尽如人意$经常

一个人玩耍&

一次幼儿园放学后$老师在门口听到很大的哭

喊声$好像是哪个小朋友在闹脾气&闻声赶去$发现

妮妮正坐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喊着&奶

奶在一旁劝说$根本就没有用&老师仔细询问情况$

才大吃一惊&原来今天妮妮看见班里有个小女孩的

芭比娃娃了$虽然她家里也有$但是她喜欢今天看到

的那个娃娃$硬要奶奶给她去买&奶奶和她说我们

先回家$晚上吃完饭后再去买$可是妮妮不肯$硬要

奶奶立马去买$就上演了这一幕&

老师很惊奇$认为妮妮文静的样子和在园反差

太大$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妮妮在家和在园的表现

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家里$大人什么事情都要依着

她$要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就整天哭闹不止$脾

气差得很&但是由于家里就这一个宝贝$而且平时

妮妮在幼儿园表现良好$常常得,小红花-$所以大人

很多事情都顺着她的心意$才会导致她在家人面前

脾气越来越差&

后来$奶奶拗不过妮妮$哄了她好一阵子$答应

立马陪她去买芭比娃娃才作罢&望着祖孙俩远去的

背影$老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II

这个案例中$主人公妮妮在幼儿园和家里的反

差如此之大$不禁让我们深思&在幼儿园里$她是小

淑女$很文静高雅&而在家里$她唯我独尊$俨然一

个,小霸王-&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幼儿园里之所以会

表现的那么好$,小红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在家

里$大人们也因孩子在幼儿园得到较多的小红花而

表扬她&然而$,小红花-的奖励机制却只是让幼儿

在老师面前假装表现良好$却没能让孩子在内心里

接受这样的素质培养$,小红花-成了目的$再加上孩

子家长在家里把孩子当成小皇帝来养$这种巨大反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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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利于孩子良好习惯和人格的培养&

#三$(要命)的小红花

兰兰是一名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因为她的妈

妈也在幼儿园做老师$兰兰既有优越感$又有竞争意

识$在幼儿园里的各项活动中$回回都能拿名次&平

时在幼儿园里乖巧懂事$老师和其他小朋友都非常

喜欢她&

有一天晚上在家$兰兰像平时一样很快吃完饭

就在沙发上看起图画书来&可是没过多久$肚子莫

名的痛了起来&父母都很慌张$急忙把她送到了

医院&

经诊断$兰兰是因为吃饭太快$消化不良胀气积

食引起的肚子痛&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如

果长此以往$肯定会对幼儿稚嫩的肠胃消化功能带

来很大的负担$造成疾病&父母都不解为什么兰兰

吃饭要这么快$在家里从来都没有人催着她吃饭啊J

原来兰兰中午在幼儿园吃饭$老师有一项规定$

哪个小朋友吃饭最快$吃的最干净$就能在墙上贴一

个小红星$等到攒满了
$

个五角星$老师会给那个小

朋友带上一朵漂亮的,小红花-&,小红花可漂亮了$

亮闪闪的J-兰兰眨着大眼睛$开心地说道%,我已经

有一朵小红花了$现在还差
%

个五角星$我就能再拿

一朵了&在幼儿园$我吃饭可快啦J 老师经常表扬

我&王嘉雄也吃得很快J 老师也表扬他&-父母这才

注意到前段时间兰兰带回家的那朵小红花$还以为

是孩子日常表现好老师奖励的&

这个案例中$小朋友兰兰是一个听话懂事$备受

表扬的小孩子&为了得到,小红花-$受到老师的表

扬$她十分听话&孩子还小$自然不知道吃饭吃得快

会导致肚子痛$长久以往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然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得不深思$孩

子的成长真正需要的是什么0 难道仅仅是老师眼中

的好孩子$不带来麻烦$听话懂事就行了吗0 ,小红

花-奖励孩子的本意是引导幼儿健康成长$积极向

善&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小红花不但不能帮助幼儿

健康成长$反而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害命的

劳什子了&

二"案例反思

#一$行为主义与(小红花)现象

行为主义心理学"

[3/+81')+,

K

9

;

=/','

O;

#是美

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在西方心理学

界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其创始人是美国的心理学

家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深受进化论问

世以来的动物心理学的影响*

#

+

#$#A#$B

&,小红花-奖

励作为一种激励评价方式可追溯到行为主义理论&

华生曾强调人的行为就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

当孩子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行为时$马上就给孩子一

个正性强化物"如小红花'五角星之类#来强化出现

的行为$这样就会巩固这个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小

红花-奖励方式在短期能够见效显著的原因&

然而行为主义的前提之一$就是不问差异&无

论这个孩子的气质性格'能力如何$无论这个孩子前

一分钟是在哭还是在笑$老师'家长或者试验实施者

都会执著地按照预先的要求$对孩子进行奖励和

惩罚&

现代教育认为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

自己的情感和思维$他们有自己独立而又独特的世

界&教育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他们喜欢什么$

想学什么$成人才适时地以适当方法予以引导&在

这种教育观的指导下$孩子的身心才能不受压抑$拥

有独特的生命张力&教师"成人#应该用科学的教育

观陪伴儿童成长$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性&

!"#!

年我国教育部发布的.

%A$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中强调教师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幼

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

的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达到某一水平的呈现

方式也是各异的*

!

+

&由此可见$教师对每个幼儿的

评价奖励模式$也应充分考虑每个孩子的个性特点

差异$如果单单依从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幼儿评

价方式是机械刻板的$也不是长久有效的&

#二$幼儿(潜意识)的成长与(小红花)现象

,潜意识-是指人类心理活动中$不能认知或没

有认知到的部分$是人们,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

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

*

#

+

#%BA#%X

&精神分析学派的弗

洛伊德又将潜意识分为前意识和无意识两个部分$

有的又译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不

仅有意识$还有潜意识$那些被意识压抑或遗忘的东

西会进入潜意识$伴随我们终生$潜意识中得来的道

理$极大地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荣格认为$人并非自己的

主宰$而主要受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控制&而

这些力量来源于自己的潜意识部分!而我们的意识

部分仅仅是潜意识中的沧海一粟&潜意识并非只是

生长发育阶段压抑作用的总和$潜意识具有负面效

应$同时也具有积极作用$这赋予人创造力$能帮助

人确立生活的意义$并且指导人追求个人独立&正

是人的这种意识$构成了每个人的独特性格*

%

+

&对

于幼儿而言$童年的经历$尤其是周围的人对待他们

的模式$会逐渐进入其潜意识中去$这对于其今后的

性格'行为发展等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哲学家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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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曼说过%,播种一个行为$你会收获一个习惯$播种

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

收获一个命运&-由此可见$儿童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极大$教师对待幼儿的奖励方式$不应一刀切'一风

吹$不应以,小红花-作为所有幼儿的奖励方式&

#三$(小红花)对幼儿成长的误区

上述三个案例$不禁让我们重新审视,小红花-

的价值及意义$,小红花-本身并没有对与错$只是我

们怎么来使用,小红花-这面旗帜引导幼儿&,小红

花-奖励制度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幼儿克服或改

正错误$激励幼儿向善学习$促进儿童各方面积极的

成长与进步&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这一奖励制度

的确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是较受孩子欢迎的一

种奖励方式&

然而$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从失去

对幼儿的吸引力$到使得幼儿变得自欺欺人以及最

后更甚者要危害幼儿身体健康的,小红花-背后$警

示我们不能将原本用于鼓励幼儿向善行为的,小红

花-$更多的变成了管束幼儿行为的工具$使得激励

与管束的界限变得混淆和模糊&甚至这样的,小红

花-背后体现着幼儿教育,威逼利诱-的因素$行为主

义,刺激111强化-理念$无不与,威逼利诱-有着相

同的目的$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大的危害&

#?

盲目从众%缺乏主动性(创造性

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逃避烦恼的原始动力$尤其

是对于稚嫩的幼儿而言$他们就像是一张白纸$没有

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幼儿是非观的形成依赖于周围

的环境$在与父母'老师'同伴的互动中产生&老师

给她小红花就证明她是对的$她要想对$就必须听老

师的话$才能得到小红花&于是$老师或家长的话代

替了真理$孩子们不会认为,我做$因为那是对的&-

只会认为,因为老师"家长#让我这么做-,我那么做

了老师就给我小红花$老师就能表扬我了J-久而久

之$在孩子们的潜意识中$就只有权威而没有真理

了&外在的要求取代了内心真正的需要&只要听话

就好$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盲目的顺从权威&

他们的内在动力被外在动力消磨殆尽$他们没有主

动性$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创造力&

!?

诱导幼儿形成目的性过强的思维

每个人都有本质的需要$遵从各种内在需要无

可厚非&然而$在,小红花-的,威逼利诱-之下$孩子

们浅浅的需要变成了深深的欲望&每做一件事$孩

子们都会思考%我能得到什么0 我做乖宝宝$你必须

表扬我J 案例二中$在家里$妮妮唯我独尊$什么都

想要$大人什么都得满足她&在幼儿园$为了能得到

老师的表扬$妮妮表现的非常好&幼儿在这种目的

性较强的思路下学习生活$久而久之$对其是非对

错'善恶美丑的判别能力的提高$心智的健康发展极

其不利&

三"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幼儿奖励制度

#一$幼儿教师首先应建立科学的(儿童观)

张雪门先生"

#XF#

%

#FC%

#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

我国幼稚教育$在幼儿教育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雪门先生学前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111儿童观$

就像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

重要指导作用一样$指导了其幼儿园行为课程'幼儿

师范教育思想的发展研究&

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教育观$

儿童观是儿童教育观的依据&张雪门的儿童观$充

满了人文关怀$充分尊重理解儿童$追求儿童自身心

理'生理的健康自由发展$反对儿童的成人化'附属

化&给予儿童安全感'关心爱护'快乐与满足$让孩

子在与老师'与同伴'与父母'与家庭'与社会的视野

中$构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完整的思想空间*

D

+

&

张雪门先生的儿童观指导贯穿于幼稚园的行为课程

里$他提倡幼儿教育生活化$幼儿生活教育化$课程

内容就是儿童自己在生活中的实践$通过自己与环

境的接触过程来学习&张雪门先生的儿童观体现在

,个体和环境的接触-中从无知无能变为有知有能$

儿童是成长的有机体$儿童不是,小大人-$学前教育

应以儿童为本位$儿童身心发展有其规律$学前教育

应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与需求&张雪门一直强调

,幼儿教育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仅仅注意到了成人社

会的需要$却忽视了儿童现在的身心-$成人功利'抽

象'孤立的特性和儿童为了游戏而游戏的天性根本

就相差得很远很远$成人在指导儿童时经常忘记自

己所面对的对象是儿童&

张雪门先生的儿童观以及儿童教育观$时至今

日$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幼儿教育事业的一个

重要环节$就是不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

素质$完善幼儿教师科学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如何使用好,小红花-这根,指挥棒-$本质上也是对

幼儿教师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的考量&

#二$进一步明晰(激励)与(管束)的分界

适当的奖励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幼儿的积极

性$引导他们积极向善&但是$单纯的使用'过多的

使用,小红花-$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奖励便不

再是激励幼儿进步的手段$而变成幼儿一切行为的

目标&他们会根据奖励物品的大小'多少来决定是

否去做'投入多少&至此$奖励初衷与原来的本意完

DD#



!

总
%!

卷 潘祺蓉$陶志琼%构建更加合理的幼儿奖励机制

全背道而驰了&

国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丽莲?凯兹认为%,由

老师诱发的兴奋会养成幼儿依赖或期待老师再度刺

激的习惯$而老师也需要一次次加重刺激兴奋物的

程度$才能满足幼儿的需要&这类会增强幼儿依赖

老师的兴奋式活动$只能鼓励幼儿成为兴奋的,消费

者-,旁观者-或刺激的,寻求者-$而不能引发幼儿主

动地探索'延伸自己的经验*

B

+

&对于幼儿园来说$如

果,小红花-过多的应用于儿童学习生活的考核和管

理$使幼儿凡事围着,小红花-这根指挥棒转$那么

,小红花-就成了一种管理工具&明晰,激励-与,管

束-的分界的关键点$在于明晰,小红花-使用范围$

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小红花$应该经过缜密的研究&

小红花的使用应突出激励$鼓励幼儿的探索求知'良

好心智品德等方面$而不能应用于诸如$哪位小朋友

上课时坐得纹丝不动$不交头接耳$吃饭吃的又快又

干净等纪律管束上来&

#三$以(自我强化)代替(外部强化)

幼儿社会性行为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伴

随着不同的情感体验$这些结果和反馈体验会对幼

儿后续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强化&儿

童会根据结果和情感体验"强化#的性质来调整自己

的行为&对于儿童而言$带来益处和愉快体验的行

为会增加$带来坏处和消极体验的行为会逐渐减少

直至消失&改变儿童行为的结果和体验可以是直接

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外部强化$也可以是内

部强化&

教师在幼儿做好事'遵守纪律时$可以不采用

,小红花-的奖励方式$而换成能唤起儿童内在的自

尊和自我满足感的奖励方式"内部强化#$那么对幼

儿今后向善行为有着更大的激励作用&西方国家教

师的,奖品-并不仅限于奖状或者口头表扬$而是丰

富多彩$花样繁多&这些,奖品-$或许我们不能完全

借用$但仍会有很大的启发$如做老师的座位$让他

们体验荣誉!排队时站在最前面$享受因个人努力而

获得的荣耀!在游戏中做主持人$体验权威感等&奖

励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和塑造$避免了以物

质驱动孩子$更多的是以责任感'荣耀感'成就感等

等来驱动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起内在的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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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材施教*避免(小红花)的标准化考核而

产生负面效应

现有的,小红花-鼓励机制$一个较大的弊端就

是在集体里进行大量的横向比较$幼儿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个体差异$身心发展水平都处于稚嫩的阶段$

更需要老师的悉心呵护&每个幼儿也都有自己的个

性特点$避免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教师应注意给每

个幼儿表现自己的机会$使得老师与幼儿$幼儿与幼

儿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此外$教师还要

注意和家长进行沟通$并帮助其确立正确的儿童观

和教育观&

同时$教师还应真心肯定'关注每一个幼儿&对

幼儿的表扬应留有余地$不能过分夸张地表扬幼儿&

对于孩子而言$其行为塑造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

因此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幼儿$教师要仔细观察他们

的点滴进步$及时对他们予以真诚的肯定&注重孩

子的个性和内心感受$注重孩子的完整人格的培

养*

C

+

&在受到激励后的愉悦心情状态下$幼儿较容

易信任教师$愿意在老师的帮助下改正不良行为$由

此而言$奖励就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意图&

#五$重视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小红花-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之一&恰当的情景鼓励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对于奖励的效果而言$集体教育方式无疑比个

别教育方式更能打动幼儿$振奋幼儿的心理&集体

表扬方式除了能够使被表扬的小朋友有自豪感之

外$对于未被表扬的小朋友而言也是一种激励&然

而集体表扬方式也容易使个别幼儿滋生骄傲自大的

情绪$引起其他小朋友的嫉妒'不满&因此$教师在

进行,小红花-奖励时$应该权衡当时的情境'幼儿的

情况和所要达到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式'时机表扬

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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