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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情况调查与建议
!!!以宝鸡市某幼儿园为例

郭
!

迪!周
!

美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陕西西安
!

A#"#""

#

摘
!

要!为了探明中班儿童师幼互动发生特点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本研究经过
%

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宝

鸡市某市级示范幼儿园的中班区域活动中的师幼互动现状进行观察记录$结果显示%幼儿园中班师幼互动的发起者多为教

师$区域活动较少发生在娃娃家和益智区$教师互动方式不适当&基于此$笔者对该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提出有效建

议%教师应将观察作为师幼互动的基础$调整自身角色定位$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组织多种形式的区域活动$做到师幼互动

的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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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师幼互动是发生在幼儿和教师之间通过各种方

式)各种程度和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人际交流

与互动*

#

+

&师幼互动的具体情景不仅包括幼儿园集

体教学活动$更有可能发生在师幼之间的游戏及语

言交流中$它是千变万化的*

!

+

&师幼互动会呈现出

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个体幼儿)小组幼儿和全体幼

儿的交往$更有教师与幼儿的言语)游戏和情感交流

和互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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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前教育研究领域出发$国外研究者主要根

据一些研究量表对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进行观察记

录分析$较出名的有美国学者
](>4*;K2,+;,

和

Y*2O

D

4;b,7*4

*

&

+根据日常教学自然情境中师生互

动的状况而编写的教学评估编码系统&该量表可以

通过情感支持)课堂组织和教育支持
%

个维度所涉

及的
#"

个项目来进行观察记录并分析$从而得出评

估结果&皮特"

K4;4*

#认为以教师指向幼儿的情感

与行为两个维度将师幼关系分为两种模式%积极的

关系和有障碍的关系&国内对师幼互动的研究主要

是根据刘晶波老师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从互动类

型)互动性质)互动主题)互动结果等方面进行统计

和量化分析$最后$总结出属于自己的一套量化分析

范式&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张博和周玲等人$从其他

角度对师幼互动进行研究分析&由此可见$国内外

的研究者对师幼互动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

两方面进行的&

幼儿教育不仅是心理教育的主线$更是社会活

动的缩影&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区域活动中的师幼互

动$必须将心理教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将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针对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现状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一般情况下幼儿园中班区域

活动中师幼互动的现状及特点$为教师在开展区域

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有效性)幼儿的语言及教师的专

业发展给予合适的策略建议&除此之外$希望能够

转变教师现有的)传统的师幼互动的观念及方法$通

过改变自身的行为和言语来提高幼儿以及自身的

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过程

本研究于
!"#C

年
J

月至
!"#C

年
##

月期间$针

对宝鸡市某市级示范幼儿园的中班区域活动中的师

幼互动的现状进行观察记录$并对记录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

#二$研究方法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最主要的形式

是教师与幼儿的参与及互动$同时$教师与幼儿也是

师幼互动的主体&在此次研究中$笔者从教师发起

的师幼互动和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两方面进行观察

记录$该幼儿园规定每天下午要对幼儿进行区域活

动$笔者每次观察时间大约是
%"

分钟$在这三个月

的观察中$笔者总共对该幼儿园中班的幼儿及老师

进行了
&"

次的观察记录$得到了
%!"

个可用的观察

数据&

#@

观察法

研究者主要采用非参与式的观察对该幼儿园中

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发生过程进行观察记录$

真实的记录了该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情况$

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总结&为了便于观察记录$笔者

根据刘晶波老师基于社会学视野的理论体系$制作

出下列表格$见表
#

&

表
#

!

中班区域活动师幼互动观察记录表

日期%

!!!!!!!!!!

11

年
11

月
11

日

区角%

!&

#@

益智区
!&

!@

建构区
!&

%@

美工区
!&

&@

娃娃家

互动

主题

教师发起 幼儿发起

&

#@

指导帮助
&

#@

主动询问

&

!@

纪律约束
&

!@

告状

&

%@

指导幼儿展示
&

%@

主动展示

&

&@

语言帮助
&

&@

语言表达

&

E@

与幼儿共同合作)游戏
&

E@

与教师共同合作)游戏

&

C@

习惯的培养与纠正
&

C@

请求帮助

&

A@

询问
&

A@

分享见解

&

$@

评价
&

$@

提问

&

J@

其他
&

J@

其他

师幼互动

的性质

!!

教师%

&

正向引导
!!!!&

负向引导
!!&

其他

!!

幼儿%

&

正向回应
!!!!&

负向回应
!!&

其他

结果
!!!!!! &

接受
!!!!!!&

拒绝

互动的具体过程%

!@

访谈法

本研究通过与该幼儿园领导与教师谈话$了解

该幼儿园领导和教师对师幼互动的教育理念的认

识$主要针对发生在幼儿园生活中具有特殊性质的

事件及问题$与教师深入交流$了解教师对事件的认

识)态度以及解决办法&

%@

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通过在平时的观察记录中收集到的典型

案例$然后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或与有经验幼儿教师

讨论$进而得出理论依据&

三"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现状

#一$中班区域活动的分布情况

该幼儿园有三个中班$其中共有
$"

名幼儿$并

配有
$

名老师$其中主班教师
%

名$配班教师
!

名$

保育员
%

名&笔者主要对这
%

个班中的区域活动中

师幼互动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其中$该园中班

的区域有四个$分别是益智区)美工区)建构区)娃

娃家&

#二$中班区域活动中互动主体的分布情况

通过三个月观察$结果显示%教师发起的师幼互

动有
!#"

次$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有
##"

次$见

C$



!

总
%&

卷 郭
!

迪$周
!

美%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情况调查与建议

表
!

&

表
!

!

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主体的分布情况

教师发起

的师幼互动

幼儿发起的

师幼互动

次数
!#" ##"

百分比
CE@C%e %&@%Ae

从表
!

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笔者观察的这段

时间里$总共发生的
%!"

次师幼互动中$教师发起的

师幼互动比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高出很多&经过独

立样本
;

检验$该幼儿园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

的主要发起者是教师&

#三$教师作为师幼互动发起者的情况

#@

教师作为师幼互动发起者在不同区域中的

情况

根据该幼儿园中班的区域创设$该幼儿园中班

的区域分为益智区)建构区)美工区)娃娃家共四个

区域&由笔者的观察记录可以得出下列数据$如

图
#

&

图
#

!

教师作为师幼互动的发起

者在不同区域中的情况分布图

从图
#

可看出$建构区是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

发生次数最多的区域$达到
$!

次$占总次数的

%Je

!其次是娃娃家$次数达到
E!

次$占总次数的

!&@Ee

!接着是美工区$次数为
&#

次$占总次数的

#J@Ee

!最少的是益智区$只有
%E

次$占总次数的

#Ae

&综上所述$中班区域活动中由教师发起的区

域活动并不均匀$师幼互动的频率也参差不齐$区域

之间有很大的偏差$尤其是益智区在所有的区域活

动中发起的次数最少&

!@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主

题情况

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总是在教师的带领与帮

助下进行$并且教师的发起总是有自身的目的性与

计划性*

E

+

$在该研究中$分类依据教师发起互动时所

采取的行为方式)目的和策略笔者将师幼互动的主

题主要分为以下
J

种情况$具体如下%指导活动$纪

律约束$指导幼儿展示$语言帮助$与幼儿共同合作)

游戏$习惯的培养与纠正$询问$评价$其它&这几种

互动方式在师幼互动中所占的比例及作用都不同$

具体参照图
!

&

图
!

!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区域

活动中师幼互动的主题分布情况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教师发起

的师幼互动的主题分布有很大的偏差$由教师发起

的纪律约束方面发生的次数达
A!

次$占总次数的

%&@%e

!但是教师与幼儿共同合作)游戏发生的次数

只有
E

次$占总次数的
!@&e

&同时$也明显的看

出$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由于其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和计划性$因此$其在实施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目的

和计划对正在进行区域活动的幼儿进行互动和

干预&

%@

教师作为发起者在不同区域互动时不同互动

主题的分布情况

表
%

!

教师作为发起者在不同区

域互动时不同互动主题的分布情况

区域 建构区 益智区 美工区 娃娃家

指导活动
!" !! #! E

纪律约束
&# !# $ !

指导幼儿展示
& " % #

语言帮助
! C % "

与幼儿共同合作)游戏
" ! # !

习惯的培养与纠正
! % $ !

询问
E ! % "

评价
$ % & !

其它
% & E #

从表
%

可以看出$教师作为发起者在不同区域

互动时不同互动主题的分布情况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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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区%在建构区中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

的次数达到
$E

次$其中在纪律约束中的次数多达

&#

次$占整个建构区中的
&$@!e

$但是$在教师与幼

儿的共同合作和游戏这一项却出现空白&

"

!

#益智区%在益智区中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

的次数达到
C%

次$其中在教师的指导活动中的次数

为
!!

次$是整个益智区发生次数最多的$占整个益

智区的
%&@Je

$与其相反却是教师指导幼儿展示这

一项$也同样出现了空白&

"

%

#美工区%在美工区中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

的次数达到
&$

次$其中教师对幼儿的指导活动的次

数最多为
#!

次$占整个美工区的
!Ee

$可是$在教

师与幼儿共同合作和游戏这一项是整个美工区发生

次数最少的$总共发生了
#

次$占整个美工区的

!@#e

&

"

&

#娃娃家%在娃娃家中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

的次数总共为
#E

次$在这其中教师的指导互动为
E

次$是整个娃娃家发生次数最多的一项$占整个娃娃

家的
%%@%e

$同样$由教师发起的语言帮助和询问

的次数都是零&

&@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师幼互动性质的总体情况

教师在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师幼互动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往往教师也会将自己的情感情

绪带到区域活动中*

C

+

$教师会因为情绪情感的改变

对幼儿进行正向的引导或者负向的引导$结果如

图
%

&

图
%

!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师

幼互动性质的分布情况

从图
%

中可以看出$在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区域

活动中师幼互动性质中教师正向引导的互动性质占

整个的
#J@$e

!教师负向引导的互动性质占整个的

%#@Ee

!教师的其他互动性质占整个的
&$@Ae

&从

图
%

数据的分析得出$教师的负向引导性质大于正

向引导性质$但是$其他互动性质依然不可忽略$占

据很大的比例&

E@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师幼互动结果与互动性质

的分布情况

表
&

!

教师作为发起者时师幼

互动结果与互动性质的分布情况

正向引导 负向引导 其他

接受
%C J" EE

拒绝
C #! ##

从表
&

中可以得出最明显的结论%

"

#

#当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性质是正向引导的

时候其呈现的结果中有
%C

次是接受的$只有
C

次是

拒绝的$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ZCe

和
#Z&e

&

"

!

#当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性质是负向引导的

时候其呈现的结果中有
J"

次是接受的$也有
#!

次

是拒绝的$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Z$e

和
#Z$e

&

"

%

#当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性质是由其他方面

引起的时候其呈现的结果中
EE

次是被幼儿接受的$

有
##

次是不被幼儿接受的&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

是
$Z%e

和
#ZAe

&

综上所述$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结果与性质

中不管是教师发起的正向的引导)负向的引导还是

其他的互动性质$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幼儿所接受的$

只有少数除外&

四"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存在的

问题

#一$中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发起者多为

教师

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占整个师幼互动的

CEZAe

$由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在整个区域活动中

占
%&Z%e

&可见$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发

起者往往都是教师$极少数是由幼儿发起的&其主

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教师与幼儿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身份!对

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够准确

笔者通过前期观察记录并多次与幼儿园教师进

行访谈$了解其对区域活动中的师幼互动所持的主

张和态度$概括出该幼儿园的教师基本都认为区域

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自主性$幼儿通过区域活

动可以更好地发展其自主性以及探索性&很多教师

认为$在区域活动中$幼儿是主体$教师只是其中的

引导者和辅助者*

A

+

$幼儿应该在宽松的情境中充分

发挥其自主性并发展其探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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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教师有这样的认识$但在实施区域活

动时候$通过笔者的观察$只有极少数的教师真正能

做到发挥幼儿的自主性和探索性$多数老师还是会

不由自主地指导和询问幼儿以达到自己预设的效

果$并没有真正做到以幼儿为主体的区域活动&

!@

幼儿主动提问和询问的次数较少

在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次数和频率较少$不

仅因为教师没有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还因为很多幼

儿都害怕向老师提问和询问&

除此之外$在笔者的记录中看出$幼儿主动询问

及主动提问发生的次数共计
#C

次$占总次数的

#"e

&同时$笔者发现很多时候幼儿向教师提出问

题$教师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更多是的将其回避

或者直接忽视!有时候当幼儿提出问题时$教师甚至

会制止幼儿继续提问$最典型的情况是教师告知幼

儿%,不许说话$玩游戏的时候我们要安安静静的&-

这样的话语直接扼制了幼儿提问的勇气和胆量$尤

其对胆小的幼儿来说$更不敢向老师提问或者发起

互动&

%@

教师对问题的回避甚至忽视或者消极回答

在笔者观察的幼儿园里$教师的专业水平以及

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觉得只要孩

子每天在幼儿园里玩好吃好$不出意外$高高兴兴就

可以&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许多老师在幼儿

主动提出问题时做出了错误的回应及回答$有些甚

至不予理睬&长期如此$幼儿会体验到抗拒感和厌

恶感$进而也不会再继续向老师提问$导致幼儿主动

减少提问频率和次数&

例如$欢欢在娃娃家做饭!由于她第一次进+厨

房,!不知道+刀子,该如何使用!于是她就去问王老

师!王老师听到她的问题先是大笑!使欢欢不知所

措!等到老师平静后!告诉欢欢+就像你妈妈平时在

家里用的一样,*可是欢欢听完之后还是不明白怎

么用!但是她一想到老师刚才笑自己的情景就再也

不想去问老师!所以!她只好一个人去角落里琢磨*

案例中的老师虽然回答了欢欢提出的问题&可

是她并没有具体的去回答$她只是告诉欢欢应该去

想妈妈平时是如何操作的$照着她的样子去做就行

了&可是$她没考虑到的幼儿对这种记忆是非常模

糊的&如果这个老师在欢欢提出问题的时候对其做

一个亲身的示范或者手把手的教学$也许欢欢就不

会有后边的心理活动&更糟糕的是$这位老师在欢

欢提出问题的时候哈哈大笑$幼儿也是好面子的$他

们也有自尊心$在提出问题后$老师的嘲笑会让幼儿

觉得自己的问题愚蠢而不敢再去提问&

#二$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较少发生在娃娃家和

益智区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得出$由教师发起的在娃

娃家中师幼互动的次数总共为
E

次$由幼儿发起的

发生在娃娃家的师幼互动的次数总共为
#"

次$由此

得出$不管是教师发起还是幼儿发起的师幼互动在

益智区和娃娃家的次数和频率都是少之又少$有时

候甚至为零&相反$教师和幼儿的师幼互动更常见

的在建构区与美工区中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对幼儿教师进行了访谈%

,在区域活动中$您更喜欢去关注哪个区-1 ,开展区

域活动的时候$您更喜欢哪一个-或者问题,在区域

互动要发生师幼互动的时候$您更愿意在哪个区

域1-该幼儿园中班的
$

名老师其中有
E

位老师更

喜欢在建构区发生师幼互动$她们也给出了这样选

择的原因%一是在建构区中$幼儿比较容易发生矛

盾$需要老师及时的调节和介入!二是美工区中的工

具较多$需要老师随时提醒告知幼儿注意事项&

娃娃家活动实际是一种角色扮演游戏$在娃娃

家游戏时$中班幼儿的角色意识并不是十分明确$并

且互动发生在角色之间$而老师无法真正全程参与$

无法扮演角色造成了在此区域中师幼互动较少$说

明教师的参与度还有待提高&在益智区中活动时$

教师认为应当给幼儿足够的空间去独立思考$减少

自己对儿童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上述在不同区域

师幼互动数量的差异说明由于活动内容性质的差

异$教师已经在进行有选择的指导或观察$值得肯

定$但是$教师在娃娃家中可以想办法更好参与

指导&

#三$教师作为发起者时的师幼互动多为纪律约

束和指导活动

从以上的数据结论中不难得出$在该幼儿园的

中班区域活动中$由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中由教师

发起的纪律约束总共
A!

次$占总次数的
%&Z%e

!教

师的指导活动发生的次数是
EJ

次$占总次数的

!$Z#e

$而教师与幼儿的共同合作)游戏的次数只有

E

次$占总次数的
!Z&e

&

在笔者观察的时间里$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第

一$每次在开始区域活动之前$教师都会先向幼儿讲

明该区域的游戏规则和注意事项$在幼儿进行区域

游戏的时候$教师看到谁违反规则必定会及时制止

与批评$这样有助于幼儿形成规则意识!第二$教师

在观察幼儿区域活动的时候$看到幼儿有疑惑时$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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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并没有让其自主探索$而是在第一时间给予幼儿

指导$直接给予其解决方法或者答案$说明教师缺乏

耐心$没有意识到此时如果让幼儿独立思考$可以培

养幼儿的思维能力!第三$教师发起的师幼互动多为

纪律的约束$比如$教师会在幼儿们稍有冲突分歧的

时候给予制止$尤其是在美工区$往往教师会说,小

朋友们自己画自己的$不要说话$我看谁发出了声

音-这样的言语$说明教师在区域活动中仍然处于主

导地位$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管理者&

五"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的建议

#一$调整角色定位(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

现实中的教师往往对在幼儿园所扮演的角色认

识不到位$只认识到教师是幼儿的教育者)管理者)

保护者$而忽略自己其实还是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

支持者)参与者和合作者&这样的认识让教师使幼

儿成为受教育者)被管理者和被保护的地位&良好

的师幼互动首先需要教师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只有

这样$教师才会在区域互动中观察到幼儿的需求$从

而照顾到幼儿的情感情绪$进而体现幼儿的主体作

用$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展&

深入到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用多重身份指导

游戏&当幼儿需要游戏材料时$教师是游戏材料的

提供者!当幼儿需要帮助时$教师是游戏的支持者和

援助者!当幼儿需要教师一同游戏时$教师是幼儿游

戏的伙伴和参与者!当幼儿不需要教师介入时$教师

是游戏的观察者!当幼儿在分享游戏经验时$教师是

倾听者和发问者&因此$教师在游戏中的角色是多

重的$需要改变过去教师在游戏中只是指导者的片

面理解&

#二$将观察作为师幼互动的基础

区域活动中的主体是幼儿$教师应该认识到这

一点$不管是在区域活动进行之前)过程中还是结束

的时候$教师都应该将幼儿看作为整个区域活动的

主体$自己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名观察者&只有这

样$教师才能在整个区域活动中观察到幼儿的整个

表现$并对其做出具体的分析概括&

幼儿是区域活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但他

们也是独立的个体$教师应该尊重他们&有的幼儿

生性内向$做事不够主动$对游戏的兴致不高$对于

这样的幼儿$教师要多关注并多带领他们一起活动$

在游戏中培养他们良好的性格&有的幼儿喜欢在一

个内容上重复操作$教师可以通过语言和材料来拓

展游戏内容$丰富游戏情节&另外$教师在进行如益

智区域活动的时候应该减少自己的过多干预和介

入$尽量做到以一名观察者的身份去组织进行区域

活动&这样有助于提高幼儿的自主性$开发其探

索性&

#三$区域活动中的师幼互动应该均衡化

由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在区域活动中一些探索

活动还不能够独立完成$因此$需要教师的共同合作

来增加他们的兴趣$使他们能继续玩下去&在笔者

的观察中$该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师幼互动发生次

数及频率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和差距&因此$教师

在组织区域活动时应该考虑到每个区域$不能只偏

重于某个或者某几个区域&不同的区域活动对幼儿

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区域活动有助于培养幼

儿的生存能力)自主自信)人际交往)探究问题)解决

问题)乐学)好学)巧学的能力&均衡开展各个区域

活动的师幼互动对幼儿身心全面发展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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