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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行为观察记录与分析是幼教工作者必备的专业能力&是全面了解和评价幼儿&指导幼儿园教育的重要路径(幼

儿园常用连续记录法和轶事记录法等文字式记录法(围绕二者探讨如何进行详实*具体的幼儿行为观察记录&以及如何客观

而全面地分析*解读幼儿行为&有助于幼儿教师提升幼儿行为观察记录与分析的质量&为幼儿园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依据与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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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行为观察记录与分析是幼儿教师职场活动

的基本内容(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幼儿教师把握

幼儿的经验&捕捉幼儿的兴趣&发现幼儿的学习品

质&了解幼儿的想法&从而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素

养&为幼儿园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保证(

连续记录法和轶事记录法都采用文字式的记录

方式&能够提供原始的*持久的*开放性的幼儿言行

信息&是幼儿园常见的观察记录法(即使教师采用

符号式的记录方式进行观察记录&也提倡利用适当

的文字记录来弥补其局限性*封闭性&提供有关幼儿

言行详实的*细节化的信息(笔者针对文字式的观

察记录方法&着重阐述如何做好幼儿行为观察记录

与分析工作(

一"如何做好幼儿行为观察记录工作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是收集*保留和传递幼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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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关于幼儿行为观察记录与分析的思考

实行为表现的渠道&为教师认识和评价幼儿提供事

实基础&是产生有价值的幼儿行为解释的基本条件(

做好幼儿行为观察记录&有助于教师理解幼儿*支持

幼儿&是教师提升教育教学专业能力的重要保障(

#一$巧用符号)快速记录)避免遗忘或疏漏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应做到及时记录&避免疏漏(

连续记录法通常是观察与记录同步&要求迅速地进

行记录(为此&在记录时可以先抓住要点&采用简洁

的语言进行初步记录&或者利用一定的符号*标志快

速地记录(事后再通过回忆及时将观察记录补充详

细*完整(连续记录法也可以借助摄像机*录音笔*照

相机等设备辅助记录&事后再转换成文字(但考虑到

摄录下来的内容与幼儿当时的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偏

差&即便借助设备摄录&也要求教师结合当时的观察

情况及时地进行记录(轶事记录法通常是事后通过

回忆进行记录&往往需要教师先简略地或借助符号*

标志记录幼儿事件发生的基本内容(轶事发生后&再

回忆并将幼儿事件梳理*记录成文本资料&避免因时

间而遗忘轶事发生的过程&造成记录的疏漏(

#二$提供必要的基本信息

#@

观察的人物信息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应提供必要的人物信息(最

重要的就是观察目标对象的基本信息&如幼儿姓名*

年龄*性别&以及必要的家庭背景或成长背景信息

等(一方面&便于教师建立幼儿个人成长记录档案&

也便于读者快速的形成对幼儿初步的了解!另一方

面&为教师事后对幼儿的言行进行分析提供重要

资源(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还应提供教师的必要信息&

如姓名*角色等(一则可以作为教师的工作资料存

档&二则主要为读者提供可交流的对象(

除此之外&人物信息还可以提供观察发生时与

被观察幼儿的行为事件密切关联的其他人的信息&

以便探究这些人的言行对被观察幼儿的影响(

!@

观察的时间信息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应提供观察具体时间和观察

起止时间等时间信息&如
!"#A

年
$

月
!G

日&

#&

'

!"

B#G

'

H"

(前者可以通过对幼儿不同时期的观察记

录进行纵向比较&更好的了解其学习与发展(后者

则可以明确地反映幼儿在某一活动中行为或反应的

持续时间&是观察记录一个重要的指标(

%@

观察的目的和目标信息

通常情况下&轶事记录法是待有价值的幼儿事

件发生之后&教师再进行记录!没有事先确定观察目

的和目标&属于非正式的观察&一般在记录时不需要

提供观察目的和目标的信息(而采用连续记录法&

若事先确定了观察目的和目标&则属于正式的观察(

因此&记录时就要写出观察目的&即教师想要关注或

探究的发展领域!然后还要提供观察的具体目标&即

教师围绕观察目的关注的幼儿具体行为表现(如观

察目的为"观察幼儿的精细动作的发展#&而具体的

观察目标为"观察幼儿手眼协调的能力!观察幼儿手

的抓握能力#(观察目的和目标信息的提供决定了

教师进行幼儿行为观察的关注焦点&也为事后进行

观察分析提供方向(

H@

观察的环境信息

进行观察记录时&一般还需要提供观察环境的

信息&包括场景信息和情境信息(场景信息通常是

指幼儿行为所发生的物质环境信息&即行为发生的场

所&如幼儿园活动室*户外场地*走廊*卧室&或者家

庭*社区等&还有场所中与幼儿行为有关的设施*设

备&如图书*建构材料*运动器械等(情境信息则是指

幼儿行为发生的心理或社会环境的情况&如幼儿正在

进行的活动&教师组织方式&活动的参与人数等(

观察的环境不同&幼儿的表现可能也会有所不

同(观察记录提供观察的环境信息&便于了解幼儿

行为表现的背景信息&能在具体的场景和情境下对

幼儿形成直观的印象&为进一步幼儿行为记录分析

提供重要的参照(

#三$详实"具体"全面或完整的记录

文字式的观察记录要求对幼儿行为的观察进行

详实*具体的记录(连续记录法要按照观察的时间

顺序连续*全面地记录幼儿具体的行为*表情*言语&

以及幼儿与人*事*物互动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等(

记录不能放过任何重要的细节&尽可能做到如同影

像重播所观察的内容一般(轶事记录法尽管是事后

进行完整记录的观察记录法&可以有适当概括性地

记录&但也同样要求教师尽可能详细*真实地记录幼

儿事情的开始*过程和结束的内容(

如此&感兴趣的读者能够借由这些详细*清晰*

真实的原始资料&清楚地了解幼儿行为的过程与细

节&更好地认识幼儿(如"廷业正在跳绳&他一边跳

一边数&他连续跳了
A

下&比刚刚多了
#

下&他还要

继续跳#(这样的记录过于笼统*概括&未能提供幼

儿跳绳的详实而具体的过程信息(相比之下&"廷业

正在跳绳&他双手握住绳的两端&由后朝前甩&双脚

用力向上跳&每跳过一次他就数一下&4

#

&

!

&

%

55

C

&

A

/(他数到第
A

下的时候&又一次将绳子由后向前

甩(这次他起跳比之前早了一点&没有跳过&绳子被

他踩在脚下并没有回到身后(他说4

A

下&比刚刚多

了
#

下&我要跳
#"

下/#(这种描述按照顺序提供了

幼儿跳绳过程的细节信息&既包括幼儿跳绳的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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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也直接引用了其言语的具体内容&符合详实*

具体*全面或完整的观察记录要求(

#四$依据观察目标)寻找有意义的关键事件进

行记录

教师在进行幼儿行为观察时会获得很多与目标

幼儿相关的信息(当有明确的观察目标引领时&教

师不一定把幼儿所有行为的细节都详细记录下来(

而是详细的记录那些有价值的信息&聚焦在观察的

行为要点上&与目标无关的信息可以简要地记录甚

至可以排除(因此&就需要教师有敏锐的判断力&能

够在众多内容中准确地判断哪些是需要被详尽记录

的&并尽可能提供丰富的细节信息(

如-璇璇的活动.

+

#

,

CX&XCXG一例中&教师围绕目标

幼儿在户外活动区中
%"

分钟内的社会行为进行观

察(因此&将记录的重点放在幼儿的社会行为上&诸

如幼儿与他人的互动&动作和表情!发现同伴跌倒时

的反应!与他人发生的冲突及应对方式等(但凡与

社会行为有关的表现&教师都进行具体的描述&而与

观察目标关联性小的方面&如幼儿脱鞋*放书包*走

动*跑动*骑三轮车等&则只是简要地描述(

#五$相对客观)不掺杂主观判断或评判的记录

描述式观察法要求教师客观地进行记录&尽可

能不要让自己的经验*价值观*标准等形成的思维定

势影响到对幼儿言行的描述&避免评判(

为了确保记录的相对客观性&教师进行幼儿行

为观察记录时要使用事实性的语言&即感官获得的

信息(眼睛看到的&如"她咧着小嘴笑#!耳朵听到

的&如"她说'4我画的是红色的树&叶子红的&树枝也

是红的/#!手触摸到的&如"他的后背都湿透了#(记

录时&要避免使用带有主观感受的陈述&例如"她画

了与众不同的树#"他觉得热#等(

另外&教师在进行幼儿行为观察的客观描述时

也可以将自己当下的思考或初步判断进行说明(例

如&此时&莎菲走了过来&凑到桐桐的"车库#面前&桐

桐用身体挡在莎菲的面前&喊到"你不能看&你会把

它碰倒的3#$据我所知&莎菲曾经几次无意地碰坏桐

桐的作品&桐桐此时有点担心她再次碰倒自己的"车

库#%(莎菲"哼#了一声&躲着脚走回她刚刚正在搭

建的东西旁边$很生气的样子%(上文括号中的叙述

并不是客观的幼儿行为描述&而是教师的说明(如

此让幼儿行为记录更为清晰&甚至能够提供更多有

关幼儿有价值的信息&便于进一步的解读(但需要

注意的是&即使在客观记录中做了适当的说明或解

释&教师在分析时&依然要对原始资料进行反复推

敲&避免主观偏见的影响(

#六$通俗"易懂)中肯"平实的记录

在观察记录时应采用通俗易懂的*中肯平实的

语言&应让读者通过记录清楚地了解幼儿事件发生

的始末&幼儿具体的言行(记录时&要避免使用如下

几种语言+

!

,

##!

(

一是过于文学化或具有特定含义的用语&如成

语等("一航毛遂自荐#中"毛遂自荐#是成语&属于

抽象性描述&可以改为对言行的具体描述"一航站了

起来同时举起手说4我来*我来/#(

二是过于通俗的民间语言&如"森森从犄角旮旯

里找到了一块菱形的积塑#("犄角旮旯#是俚语&替

换成"角落#更为清晰*易懂(

三是专业术语&如"托尼将
#

个月的宝宝抱起

来&轻轻地做出向上抛的动作&宝宝出现了惊跳反

射#中&"惊跳反射#是专业的术语&不甚通俗*易懂&

可以改为"仰头*挺身*双臂伸直*手指张开&然后弯

身收臂&紧贴胸前&作搂抱状#(

四是网络流行语&如"面粉洒的到处都是&他有

点礮地看着老师(#这里的"礮#是网络流行语&相比

之下"尴尬#一词更为中肯*平实(

二"如何做好幼儿行为观察分析工作

围绕幼儿行为观察记录进行分析&对记录的客

观信息赋予一定的意义&对幼儿言行做出合适的解

读与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及时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

教师及时对观察记录获得的文本资料进行梳理

和分析&既能够对已经收集的幼儿信息进行价值判

断&获得对幼儿的认识&也可以为进一步的观察指引

方向(教师在对幼儿行为观察记录进行分析时&切

忌拖延时间&积压资料&使这些原始资料的价值

流失(

#二$客观分析)避免个人偏见

教师要避免自己的价值观*预期*已有经验等主

观因素带来对幼儿先入为主的判断&甚至是偏见与

扭曲&要以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阅读*梳理并分

析有关幼儿原始的文本资料(通常一次观察记录而

得的信息是不足以对幼儿的言行做出客观*准确的

推断的&需要结合多次的跟踪观察和记录&获得更丰

富的幼儿行为事实&才能对幼儿有较全面的认识(

#三$围绕观察目标或关注焦点进行分析

采用连续记录法进行正式的幼儿行为观察&要

事先确定观察的目标和计划(因此&在进行文本资

料分析时&可以围绕既定的观察目标去挖掘有意义

的信息(如-娃娃家风波.

+

%

,

!!X!%这一观察记录可以

围绕其观察目标"了解中班幼儿与同伴发生冲突时

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解读中班幼儿产生冲突的原

因以及解决冲突的策略等(因此&可以对该幼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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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记录做出如下分析"潘潘与丁丁因意见分歧

产生了冲突(佳佳作为第三方采用求助的方式试图

解决潘潘与丁丁之间的冲突(潘潘一开始选择哭泣

的消极方式应对冲突&之后转而以迂回变通的积极

方式解决冲突&为自己争取游戏的权利(小鱼因被

佳佳排斥而产生冲突&采用哭泣的消极应对方式&未

能捍卫或争取自己的游戏权利#(

轶事记录法通常记录的是教师认为有价值*有

意义*重要的*独特的或有趣的幼儿事件(因此&可

以考虑从教师"为何记录#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如教

师因为幼儿的几次轶事捕捉到幼儿对某一事物的兴

趣&分析时就可以侧重从幼儿是如何获得和再现这

一事物相关的经验入手(又如教师判断某轶事能展

现幼儿对某一事物的独特想法和见解而将其记录下

来&分析时便可以围绕幼儿是如何利用已有经验来

加工认识和理解新鲜事物作为切入点(

#四$借助儿童发展理论支持分析与指导

儿童发展理论是先辈们经由实践经验到理论观

点而得的研究成果和智慧结晶&是幼儿教育工作者

做好观察分析工作的重要支撑(因此&教师进行幼

儿行为观察分析可以借助专业的儿童发展理论并结

合自己的认识&对幼儿的行为进行解读和评价&以提

高观察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如观察记录到
#"

个月大的宝宝的一些行为表

现'"妈妈拿了一盒积木放在若若的婴儿床里(若若

一手伸进积木盒子抓起两个积木&继而扶着床栏站

了起来&把两块积木丢到了地上(妈妈微微一怔说'

4怎么丢出来啦&不能丢3/&同时弯腰捡起地上的两

块积木&放回积木盒子(妈妈的手一离开积木盒子&

若若又拿起两块积木丢到地上(妈妈笑着说"你是

故意的3#同时再捡起积木(若若则不断地将积木盒

子里的积木拿出来&丢掉&反复多次&直到妈妈收走

积木(#

具备一定儿童发展理论知识储备&教师就可能

对案例中幼儿的行为做如下推断'"根据皮亚杰的认

知发展阶段理论&该幼儿处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循环

反应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幼儿的认知范围已经从自

己的身体转向身体以外的周围世界&他们通过有目

的的重复有趣的动作&来掌握简单的动作技能(若

若不断的拿起积木&扔掉积木&就是该幼儿练习抓

握*放开*扔等动作技能#(或者"根据斯金纳的操作

行为主义理论&幼儿的行为受行为结果的影响&通过

强化可以塑造幼儿的行为(若若将积木扔到地上的

行为&获得了妈妈的言语或表情反应&这是他4拿起*

扔掉/动作的强化信息&之后他不断重复拿起积木&

扔掉积木的动作&以期待妈妈的言语或表情反应#(

尽管不同的儿童发展理论强调的观点不尽相

同&甚至是矛盾的(但是丰富的理论视角为我们提

供了多元的分析方向&有助于挖掘幼儿行为中丰富

的内涵&更好地认识幼儿复杂多样*充满无限可能的

行为(教师只有根据自己观察的直接经验&并结合

先辈们的间接经验&才能在不断的反思与探究中接

近真实的幼儿需要*意图与动机(

#五$以幼儿发展常模作为参照)并尊重幼儿的

个体差异

幼儿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规律进行的(

这种顺序性和规律性能够提供幼儿发展常模&也就

是幼儿发展年龄特点或年龄目标的信息(教师借由

幼儿发展常模可以分析幼儿的发展情况&了解幼儿

在同龄群体中所处的位置(-

%XG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供了五大领域中幼儿

各年龄层次的典型表现作为评估幼儿发展水平的框

架&应将其作为实施幼儿行为观察的目标参考&或将

这些典型表现作为分析幼儿行为观察记录的依据(

但需要注意的是&年龄目标只是评估幼儿发展的依

据之一(切忌把幼儿的年龄目标作为衡量幼儿发展

的标尺&以至于轻易地做出幼儿的发展"超前#"一

般#"迟缓#的结论(

-指南.为教师评价幼儿指明了方向&教师应改

变陈旧的评价理念和目标&应把幼儿的发展放在首

位&以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为目的&依据一定的发展

指标对幼儿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H

,

&为幼儿发展提

供适应性的策略&而非机械地套用它&为了评价而评

价(幼儿与幼儿之间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教师通过

观察对幼儿进行分析*评价时要正视和尊重这种差

异&不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幼儿(此外&教师还应考虑

幼儿的个体差异背后可能的遗传*生理*心理*社会

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以更全面的认识幼儿(

#六$从正向的角度关注幼儿)积极看待幼儿的

进步

任何幼儿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有其独

特的发展轨迹(教师进行幼儿行为观察分析时&一

方面要挖掘幼儿个性化的优势和学习品质!另一方

面&不要轻易地在幼儿之间进行横向的比较&而是要

关注幼儿的纵向发展&发现幼儿在学习与发展过程

中的进步&挖掘幼儿行为背后闪亮的*积极的方面以

及反映出的幼儿发展需要(

#七$关注幼儿的个别发展)并重视幼儿的整体

发展

幼教研究者为了更好的探察幼儿的言行&会将

幼儿的言行进行划分(如划分为身体动作*认知*语

言*情绪情感*个性社会性等五个模块&又或划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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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语言*社会*艺术*科学等五大领域(无论从哪

个角度来划分&都能够为教师分析*评价幼儿提供框

架(教师进行幼儿行为观察分析时&需要剥离情景&

识别与各方面相关的发展线索&即幼儿有怎样的表

现意味着他在哪个方面有怎样的学习与发展

水平+

&

,

(

同时&幼儿又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即使将幼儿的

言行进行划分&但不同模块或领域之间都以某种方

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幼儿的

全面发展(教师进行幼儿行为观察分析时不仅可以

突显重点&侧重从幼儿某一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也

要注重全面地观察幼儿言行&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价(

如从-小刺猬的刺.

+

G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教师不仅

解读了幼儿言行背后表现出来的点数*群数*排列等

数学经验&关注幼儿个别方面的发展(而且从幼儿

的整体性发展的角度&挖掘到了幼儿数学经验背后&

初步规则意识的形成以及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

的发展(

#八$结合多渠道信息进行解读)全面"立体的认

识幼儿

认识幼儿&仅仅依靠一两次观察是难以做出准

确判断的(幼儿的表现是复杂的&影响幼儿行为的

因素也是多元的&且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具有持续性(

幼儿片断行为的捕捉&不足以了解幼儿&也无法准确

地把握幼儿行为背后的教育契机(教师要全面的*

立体的认识幼儿&就应该经过多种情境下$如日常生

活*区域活动*户外活动等%的多次观察&结合多种渠

道$家长*其他教师或幼儿%积累的幼儿信息&对幼儿

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解读&方能越接近真实的幼儿(

另外&幼儿的学习与发展还具有情境性和过程

性(任何对幼儿行为的解读&都不能够脱离幼儿行

为发生的情境&要在行为发生的具体过程中进行幼

儿行为的分析&分析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与之相互

作用的因素&方能找出行为背后的东西&避免有所偏

颇的结论(如"张栩一脸严肃&大步走到两个正在观

察植物的小朋友后面&大声喊4你们让开&该我观察

了3/同时挤到两个小朋友前面(两个小朋友都皱着

眉头&其中一个小朋友喊道'4我们还没观察完呢/(

张栩没有理会&依然挡在两个小朋友前面(#如果仅

从这个观察记录分析张栩的行为&可能会得出"张栩

采用了不礼貌*不友好的消极社会交往方式#的结

论(但实际上结合幼儿行为发生的情境'"张栩已经

在观察角等待了一段时间&轮到他观察了(张栩提

醒了前面两个小朋友两次了&他们每次都喊道'4我

们还没观察完呢/#(我们就会理解张栩"挤占#的行

为&并协助其有效地解决冲突(

#九$融合多元评价主体的思想

在学前阶段&教师是与幼儿接触最多的群体之

一+

C

,

(教师与观察的目标幼儿不是单纯的观察者和

观察对象的关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稳固的个人关系(

因此&在进行幼儿行为观察分析时稍有不慎就容易

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难以理性*客观地分析幼儿的

言行(

另外&教师观察行为是教师基干自己的"生活

史#&以教育情境因素为线索而展开的意义探寻*知

识阐释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不同教师的个人"生活

史#和"理论兴趣#不同&面对同样的情境或事件&会

"看到#和"分析#出不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一

个教师只能从各自的视域进行某一维度的观察&不

能保证自己注意到了该情境中每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对于观察记录的所谓阐释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不

能保证你的解释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A

,

(

因此&在进行幼儿行为观察分析时&为了避免对

幼儿行为观察记录的分析出现偏差&教师应以开放

的态度与其他幼教工作者*家长&还有幼儿形成评价

共同体&共同参与幼儿行为观察记录的探讨与反思&

融合多元评价主体的思想&赋予幼儿行为更为准确*

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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