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

4

1+*5')6+,7*183)91:

;

!

<=:'>3)?

!

!"#$

!!

@',?%%

!

5'?#"

收稿日期!

!"#$A"CA!B

!修回日期!

!"#$A"$A"$

作者简介!尹绍清%男%云南禄丰人%楚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心理与教育!谢利东%男%云南大理

人%楚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李昌茂%男%云南永仁人%楚

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乐林会%女%云南弥勒人%楚雄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学前教育'

"

儿童学习与发展

%AB

岁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实验研究

尹绍清"谢利东"李昌茂"乐林会

"楚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云南楚雄
!

C$B"""

#

摘
!

要!采用实验法对
#CB

名小班和中班幼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幼儿责任心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提升%幼儿责任心发展具

有不平衡性%中班是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关键期%责任心活动对幼儿责任心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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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责任心是其社会性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

也是幼儿社会规范个体化和个体社会规范化的集中

体现%同时也是幼儿人格*心理品质的重要内容'因

此%幼儿责任心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与自我*他

人*集体*家庭*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是多个相互关

联维度的整体.

#

/

'相关研究指出%幼儿责任心主要

由自我责任心*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任务责任

心*承诺责任心和过失责任心构成.

!A%

/

'中班是幼

儿责任心培养的关键时期.

F

/

!责任心水平随年龄的

增加而提升%

BAC

岁是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关键

期.

B

/

%应依据幼儿责任心表现形式设计教育活动能

有效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发展.

F

/

%实施+故事中心课

程,能有效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发展.

C

/

'然而%以往研

究缺乏自然实验的特点%尤其是直接观察幼儿责任

心发展变化的现场实验研究还比较缺乏.

#

/

!特别是

关于幼儿责任感培养策略方面%应提供实证性的理

论依据.

$

/

'因此%本研究基于自然实验来探讨幼儿

责任心的发展'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小班和中班幼儿为研究对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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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责任心发展实验研究

考虑到小班和中班幼儿对责任理解水平的差异%将

小班和中班作为独立研究对象'选取云南省一所县

市幼儿园%

!

个小班"实验组
F%

名%对照组
%F

名#和

!

个中班"实验组
F"

名%对照组
FJ

名#%合计
#CB

名!其中%男童
IF

名%女童
$#

名!年龄为
%AB

岁'

#二$研究程序

采用(幼儿责任心问卷)进行前测及后测%主要

由父母填写%少量由教师填写"父母未参与活动#'

问卷共
!"

题%分半信度为
"?JC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IF

'

学期前%设计好每周开展责任心活动的主题%涉

及(幼儿责任心问卷)自我责任心*他人责任心*集体

责任心*任务责任心*承诺责任心和过失责任心六方

面的活动主题%如主动收拾自己的物品*完成老师交

给的任务*主动帮助小朋友*主动承认错误等"详细

活动见表
#

#%每周三*周五开展责任心实验活动%每

次活动时间为
#

小时%持续
#

学期!同时%要求父母

尽量参与%并做好观察记录%以作为后测填写(幼儿

责任心问卷)的依据'除责任心实验活动外%对照组

的活动完全与实验组一致'

表
#

!

实验组责任心实践活动目标及内容

活动内容 活动目标 具体活动

自我

责任心

做力所能及的事%

做事具有坚持性%

做事认真负责

三个和尚!我是家庭的

小主人!我的物品我整

理!等

他人

责任心

关心帮助他人%为

他人'

妈妈生病了!小丽受伤

后!我是环保小卫士!等

集体

责任心

关心集体%积极参

加集体活动%有集

体荣誉感

幼儿园 是 我 家!老 师

+哭,了!我爱我家!+手

牵手*心连心,!等

任务

责任心
完成基本任务'

我是小画家!我的小雨

伞!数+星星,!我的任务

我完成!等

承诺

责任心

履 行 承 诺%说 到

做到

说话算话!答应妈妈的

事!让老师放心!等

过失

责任心

主动承认错误%敢

于对过失负责

妈妈%我要对您说!老

师%我错了!对不起!说

说我的小错误!等

#三$统计分析

所收集的前 测和后测数据采用
.L..!"?"

进行

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独立样本
U

检验'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责任心发展比较

表
!

数据显示%小班实验组责任心前测分数

"

!?%%h"?B%

#%小班对照组责任心前测分数"

!?!Ih

"?FF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B

#!中班实验组

责任心前测分数"

!?BBh"?%I

#%中班对照组责任心

前测分数"

!?FCh"?F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L

!

"?"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

"?"B

#'因

此%小班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班实验组和对照组责任

心发展具有一致性%可以进行实验'

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责任心前测得分差异比较

小班实验组 小班对照组 中班实验组 中班对照组

责任心
!?%%h"?B%!?!Ih"?FF!?BBh"?%I !?FCh"?FB

U

值
"?%J "?%F

!!

注&

$

L

%

"?"B

%

$$

L

%

"?"#

%

$$$

L

%

"?""#

'下同'

#二$实验组"对照组后测责任心发展比较

首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责任心的后测得分进

行差异检验%见表
%

'结果显示%小班实验组责任心

后测得分"

!?JFh"?$"

#%小班对照组责任心后测得

分"

!?%Ch"?FC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L

%

"?""#

#!中班班实验组责任心后测得

分"

%?%$h"?F"

#%中班对照组责任心后测得分

"

%?"$h"?CJ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J

%

L

%

"?""#

#'其结果说明%责任心活动对幼儿责任

心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责任心后测得分差异比较

小班实验组 小班对照组 中班实验组 中班对照组

责任心
!?JFh"?$"!?%Ch"?FC%?%$h"?F" %?"$h"?CJ

U

值
%?!$

$$$

%?$J

$$$

其次%对实验组前后测责任心得分进行差异检

验%结果提示%小班实验组责任心后测得分明显高于

前测得分"

:\%?"C

%

L

%

"?"#

#%中班实验组责任心后

测得分也显著高于前测得分"

:\B?J!

%

L

%

"?""#

#%

见表
F

'其结果同样说明责任心活动在幼儿责任心

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

再次%对对照组前后测责任心得分进行差异检

验%从表
B

结果可看出%小班对照组前后测责任心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

!

"?"B

#%而中班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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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前后测责任心得分差异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

\%?CC

%

L

%

"?"B

#'这一结果提示%中班幼儿责任

心发展速度较快'

表
F

!

实验组前后测责任心得分差异比较

小班实验

组后测

小班实验

组前测

中班实验

组后测

中班实验

组前测

责任心
!?JFh"?$"!?%%h"?B%%?%$h"?F" !?BBh"?%I

U

值
%?"C

$$

B?J!

$$$

表
B

!

对照组前后测责任心得分差异比较

小班对照

组后测

小班对照

组前测

中班对照

组后测

中班对照

组前测

责任心
!?%Ch"?FC!?!Ih"?FF%?"$h"?CJ !?FCh"?FB

U

值
#?!!

%?CC

$$$

#三$实验组与对照组责任心各方面发展的后测

得分比较

表
C

结果表明%对于小班幼儿%实验组后测得分

在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过失责任心和承诺责任

心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得分"均
L

%

"?""#

#!而对

于中班幼儿%实验组后测得分在自我责任心*任务责

任心*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和承诺责任心方面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L

%

"?"B

#'该结果说明%不论

是小班幼儿还是中班幼儿%责任心活动对其责任心

很多方面的发展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表
C

!

实验组与对照组责任心各维度后测得分差异分析

自我责任心 任务责任心 他人责任心 集体责任心 过失责任心 承诺责任心

小组实验组
!?#Ch"?IB !?""h"?C% %?C$h#?#" !?JIh"?JB %?FJh"?J% %?#Fh"?FB

小班对照组
#?JCh"?B$ #?ICh"?C" #?$Jh"?C% #?IFh"?CJ !?F!h"?FC !?FJh"?!J

U

值
#?F% "?BC

$?FI

$$$

F?$C

$$$

B?I$

$$$

C?CB

$$$

中班实验组
!?J%h"?CF !?IFh"?CC %?CFh"?CI %?!$h"?B" %?J#h"?CC %?JIh"?%!

中班对照组
!?F!h"?$$ !?C#h"?JC %?""h"?IF !?I#h"?I! %?$!h"?C# %?BJh"?FC

U

值
%?"#

$$

!?F$

$

%?$%

$$$

!?%J

$

#?C" !?CJ

$$

三"讨论及启示

#一$责任心活动对幼儿责任心发展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总的责任心发展方面%实验组责

任心后测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得分%实验组责任心

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实验组责任心前测得分'结果表

明责任心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责任心的发展'以往

研究也发现%责任心教育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责任

心的发展.

F

/

'从幼儿责任心发展的不同方面看%责

任心活动对小班幼儿的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过

失责任心和承诺责任心具有更直接而明显的积极影

响!而对中班幼儿的自我责任心*任务责任心*他人

责任心*集体责任心和承诺责任心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就现实来说%小班幼儿尚处于+自我中心,向

+去自我中心,逐渐过渡的重要时期%单纯的责任心

活动对小班幼儿的自我责任心和任务责任发展的促

进功能不足'一家长在参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活

动后%对其孩子在家中的表现进行记录&+孩子开始

主动的自己吃饭*洗脸*穿衣服等%但依然会习惯性

地叫家长去做%如叫妈妈盛饭*倒水等,'换言之%小

班幼儿的自我责任心*任务责任心尚不能完全脱离

+自我中心,的影响'研究发现%

%

"

F

岁小班幼儿的

独立性发展不是很好%存在着不少问题.

J

/

'这就需

要幼儿园*家庭联动地在幼儿日常生活中融入社会

规范*责任心任务等方面的教育内容%以发挥家园联

动促进幼儿发展的积极教育效果'从本研究结果来

看%持续而丰富的责任心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责任

心的发展'

#二$幼儿责任心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

本研究发现%中班幼儿对照组责任心后测得分

显著高于前测得分%其结果提示%幼儿责任心水平随

年龄的增长呈递增趋势'实际上%在幼儿日常生活

中%幼儿的社会活动不断拓展与延伸%社会规范个体

化和个体社会规范化得到充分发展%其责任心也得

到不断发展'研究发现%幼儿责任心水平随着年级

的升高而升高.

I

/

!幼儿的责任心水平随着年龄的增

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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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责任心发展实验研究

高而逐渐提高%年龄越大责任心越强.

#"

/

'依据幼儿

责任心发展的这一特点%学校*家庭应有的放矢地在

幼儿活动中渗透责任心教育%充分利用幼儿活动引

导幼儿社会化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中班是幼儿责任心发展的

关键期'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

B

"

C

岁是

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关键期.

B

/

%中班是幼儿责任心培

养的关键期.

F

/

'另有研究指出%同伴和教师对中班

幼儿责任心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大.

##

/

'因此%幼儿园

一日活动中广泛开展责任心教育是幼儿责任心关键

期教育的内在要求%即对于中班幼儿%全面开展责任

心教育活动是促进其责任心发展的关键'

#三$幼儿责任心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本研究发现%幼儿责任心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

反映在年级上%其次反映在责任心的不同方面上'

其一%小班幼儿实验组责任心前测至后测得分的提

升速度"

!?%%

(

!?JF

#明显低于中班幼儿实验组责任

心前测至后测得分的提升"

!?BB

(

%?%$

#%即中班幼

儿实验组责任心的提升速度更快'其二%小班幼儿

实验组后测得分在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过失责

任心和承诺责任心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中班幼

儿实验组后测得分则在自我责任心*任务责任心*他

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和承诺责任心方面明显高于

对照组%即幼儿责任心不方面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一小班幼儿家长在孩子责任心发展中这样写到&+对

于孩子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他要么就左拖右拖%等

着家长帮他完成!要么就干脆不管%也不放在心上%

真是急人6,实际上%小班幼儿的任务责任心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小班幼儿对任务责任的理解和

认识始终还处于较低阶段%需要在广泛的社会活动

中锻炼'因此%幼儿园*家庭应根据幼儿责任心发展

不平衡的特点%在幼儿园活动*家庭生活中广泛渗透

责任心教育活动%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责任心的发

展!尽量避免急躁心理而失却耐心'

责任心活动对幼儿责任心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

用%然而%幼儿责任心实践活动只是幼儿学习生活的

内容之一%不可能成为幼儿学习生活的中心'研究

指出%社会性及个性的全面发展更应成为学前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因此%幼儿园*家庭应当把责

任心活动有机融入到幼儿一日活动和幼儿的家庭及

社会生活中%才能有效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与

发展%促进幼儿健康*和谐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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