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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幼儿园微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

理论的因素及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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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园是除家庭之外对幼儿影响最直接的微观系统%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可将其分为&幼儿园物质环境子系统*师幼互

动子系统和幼幼互动三个子系统'文章论述幼儿园微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各要素%提出通过创设适宜的物质环

境*提供积极的支持引导和增加同伴交往的机会等对策%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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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个体对自己和

他人的愿望*信念*意图等心理状态的认识%并通过

推测心理状态而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

.

#

/关于幼儿

心理理论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发展心理学领

域里的热点课题'如%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与游戏

情境中的同伴交往有显著的正相关!

.

!

/受欢迎儿童

的心理理论能力较高!家庭亲密度和社会偏好等可

以有效的预测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

%

/幼儿的

心理状态术语理解成绩与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密切相

关%对关键心理状态术语进行对话训练可促进
F

岁

儿童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和心理状态术语理解能力的

发展!

.

F

/假装游戏的训练对
C

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

B

/等'

以往的研究多是分别研究家庭*同伴关系*对话

交流*假装游戏等单一因素对心理理论的影响%缺乏

把家庭和同伴作为幼儿生活的生态环境系统因素进

行研究'从生态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发展中的个体

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系统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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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着个体发展'对幼儿的影响主

要来自于家庭微系统和幼儿园微系统'如%商冲晨*

莫书亮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家庭微系统

影响心理理论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认为各子系

统都是通过心理状态术语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幼儿心

理理论的发展.

C

/

%那么%幼儿园微系统又将如何影响

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呢5 本研究拟基于此角度%宏

观综述幼儿园微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各

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一"幼儿园微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

发展的因素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幼儿园微

系统%是指幼儿活动*学习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可分

为幼儿园物质环境子系统*师幼互动子系统和幼幼

互动子系统'幼儿园物质环境子系统可分为两个变

量&物质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师幼互动子系统包括

三个变量&对话交流*师幼比和师幼关系!幼幼互动

子系统也包含三个变量&同伴关系*同伴年龄和同伴

游戏'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发展

着的*不断变化着的幼儿园微系统'

#一$物质环境子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的因素

#?

物质环境创设

幼儿园的物质环境是指幼儿园内影响幼儿身心

发展的静态*有形的设施%包括环境布置*园舍建筑*

活动区分区*活动材料等构成要素'物质环境是一

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有重要影

响'研究发现%当游戏环境满足儿童需要和兴趣时%

有助于儿童心理*动作的发展和潜在能力的发挥.

$

/

!

并且%幼儿的特征会影响墙面创设的内容%而幼儿通

过对墙面环境的观察和思考%可以促进其心理和行

为的发展'

.

J

/在进行物质环境设计时%还需要考虑色

彩的心理效应%发挥色彩对幼儿身心健康的促进作

用%如%红色暗示能量和力量%有助于体育锻炼*激发

积极性!黄色代表活泼*愉快%有助于缓解压力*紧

张'可以说%良好的物质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课程,%

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认知*情绪*注意等心理状

态的发展%进而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

材料投放

材料是指被用于幼儿游戏的一切物品%包括专

门为幼儿游戏而制作的玩具以及任何日常物品或自

然材料.

I

/

'相关研究表明%在活动区面积较小*材料

匮乏的情境中%更易引发幼儿的交往冲突和争抢矛

盾'此外%有些适合多人一起玩的材料有助于幼儿

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一些适合单人玩的材料%则

容易引发冲突矛盾等负面行为%并且不同类型的材

料%也会引发不同的游戏内容%如%各种类型的积木

容易引发建构游戏!可塑性很强的粘土*水*沙等材

料则常引发功能性游戏.

#"

/

'由此可见%材料投放的

数量和类型都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和认知发展相

关'而社会性经验和认知经验积累的过程又是幼儿

体验不同情绪与信念的过程%有助于幼儿心理理论

能力地获得与发展'

#二$师幼互动子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的因素

#?

对话交流

师幼对话交流是师幼互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指师生之间的言语沟通*情绪情感沟通以及在沟通

中的行为表现.

##

/

'研究发现%师幼互动中的教师情

绪表达"包括正向和负向#可以促进幼儿对他人情绪

心理状态的感知和理解.

#!

/

%并且%在师幼对话交流

中%教师所使用的心理状态术语的数量和性质也会

影响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

##

/师幼互动时%当

教师采用蹲着的行为方式与幼儿对话时%幼儿表现

出的积极情绪倾向最高!而当教师站或坐着与幼儿

进行交流时%幼儿的接受程度最低'

.

#%

/可见%作为幼

儿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之一的教师%在幼儿园中的

一言一行都会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

师幼比

+师幼比,是指
#

名教师与他-她所负责照顾的

幼儿人数之比'实验发现%随着在场师幼比从
#

&

!"

"

#

&

%"

提高至
#

&

#"

"

#

&

#B

%幼儿在教学过程中的参

与度以及教师对个体幼儿的关注度和评价的准确度

都有所提高'

.

#F

/那么师幼比是如何影响幼儿心理理

论发展的呢5 分析可知&当师幼比值比较高时%教师

能够更好地关注个体幼儿的愿望*知识与情绪等心

理状态发展的需要%可以激发幼儿课堂参与的主动

性*积极性%有助于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获得与发

展!而当师幼比较低时%师生之间缺乏足够的一一对

话交流的时间%幼儿的某些发展需要可能得不到及

时的满足%这无疑会降低幼儿的学习积极性%阻碍幼

儿认知*愿望*情绪等心理状态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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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幼关系

师幼关系%是指幼儿与教师在幼儿园交往中形

成的人际关系'师幼关系的亲密性与幼儿的心理理

论发展水平有关'

T/)19:1

等在有关课堂依恋关系

的综述中总结出幼儿与教师之间形成的安全型依恋

与幼儿的学业成功*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呈正相关!

.

#B

/在李燕芳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师幼

关系的亲密性可以正向预测城市和流动儿童的社会

技能%并且能反向预测儿童的抑郁*退缩等内隐问题

行为'

.

#C

/也就是说%师幼关系的亲密性与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和问题行为相关'而儿童的情绪稳定性*

独立性*社会认知等社会性因素发展又与其心理理

论水平相关显著'

.

#$

/并且%当师幼关系亲密度较高

时%教师不仅仅只关注幼儿的生理状态%还注重他们

的心理状态%在与孩子互动交流时更易使用一些心

理状态言语与其交流%有助于促进幼儿对自己及他

人心理状态的理解%进而提高其心理理论能力'

#三$幼幼互动子系统内影响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的因素

#?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之间在交

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

#J

/同伴

关系本身并不能直接影响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而

是通过形成这种关系的同伴互动过程而起作用'可

以说%拥有稳定友谊关系的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

的表现要好于那些友谊关系差的儿童'

.

#I

/已有实验

证明&

%AF

岁儿童与同伴之间+主动,交往以及+积

极,交往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越能预测幼儿

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

.

#J

/也就是说%同伴关系积极

稳定%能够为幼儿提供更多认识他人不同想法和观

点的机会%从而促进其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而同伴

关系差*不稳定%幼儿因为缺少与同伴交流互动的机

会%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可能会稍显滞后'由此可见%

同伴关系的好坏会影响同伴交往的时间和次数%进

而影响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

同伴年龄

幼儿园是
%

至
C

岁的幼儿学习*生活的场所'

在这个+混龄,群体中%幼儿不仅有同年龄同伴间交

往的机会%还获得了不同年龄"异龄#同伴间互动的

快乐'幼儿与不同年龄同伴的交往都有助于促进其

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异龄交往效果更佳'幼儿与

异龄同伴的交往类似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交往'根

据相关研究可知&与更多的兄弟姐妹互动的学前儿

童在错误信念上的表现优于那些兄弟姐妹较少或没

有兄弟姐妹的儿童.

#

/

'这也可以借助维果茨基的

+最近发展区,加以解释&在异龄同伴交往中%一方

面%年长者凭借其经验和能力的优势%可以在年幼者

需要帮助时提供帮助%促进年幼者认知状态的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也可以进行平等自由的活动%并

会根据各自的兴趣不时地互换角色%这可以使他们

体验到在同龄活动中无法体验的快乐%促进幼儿对

自己和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所以说%异龄交往更

有助于幼儿心理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

%?

同伴游戏

同伴游戏%是幼儿与同伴"同龄*异龄#间交往的

主要形式'在同伴游戏中%幼儿共同讨论游戏分工*

制定游戏规则%正是在这种合作与交流中幼儿逐渐

获得了理解自己和他人愿望*情绪与信念的能力'

比如说%在表演游戏中%幼儿在分配角色时需要和同

伴商量%这就需要对不同人的愿望进行协调%幼儿由

此有机会接触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在这样一个过

程中可以帮助幼儿建立理解他人心理所需的基

础!

.

B

/在区角游戏中%为了解决因区角空间*材料限

制而出现的各种冲突%幼儿需要集体发散思维*共同

商讨对策%在这样一个问题解决过程中%幼儿需要用

特定的心理状态术语表达自己的情绪*信念与愿望%

有利于其心理理论的发展88可见%同伴游戏为幼

儿提供了与同伴合作交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幼

儿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会受益'

二"教育对策

在幼儿园微系统中%幼儿与物质环境的互动*幼

儿与教师的互动*幼儿与同伴的互动是影响幼儿心

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我们应从这三大视

角入手构建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模型'

#一$基于幼儿园物质环境的视角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发展着的个体是置

身于一个与其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环境系统中.

!"

/

'

因此%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也应重视幼儿与环境之

间的双向互动性'物质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时%应

充分考虑不同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让其依据自己

的经验%主动作用于环境和材料%实现其心理理论的

发展'如%小班幼儿以物代物的能力不强%喜好模

仿%游戏时常常会发生争抢同一玩具的现象%因此%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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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小班幼儿提供种类少*数量多的玩教具'在相

同的游戏情境中%幼儿可以通过对同伴的模仿逐渐

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幼儿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教师应组织幼儿参与室内外环境创设

内容的选定*材料的制作%这不仅是幼儿为环境赋予

意义的过程%也是幼儿获得心理满足和能力提高的

过程%有利于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获得与发展'

#二$基于师幼互动的视角

教师作为幼儿教育的直接作用者%应该担当起

其在幼儿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引导者*示范者和支

持者的角色.

!#

/

'首先%教师在与幼儿对话交流时%

应多使用情感词和心理状态术语%如+高兴,*+伤

心,*+认为,*+知道,等%引导幼儿感知他人的情绪和

认知状态%并鼓励幼儿用适当术语表达自己和他人

的心理状态!其次%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组织

形式%提高在场师幼比%加强对个体幼儿发展需要的

关注%如%每天为幼儿提供
F"

"

B"

分钟的区域活动

时间%在集体教学中灵活采用+半班分组,的形式%定

期与幼儿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等!最后%教师应努力与

幼儿建立一种信任接纳关系%让幼儿在良好师幼关

系中习得社会交往的经验%如%教师以+蹲,的行为方

式*温和的语音语调与孩子交流%不仅能够体会到幼

儿的情绪*愿望等心理状态%还能为幼儿提供一种亲

社会行为的榜样示范'

#三$基于幼幼互动的视角

在幼幼互动子系统中%同伴关系*同伴年龄和同

伴游戏因素等都是通过同伴交往这一中介对幼儿心

理理论发展产生影响的'因此%教师应鼓励幼儿参

加社会交往活动%为幼儿提供同伴交往的策略指导'

比如%幼儿园应该多开展不同班级"年级#区域+互

访,活动%增加幼儿与不同年龄段同伴的交往%为幼

儿提供认识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机会!在幼儿进

行游戏时%教师可以通过示范或引导的方式支持*扩

大幼儿与材料或同伴的互动%促进幼儿心理表征能

力的发展!当同伴之间发生冲突时%教师首先应给予

幼儿自主解决矛盾的空间%然后适时引导幼儿感知

他人不同的观点与情绪%促进幼儿对他人心理状态

的认识!也可以创设同伴交往的情境%比如%让男孩

充当快递员%为娃娃家的+妈妈们,送快递等%增加区

角之间的流动性等'

&参考文献'

.

#

/

!

邓赐平
?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X

/

?

杭州&浙江教育出

版社%

!""J

&

!A$

%

#"A##

%

#B%?

.

!

/

!

桑标%徐轶丽
?

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与其日常同伴交往

关系的研究.

&

/

?

心理发展与教育%

!""C

"

!

#&

#AC?

.

%

/

!

沈悦%陈健芷
?

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对幼儿心理理论的

影响.

&

/

?

学前教育研究%

!""I

"

%

#&

%#?

.

F

/

!

张长英
?

心理状态术语对
%AB

岁汉语儿童错误信念理

解的影响.

E

/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

I"A#"C?

.

B

/

!

王
"

%杨宁
?

假装游戏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

/

?

学前教育研究%

!"#"

"

!

#&

FCAB#?

.

C

/

!

商冲晨%莫书亮
?

家庭微系统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

因素*过程和机制.

&

/

?

心理科学进展%

!"#"

"

C

#&

I#F

AI!%?

.

$

/

!

EH=3)

%

KK'd3*

%

D.M1)+:

%

c]3-+,1

%

_H9,+*?Z--3=:9

'-+)3P391

S

*3P=,+99)''6'*

N

,+

;

>3/+81'()+6'*

S

N

)39=/'',3)=/1,P)3*

.

&

/

?Z+),

;

T/1,PE383,'

N

63*:+*P

T+)3

%

!"#C

"

#!

#&

#I"$A#I!B?

.

J

/

!

姜自兰
?

幼儿园墙面环境探究.

E

/

?

西安&陕西师范大

学%

!"#!

&

%CA%J?

.

I

/

!

邓双
?

示范性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投放与教师指导的

有效性研究.

E

/

?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

&

!?

.

#"

/崔希娟
?

积木的不同投放对幼儿积木建构水平的影响

.

E

/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

#BA#$?

.

##

/仇小莉%高凤阳
?

师生对话交流质量与幼儿心理状态理

解能力的发展.

&

/

?

学前教育研究%

!"#B

"

#"

#&

!FA%#?

.

#!

/许倩倩
?

师幼互动中的教师情绪研究.

E

/

?

南京&南京

师范大学%

!"#%

&

J!AJF?

.

#%

/刘欢欢
?

师幼互动过程中幼儿教师身势语及其行为模

式研究.

E

/

?

开封&河南大学%

!"#%

&

%JA%I?

.

#F

/李相禹%刘焱
?

师幼比对幼儿园集体教学质量影响的实

证分析.

&

/

?

学前教研究%

!"#C

"

B

#&

##A#!?

.

#B

/

T/)19:1_3)

S

1*

%

E+81P_3)

S

1*?H::+=/63*:1*:/3T,+99a

)''6

.

&

/

?ZP(=+:1'*+,L9

;

=/','

S;

3̂813V

%

!""I

"

!

#&

#F#

A#$"?

.

#C

/李燕芳
?

母子关系*师幼关系与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

应行为.

&

/

?

心理发展与教育%

!"#F

"

C

#&

C!FAC%F?

.

#$

/马婷婷
?%AC

岁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社会性与心理理

论关系研究.

E

/

?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

&

%#

A%!?

.

#J

/武建芬
?

幼儿心理理论与同伴交往关系的研究.

E

/

?

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

!""C

&

%JAFF

%

#B!A#BF

%

#CI?

.

#I

/

T+*P1P+T?L3:3)9'*?X1*P)3+P1*

S

+*P6')+,+V+)3*399

1*

N

'

N

(,+)+*P)3

O

3=:3P

N

)39=/'',3)9

.

&

/

?_)1:19/&'()*+,

'-E383,'

N

63*:+,L9

;

=/','

S;

%

!""!

"

!

#&

!"BA!!F?

.

!"

/刘杰
?

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

.

&

/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I

"

!

#&

!B"A!B!?

.

!#

/赵秀坤
?

积极心理学对幼儿教师教育工作的启示.

&

/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C

"

F

#&

##A#F?

&责任编辑
!

张雁影'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