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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is one of the microsystems of children’s life. In kindergarten ecosystem, teachers and

peers are two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In this study,344 rural children in Guangxi ethnic ar⁃

eas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study analyz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arly develop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on early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on the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ft-behind dilemma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language and early reading ability de⁃

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male children; the resilience had a predictive

effect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helped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to adapt to the

stress of dilemma; teacher-child intimacy and peer acceptance 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the aspect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儿童学习与发展

摘 要：幼儿园是幼儿生活的微系统之一，在幼儿园生态系统中，教师、同伴是两个影响幼儿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测

查法，以广西民族地区344名农村幼儿为研究对象，围绕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的基本状况、抗逆力对早期发展的影响、师幼

关系和同伴关系对留守幼儿抗逆力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困境不利于留守幼儿的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力、语言和

早期阅读能力发展，对男性幼儿影响更大；抗逆力对留守幼儿早期发展有预测作用，有助于留守幼儿适应困境产生的压力；师

幼亲密、同伴接纳是影响留守幼儿抗逆力发展的保护因素。研究建议在教育干预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教师支持系统的力量，与

留守幼儿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关注幼幼互动的缓冲作用，促进留守幼儿与同伴积极有效的互动，以更好地帮助留守幼儿应对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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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留守儿童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超过6个月

时间，其子女留在户籍地由他人抚养和监督的不满十

六周岁的儿童。随着大量农村父母涌入城市打工，使

得这部分儿童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在20世纪末成为各

界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3-6岁留守幼儿是留守儿

童群体中更薄弱的群体之一。据民政部门的数据显

示，2018年中国0-5岁的农村留守幼儿为151万人，占

农村留守儿童的21.7%［1］。研究表明，父母迁移会对留

守儿童健康及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留守生活不利

于儿童心理的发展［2-3］，低学龄阶段留守儿童较高学龄

阶段留守儿童有更为突出的心理问题［4］，与非留守幼

儿相比，留守幼儿存在更多的问题行为［5］，其影响具有

累积效应，年幼阶段的消极影响会影响儿童思维包括

未来的教育、文化、学业、职业、婚姻家庭、父母和亲属

的幸福、人际关系、休闲活动、财富和自我相关等的问

题［6］，应当加强留守幼儿的关爱机制构建［7］。

已有的关于儿童抗逆力发展的研究表明，不利处

境不一定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儿童仍有机会正常发

展，并且有可能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个

体是否拥有应对危险或不利处境的保护因素［8］651-682 。

儿童进入学校的十几年时间里正是人格、认知和行为

等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的社会认知、情感和行为除了

家庭环境、父母意识的影响外，其重心开始转移到学校

中的班级、教师和同伴群体中来［9］65。幼儿园课堂的情

绪和组织质量是影响儿童一年级社交技能和行为问题

的最主要的预测因素［10］。6-7岁儿童的师生关系和同

伴关系对8-9岁儿童社会情绪调节具有显著影响［11］。

师幼关系与同伴关系中介入了父母虐待和忽视对情绪

及行为问题的影响［12］。可见，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与

留守幼儿抗逆力的建设存在紧密的联系。

儿童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家庭、同伴

群体和教师是儿童期处在微观系统中特别重要的影响

因素。目前，国内外关于留守儿童抗逆力的诸多研究

取得了很大进展，获取了许多重要信息。但关于农村

留守儿童的大量研究主要聚焦在小学及初中以上的留

守儿童方面，关注3-6岁留守幼儿的研究较少；关于留

守儿童发展影响因素以及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因素较

多，关注“教育生态”这一层面对留守幼儿的影响较少。

因此，本研究将探究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的基

本状况及抗逆力对早期发展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

教育生态中，与留守幼儿关系最密切的师幼关系和同

伴关系对留守幼儿抗逆力产生的影响，以期更好地推

导出促进农村幼儿抗逆力的保护因素，为进一步制定

基于生态系统促进农村留守幼儿抗逆力发展的干预方

案做准备。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广西G县（民

族自治县）、P县（非民族自治县）4个镇选取幼儿园小

班至中班共20个班级的344名农村幼儿；年龄分布在

3岁到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56岁，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再者还包括其所在班级的教师，共42人；年龄

主要分布在26-34岁间，占比59.62%；教龄主要分布

在1-5年间，占比65.38%；学历以中专及以下学历为

主，占比71.15%。从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幼儿园

了解到G县和P县的4个镇均为留守幼儿集中地，加上

从研究者本身便利性考虑，该片区为合适抽样地，选取

幼儿园为留守集中园。

（二）研究工具

1.抗逆力

抗逆力是一种隐性的能力，难以通过观测发现。

we can establish a mo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by improving the strength of teacher sup⁃

port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buffer effect of young children's interaction,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and ef⁃

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eersso as to better help left-behind children cope

with difficulties.

Key words: ethnic areas; left-behind children; resilienc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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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sburg＆Jablow［13］ 提出了抗逆力模型，指出抗逆力

有7个CS，分别是能力、自信、关系、品格、贡献、应对和

控制。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自我调节、关系、主动性、执

行功能和问题行为五方面综合考察留守幼儿抗逆力。

采用季雨竹［14］翻译的《(DECA-P2)DECA第二版》

评估幼儿在3至5岁期间与抗逆力有关的儿童保护因

素主动性、自我调节和依恋/联系及问题行为。这些评

估被设计用于各种环境，包括幼儿计划和儿童福利设

置，并且可以由家长、教师和其他照养人、专业人士完

成。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Cronbach's Alpha=

0.885)和结构效度（KMO=0.882，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0.000，达到显著水平）良好。鉴于留守幼儿大部分的

时间会在幼儿园，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教师与留守幼儿

相处时间较长，因而，该问卷由班级教师填写。

采用《白天黑夜任务Stroop (Day/Night)Task》测

量执行功能（EF）的核心成分抑制控制测查留守幼儿

抵制强烈内在反应倾向或外在诱惑的心理过程，共2

部分20个子项目，由Cerstadt、Hong、Diamond共同研

发，并经过了信效度检验。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0.885)和结构效度（KMO=0.882，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0.000，达到显著水平）良好。该

部分由招募的研究生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测量。

2.儿童早期发展

采用《亚太地区早期儿童发展量表(EAP-ECDS)》［15］

衡量幼儿发展(涵盖3至5岁)七大领域：认知思维、社会

性情绪、运动能力、语言和早期阅读、文化参与、健康及

安全知识技能以及学习品质的发展状况。本研究主要

测查幼儿认知发展、社会性情绪、语言和早期阅读三个

方面，共3部分15个子项目。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

（Cronbach's Alpha=0.885)和结构效度（KMO=0.882，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0.000，达到显著水平）良好。该

部分由招募的研究生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测量。

3.同伴关系

采用同伴提名法［16］ 确定留守幼儿的同伴关系，包

括留守幼儿的同伴接纳与同伴拒绝状况。要求样本班

级幼儿分别说出自己班上最喜欢的三位幼儿（积极提

名）和最不喜欢的三位幼儿（消极提名）。对每个被试

幼儿所得到的正负提名分数的频次以班级为计算单位

进行标准化。以积极提名得分（正提名）的平均分作为

同伴接纳指标，以消极提名得分（负提名的平均分作为

同伴拒绝指标。该部分由研究者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

测量。

4.师幼关系

采用张晓［17］ 翻译的由潘塔和斯坦伯格编制的

《师幼关系量表（STRS）》对师幼关系进行考察，对师幼

亲密和师幼冲突进行评估，共2部分15个子项目。师

幼亲密，如“我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感情深

厚”；师幼冲突，如“这个孩子和我似乎总是在相互困扰

对方”。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Cronbach's Al-

pha=0.611)和结构效度（KMO=0.910，Bartlett的球形度

检验=0.000，达到显著水平）良好。该问卷由班级教师

填写。

（三）研究程序

所有被招募的参与者都被告知了研究的目的，并

在他们参与研究之前获得了知情同意。儿童早期发

展、同伴关系、执行功能的测量由研究者完成，自我调

节、依恋/联系、主动性和问题行为、师幼关系的测量由

班级教师完成。对于儿童早期发展、同伴关系、执行功

能的测量由20名研究生组成测查团队，测查前进行预

研究并对20名研究生主试者的评分信度一致性进行

项目

农村幼儿

留守幼儿

留守幼儿

非留守幼儿

3-4岁

4-5岁

男

女

N

240

104

120

120

121

119

均值

1.32

1.50

1.50

标准差

0.467

0.505

0.500

极小值

1

1

1

极大值

2

2

2

表1 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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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检验；师幼关系、自我调节、依恋/联系、主动性和问

题行为的测量前，由研究者对班级教师或者幼儿园的

年级组长进行培训，预研究采用非实验班级进行预测，

并对教师进行评分者信度一致性检验。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与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结果的基本状况

为了解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的基本状况，引入

群体比较的研究视角，包括农村留守幼儿和非留守幼

儿之间早期发展结果的比较，及其年龄和性别比较，并

采用假设性检验以获取比较结果。

1.农村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差

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样本信息推论出总体分布

的情况。经检验（见图1），对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发

展结果各维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儿童早期发展各

方面P<0.001；留守幼儿在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力、语

言和早期阅读能力分值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幼儿。说

明，农村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在早期发展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留守幼儿发展较弱。

注：**显著性（P）<0.001；*显著性（P）<0.05

图1 农村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评分比

较（M±SD)

2.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差异比较

为了解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在各维度的分布情况，

对各个维度的分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显示（见

图2），认知发展分值最低，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次之，

社会情绪能力发展较高。说明，留守幼儿早期认知发

展尤其值得关注。

3.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性别与年龄差异

比较

为了解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结果在性别、年龄的总

体分布情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样本信息推论出

总体分布的情况。结果显示（见图3）：在年龄方面，儿

童早期发展各维度P<0.001；在性别方面，儿童早期发

展各维度P>0.05。数据对比发现，留守幼儿早期发展

各维度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龄显著差异，其中男孩

分值比女孩低。

注：**显著性（P）<0.001；*显著性（P）<0.05

图3 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年龄和性别评分比较

（M±SD）

（二）抗逆力与留守幼儿早期发展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守幼儿的留守困境对其早期

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其抗逆力对早期发展的影响及作

用，故对抗逆力各要素与早期发展各要素进行相关分

析与回归分析。

1.抗逆力各要素与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的相

关分析

对抗逆力各维度与早期发展各维度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见表2），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力、语言

和早期阅读能力与抗逆力各维度都存在相关，其中与

执行功能、主动性、自我调节、依恋/联系呈显著正相

图2 农村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评分比较（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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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行为问题显著负相关。

2.抗逆力各要素与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的回

归分析

为更好地确认对留守幼儿抗逆力各要素对早期

发展各维度产生的直接影响，以早期发展各维度作为

因变量，其他因子作为自变量，控制性别、年龄2个变

注：**显著性（P）<0.01；*显著性（P）<0.05

认知发展

社会情绪能力发展

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发展

执行功能

主动性

自我调节

行为问题

依恋/联系

认知发展

1

0.554**

0.625**

0.527**

0.214**

0.468**

-0.210**

0.276**

社会情绪

能力发展

1

0.650**

0.446**

0.131*

0.359**

-0.169**

0.225**

语言和早期阅

读能力发展

1

0.421**

0.154*

0.389**

-0.171**

0.168**

执行功能

1

0.1499*

0.335**

-0.177**

0.166**

主动性

1

0.588**

-0.147*

0.504*

自我调节

1

-0.433**

0.446**

行为问题

1

-0.138*

依恋/联系

1

表2 抗逆力各要素与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相关分析的结果

因变量

认知发展

社会情绪

能力发展

早期阅读和

语言能力发展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执行功能

主动性

自我调节

行为问题

依恋/联系

性别

年龄

执行功能

主动性

自我调节

行为问题

依恋/联系

性别

年龄

执行功能

主动性

自我调节

行为问题

依恋/联系

β

5.858*

0.956**

0.331**

0.228*

2.382**

0.765**

0.247**

0.163+

2.504**

0.542**

0.240**

t

8.547

6.389

3.764

2.439

3.965

5.450

3.003

1.861

5.208

4.732

3.572

F

36.532

30.3693

7.965

12.392

14.433

12.801

R2

0.236

0.481

0.062

0.272

0.109

0.279

R2

0.229**

0.645**

0.055**

0.250**

0.101**

0.257**

表3 抗逆力各要素对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各要素回归分析的结果

罗兰兰，侯莉敏，吴慧源：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幼儿抗逆力的发展：师幼关系、同伴关系的影响

因变量：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力发展、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发展；控制变量：性别、年龄；自变量：执行功能、主动性、自我调节、行

为问题、依恋/联系

**显著性（P）<0.01，*显著性（P）<0.05，+显著性（P）<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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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用进入的方式进行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进

行回归分析前，对各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特征根

均大于0，条件指数均小于3，VIF均小于5，说明各变量

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见表3），进入

回归分析的变量有执行功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三

个回归模型P<0.05达到显著水平，部分自变量可以有

效预测因变量；其中执行功能对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

力发展、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的预测作用最强（P=

0.000），依恋/联系对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预测作用最弱

（P=0.063），在预测边缘。由此可知，对于农村留守幼儿

而言，对其早期发展产生预测作用的主要包括执行功

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

（三）师幼关系、同伴关系与抗逆力的关系

为进一步探讨幼儿园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两个系

统对留守幼儿抗逆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故对抗逆力

各要素与师幼关系、同伴关系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

析。根据抗逆力各要素与留守幼儿早期发展关系的结

果，将对执行功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与师幼关系、

同伴关系的关系进行分析。

1.抗逆力各要素与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要素的

相关分析

对抗逆力各要素与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维度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执行功能、自我调

节、依恋/联系与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维度都存在

相关，其中自我调节、依恋/联系与师幼亲密与呈显

著正相关，与师幼冲突显著负相关。执行功能、自我

调节与同伴接纳呈显著正相关；自我调节与同伴拒

绝呈显著负相关。

2.抗逆力各要素与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要素的

回归分析

为更好地确认对抗逆力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以

执行功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作为因变量，其他因子

作为自变量，控制性别、年龄2个变量。采用进入的方

式进行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

各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特征根均大于

0，条件指数均小于3，VIF均小于5，说明各变量之间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见表5），进入回归分

析的变量有师幼亲密、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三个回归

模型P<0.05达到显著水平，部分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

因变量；其中师幼亲密对自我调节、依恋/联系呈显著

正向相关；同伴接纳对执行功能呈显著正向相关；同伴

拒绝对自我调节呈显著负向相关。由此可知，对于农

村留守幼儿抗逆力而言，对其有直接预测作用的有师

幼亲密、同伴接纳、同伴拒绝；其中师幼亲密和同伴接

纳是保护因素、同伴拒绝是风险因素。

四、讨论

(一）留守困境不利于留守幼儿的发展，其消极影

响应受到关注

本研究表明，留守幼儿在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

力、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分值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幼

儿。其中，认知发展分值最低，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次

执行功能

自我调节

依恋/联系

师幼亲密

师幼冲突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执行功能

1

0.335**

0.166**

0.020

-0.083

0.362**

-0.079

自我调节

1

0.446**

0.277**

-0.317**

0.141*

-0.391**

依恋/联系

1

0.311**

-0.181**

0.052

-0.122

师幼亲密

1

-0.229**

-0.046

-0.187**

师幼冲突

1

-0.047

0.520**

同伴接纳

1

-0.094

同伴拒绝

1

注：**显著性（P）<0.01；*显著性（P）<0.05

表4 抗逆力各要素与留守幼儿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要素相关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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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各要素对留守幼儿抗逆力各要素回归分析的结果

因变量

执行功能

自我调节

依恋/联系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师幼亲密

师幼冲突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性别

年龄

师幼亲密

师幼冲突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性别

年龄

师幼亲密

师幼冲突

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

β

0.938**

0.096**

1.575**

1.807**

0.295**

-0.369**

1.405**

0.356**

t

3.651

5.252

2.776

3.262

2.702

-4.087

3.002

3.951

F

10.367

8.628

16.406

9.705

5.376

R2

0.082

0.184

0.123

0.284

0.068

0.152

R2

0.074**

0.163**

0.116**

0.265**

0.060**

0.129**

因变量：执行功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控制变量：性别、年龄；自变量：师幼亲密、师幼冲突、同伴接纳、同伴拒绝

*显著性（P）<0.05，**显著性（P）<0.01。

之；早期发展各维度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年龄显著差

异，对男性幼儿的发展影响更大。留守困境对留守幼

儿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父母作为一个家庭的中坚力量，

是幼儿与家中老人的依靠，可是父母外出打工使得家

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父母对幼儿的养育功能亦随之改

变。亲子分离使得留守幼儿稳定可靠的亲子链受到冲

击，与幼儿一同被留守的老人也面临挑战。家庭成员

之间的良好互动模式形成了家庭稳定的关系，良好的

家庭关系能够促进幼儿的积极认知，有利于留守幼儿

的独立性发展。亲子分离的压力促使留守幼儿内心的

平衡被迫打破，在看护人不能及时有效补位情感的时

候，影响加剧，尤其对留守幼儿的认知发展及人际联结

能力影响较大，而留守困境对留守男性幼儿发展影响

较女性幼儿更为严重。

（二）抗逆力有助于留守幼儿适应困境，应充分发

挥抗逆力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执行功能、自我调节、依恋/联系对留

守幼儿认知发展、社会情绪能力发展有预测作用；执行

功能、自我调节对留守幼儿语言和早期阅读能力发展

有预测作用。执行功能常被看作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功

能，是个体对思想和行为进行有意识监督和控制的心

理过程。执行功能发展的年龄段跨度较大，显著增长

主要发生在3-6岁［18］。自我调节是有机体通过缩小自

身与外界环境差异，实现自身平衡状态的一种功能。

已有的研究表明，支持有效的自我调节与个体多种心

理、行为以及社会性的积极结果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包

括负面情绪的有效应对策略，人际关系和谐，心理健康

等［19］。个体内部的执行功能、自我调节和依恋/联系是

三个与抗逆力相关的关键保护因素，这些保护因素通

常被认为是对人一生的幸福很重要的社交和情感技

能，当困境来临时与其他生态系统因素一同对留守幼

儿心理产生影响。

（三）师幼关系、同伴关系是影响留守幼儿抗逆力

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师幼亲密、同伴接纳、同伴拒绝

对农村留守幼儿抗逆力有预测作用；其中师幼亲密和

罗兰兰，侯莉敏，吴慧源：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幼儿抗逆力的发展：师幼关系、同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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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接纳是保护因素。幼儿园期间，经历了更高层次

的情感和课堂质量的幼儿与没有体验到更高课堂质量

的幼儿相比，在幼儿园和一年级表现出更好的社交技

巧和更少的问题行为，师幼亲密、同伴接纳是影响留守

幼儿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师幼亲密对留守幼儿抗逆力

有积极影响，师幼亲密度越高，留守幼儿面对困境的适

应能力越强；师幼冲突越频繁，对于留守幼儿心理冲击

越大，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困境对留守幼儿的冲击，反而

增加了困境的消极影响，加剧了幼儿焦虑、退缩、不安、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行为。同理，同伴接纳对留守幼

儿抗逆力有积极影响，同伴亲密度越高，留守幼儿面对

困境的适应能力越强；同伴拒绝越频繁，对留守幼儿心

理冲击越大，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困境对留守幼儿的冲

击，亦增加了困境的消极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提高教师支持系统的力量，建立留守幼儿与

教师更为亲密的关系

师幼关系的质量影响着留守幼儿的适应能力，师

幼关系的复杂性影响着留守幼儿对幼儿园认同与归属

感的获得，良好的师幼关系可以增强留守幼儿的自信

心、安全感，帮助幼儿较好地适应环境，建立良好的同

伴交往关系，还能消除祖辈教养中带来的不良影响。

因此充分发挥教师系统的作用是未来农村留守幼儿的

教育干预项目中需要包含的内容。建立亲密的关系，

教师首先应当为幼儿创设更为积极的班级情感氛围，

避免采用大声吼叫的方式对待幼儿，多采用微笑、击

掌、拥抱等方式与幼儿交流，与留守幼儿形成平等互信

的关系；在关照全班幼儿安全常规的同时，对个别幼儿

的需要应当及时发现，并给予其帮助，与留守幼儿建立

稳定亲密的关系；为幼儿提供更多交流与表达的机会，

关注幼幼间的积极互动，使用更为明确的指令和规则

引导幼儿，与留守幼儿建立互动沟通的关系。

（二）关注幼幼互动的缓冲作用，促进留守幼儿与

同伴积极有效的互动

同伴关系在幼儿成长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作

用，它不同于父母和教师发挥的作用，同伴关系是幼儿

发展社会能力的重要背景。幼儿在幼儿园各类活动中

与同伴建立起来的平等互惠关系，同时学习有效的交

往技能、建立友谊，幼儿的社会化和道德价值也随之形

成，这种关于爱和归属、平等尊重的关系是人类的基本

需求，有助于留守幼儿重组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同伴交

往中调适自我的压力。留守幼儿年龄较小，更需要教

师作为中间支持力量，及时发现幼幼间的积极互动，鼓

励幼儿间互帮互助、相互邀请、分享玩具、说悄悄话等

积极的互动行为；为留守幼儿创造更多同伴交往的时

间和空间，如在活动中为小组讨论分享留出一定的时

间，或者允许幼儿积极发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在教

室设置有利于幼儿合作的区角游戏，投放引发幼儿合

作交往的游戏材料，在户外创设有利于同伴合作互动

的游戏，更好地引发同伴间的交往，促进留守幼儿与同

伴的积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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