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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享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在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养成良好的分享习惯有利于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

展&帮助幼儿更快地适应社会集体环境(本研究以幼儿园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法'访谈法探讨大班幼儿的分享行

为的现状&结果发现大班幼儿的分享行为过程多发生于区域自由活动当中!分享内容主要是事物和情感!分享动机多来源于

内部动机!幼儿分享频率较低&且男女存在差异!分享多发生于关系亲密的同伴之间&但分享对象多呈现无明显的反馈(据此

提出相关建议&为幼儿教师解决大班幼儿分享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经验(

关键词!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现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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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期是个体发展变化最快的阶段之一&年龄

段不同&幼儿行为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同&因此不同年

龄段的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表现也不同(以往研究对

幼儿的分享行为特点'分享行为内容'分享行为影响

因素和分享策略进行了相关的定性分析&而对于某

个年龄段分享行为现状的定量分析研究较少&相关

研究还相对较薄弱(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法和访谈

法对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的价值'现状'影响因素进行

定性和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我国幼儿

分享行为的理论研究&并针对该幼儿大班幼儿分享

行为现状提出相关建议&以帮助幼儿教师在实际分

享教育中提供经验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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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概念界定

幼儿分享行为是指幼儿愿意将自己拥有的东西

让他人部分地使用'享受或者是馈赠给他人&即把自

己的东西与他人相互使用'享受或者拥有(

+

#

,幼儿分

享行为的特点是使交往双方共同分享物品拥有者的

资源&并使双方都能够从中得到益处(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对大班幼儿的分享行

为进行观察记录和典型案例分析&了解大班幼儿分

享行为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有效的

解决方法(

%二&研究方法

#?

观察法

本研究参考易超的-幼儿分享行为观察测量

表.&对重庆某园大班
D"

名幼儿进行观察&其中男女

各
!D

名&总共观察了
D"

次幼儿分享行为&观察内容

包括了六个方面)分享过程'分享内容'分享频率'分

享动机'分享对象以及分享主体的态度和情感(

!?

访谈法

本研究对
D

名大班幼儿和
#"

名幼儿教师进行

半结构化的访谈(对幼儿的访谈是鼓励幼儿表达自

己的想法&试图了解幼儿分享的内容&分享的对象!

对幼儿教师的访谈是了解幼儿教师对幼儿分享行为

的一些具体看法和相关教育措施&进而深刻'全面地

了解幼儿的分享行为(

三$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现状分析

%一&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多发生于区域自主活动

在观察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在幼儿园不同活动类

型中的统计结果来看&这个阶段的幼儿与同伴之间

的分享行为大部分发生在区域活动和生活活动

中&

+

!

,其比例为
DFf

和
&#f

&教育活动只占了

#&f

(通过对本科毕业有
'

年教龄的杨老师采访可

知&杨老师说)"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自由的选择和

活动&教师只是适当地引导&对于幼儿的活动控制较

少&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自由地交流讨论&分享

玩具'情感和物品等(幼儿分享行为过程中不同活

动类型中的发生比例的调查结果如图
#

所示)

大班幼儿的分享行为大部分发生在区域自主活

动中&在教学活动中很少出现幼儿的分享行为&原因

主要有)第一&在区域自主活动中&幼儿教师对活动

的控制和指导程度较低&并且区域活动属于低结构

图
#

!

幼儿分享过程中在不同活动类型中分享行为发生比例

化的活动&在活动中&幼儿自由探索性高!第二&区域

活动投放的材料多&幼儿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开展活

动&在区域自主活动中&幼儿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

食品&玩具和情感等(

%二&大班幼儿分享内容以食物和情感为主

通过对大班幼儿分享内容的观察&幼儿最愿意

分享的是情感和食物&不愿意分享的是玩具&其中情

感和食物的比例总共达
$'f

!且大班幼儿分享内容

存在性别差异)大班幼儿女孩的分享分内容多样&有

食物'情感和玩具&比例分别为
'"f

'

&"f

和
!Df

&

而男孩的分享内容多为食物&比例为
F!f

(调查结

果如表
#

和图
!

所示所示)

表
#

!

大班分享内容男女差异

性别 分享内容 数量 百分比

女

事物
#" '"f

玩具
F !Df

情感
$ &"f

其他
# Df

男

事物
#F F!f

玩具
& #&f

情感
' #%f

其他
! $f

图
!

!

幼儿分享内容

大班幼儿的分享内容多为食物和情感&较少地与

他人分享玩具&原因在于分享食物和情感能满足幼儿

的需要(通过观察&大班幼儿在分享食物时都能积极

地参与到分享活动中&因为幼儿教师提供了足够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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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在分享玩具时&幼儿教师投放的数量和种类

较少&喜欢同一个玩具的幼儿人数较多&不能满足幼

儿需要&所以幼儿都不愿意分享手中的玩具(

%三&大班幼儿分享动机以内部动机为主

通过对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的观察&整体分享行

为的动机多来源于内部动机&是以内部动机为主的

主动分享型&内部分享动机的比例占总观察次数的

F%f

&分享类型为主动性&其比例为
D#f

&这说明大

班幼儿自身的分享意识较高(如表
!

所示)

表
!

!

大班幼儿分享动机

分享动机 数量 百分比

内部动机
&' F%f

外部动机
$ #Df

二者兼有
G #$f

大班幼儿的分享动机大多属于主动性内部动

机&

+

&

,这与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有关&在这个年龄段

的幼儿会逐渐"去自我中心#&能够把自己的物品分

享给其他人(通过对大班的幼儿关于是否愿意与同

伴分享的问题进行访谈&大部分幼儿都会愿意与同

伴分享(龙龙说)我愿意和我的小伙伴分享我的东

西&因为这样他也会把她的东西分享给我(红红说)

我会把我的食物分享给我的好朋友&这样我们就会

一直是好朋友&她就会喜欢我(

图
&

!

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发生频率

%四&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发生频率较低

通过观察可知&大班幼儿分享行为的发生频率

较低(在观察的幼儿中&大多数幼儿的分享行为发

生频率较低&其比例为
$%f

&且不同性别的大班幼

儿分享行为发生次数存在差异&表现为表大班幼儿

女孩的分享意识和分享行为高于男孩&在观察的
D"

次幼儿分享行为中&女孩分享的次数比例为
FFf

&

而男孩的分享次数只有
&'f

(调查结果如图
&

和

图
'

)

图
'

!

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发生次数男女比例

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发生频率较低&且男孩发生

的频率低于女孩&与男女幼儿的性格关系有关(通

过对幼儿教师的访谈可知&大部分幼儿教师认为女

孩的性格较男孩子要温柔和温顺&会比较听话懂事&

所以会在老师的引导下&把东西与同伴分享(对大

班幼儿李老师进行访谈&李老师说)在玩玩具的时

候&经常会出现两个男孩子在争抢玩具&而且在老师

引导后&有些小朋友还是不愿意进行分享&但是同样

争抢玩具时&如果是两个女孩子&在引导后大部分都

愿意和同伴分享&有时候还会让两个小朋友的关系

更亲密(

%五&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多发生于关系亲密的同

伴间

通过观察可知&大班幼儿的分享行为多发生于

关系亲密的同伴之间&

+

'

,且主要是情感的分享&观察

记录二)星期一早上入园&

C

和
A

是好朋友&他们一

见面&

C

就对
A

说)"周末我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动物

园&我看到了一只老虎&特别吓人&但是我不害怕&你

害怕吗0#这样的情景在观察的分享行为中经常发生&

但是分享对象对于分享主体在分享内容时&大多呈现

无明显的反馈(在观察的分享行为中&分享对象呈无

明现反馈的比例占
F#f

&观察结果如图
D

所示)

大班幼儿比较注重友谊&与关系亲密的同伴之

间接触比较多&有很多情感的交流&也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因此更乐意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东西(通过访

谈&小朋友大部分会说)"他*她是我的好朋友&所以

我给他*她好吃的(#"我在幼儿园喜欢跟他*她分享我

的书&因为他*她是我喜欢的好朋友(#可以看出&幼儿

面对亲密的同伴更容易做出分享行为(如表
&

所示)

表
&

!

大班幼儿分享行为对象

分享对象 数量 百分比

幼儿教师
F #!f

关系亲密同伴
&D FGf

关系一般同伴
#" #G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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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大班幼儿分享对象反馈情况

四$大班幼儿分享行为指导建议

%一&创造分享条件)提供分享机会

调查可知&大班幼儿在教学活动和生活活动中

较少进行分享&多发生于区域活动中(因此&幼儿教

师应该在教学活动中为幼儿创造分享的条件&减少

对幼儿的控制&让幼儿轻松自由的参与活动&在教学

活动中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进行分享!在生活活动中&

多为幼儿提供丰富的事物&玩具&营造良好的分享氛

围!在游戏活动中&在数量和种类上增加玩具材料&

提供幼儿与同伴的分享机会(

%二&营造分享氛围)创设分享环境

大班幼儿的分享行为多是内部的主动分享性&

分享内容多为事物和情感&最不愿意分享玩具和奖

品(因此幼儿教师和家长应该正确引导幼儿的分享

行为&平时的游戏活动中&注重幼儿对玩具的分享引

导&因为玩具争抢是幼儿园最常发生的现象&有教师

应该重视培养幼儿与同伴分享玩具的习惯(

+

D

,教师

在设置奖品时&应该注重奖品分发的方式和数量&可

以在分发奖品后&开展一个小的分享环节&让获奖的

小朋友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奖品&然后再给予表

扬&提高幼儿在分享中的乐趣和情绪体验(

%三&鼓励分享行为)强化分享内部动机

通过调查可知&幼儿的分享动机多来源于内部

动机&因此&幼儿教师应该强化分享的外部动机&提

高幼儿的分享意识和行为(幼儿教师在发现幼儿在

分享活动中表现良好时&要及时地给予一定的表扬

和肯定&并且鼓励幼儿再次进行分享(从外部的奖

励提高幼儿的分享动机&使幼儿在内外部的动机下

更好地参与到分享活动中(幼儿教师在平时的生活

中&要树立好榜样示范作用&通过与其他幼儿教师共

同分享东西&分享班级教玩具等&让幼儿从中学会分

享!在与幼儿相处的生活中&要善于去发现和观察幼

儿&引导幼儿源于内心的情绪体验去进行分享(

%四&树立分享意识)增强分享频率

通过研究结果可知&大班幼儿整体分享频率较

低(因此&幼儿教师应该常在班级中常开展分享教

育&帮助幼儿树立分享意识(在教学活动中&幼儿教

师可以在分发物品时&有意识地将某些物品以分享

活动进行开展!当幼儿独自玩玩具&看书时&可以引

导幼儿邀请其他同伴一起玩耍&分享手中的物品(

在平时的生活中&教师应该把分享融入其中&让幼儿

在与教师和同伴的交往中&体验分享的乐趣(幼儿

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策略来培养幼儿的分享行

为&教师首先先设计好故事情景&然后幼儿选择喜欢

的角色&让幼儿在体验故事中自主地去分享&促进幼

儿分享行为的发展&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分享

的习惯(

%五&扩宽分享对象)丰富分享情绪体验

通过观察研究可知&幼儿的分享行为多发生与

关系亲密的同伴之间&并且对同伴的分享行为没有

积极地反馈反应(因此&幼儿教师应该加强幼儿分

享教育&在分享教育中&积极地引导幼儿与其他同伴

之间的交往&为幼儿与同伴之间的交往创造条件&促

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

F

,在分享教育中&幼儿教师应

该采用多种方法来对幼儿进行适当地引导&如榜样

示范'移情训练等&让幼儿在参与中体会到分享带来

的快乐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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