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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行为观察”实践教学有效性的现状审视与提升

——基于观察渗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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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前沿

摘 要：观察渗透理论表明，我们在评断或观察一个事件或事物时，总是受到原有经验或理论知识的影响。“儿童行为观察”作

为学前师范生的专业基本功和专业发展的起点，在幼儿教育和教师的专业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教学中却发现

效果并不够理想，学生在观察活动中表现出“看不准、释不专、导无方”等问题。本研究试从观察渗透理论视角，提出“儿童行为

观察”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首先，帮助学生觉察已有“成见”，以走向不偏不倚的“看”；其次，引导学生有目的的“储备”理论

工具，为实现有理有据的“解”；最后，培养学生多视角分析行为的思维，以生成合理的教育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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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Preschool
“Children’s Behavior Observation”
— Based on Theory Laden Observation

FANG Yin-ye 1,2 , ZHANG Li 1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00,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ory laden observation theory, when we judge or observe an event or thing, we are
always influenced by previous experience o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 a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 and starting
point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observation of children’s behavior”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practice
teaching seems poor. In observation activities, problems such as “observation inaccuracy, unprofessional
explanation，and unclear direction” exist. Based on theory laden obser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f“children’s behavior observation”. First, help students
to be aware of existing“prejudices”, so as to move towards impartial observation. Second, guide students to
reserve theoretical tools for the purpose of rational explanation. Thirdly, cultivate students’thinking of analyzing
behavior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o as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Key words：children behavior observation；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teaching；theory laden observ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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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是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也是从事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的一个重要手段。观察不仅是人的感觉器官直接

感知事物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人的大脑积极思维的过

程［1］227 。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感知活动，儿童行为观察

是教师了解和解读儿童行为的基本且主要途径，是进

行有效教育干预的前提。对于学前师范生来说，儿童

行为观察是理解幼儿世界、开展专业教育前的基本功

课。其重要性决定了它在学前专业实践课程中的地

位，包括课程见习、教育见习及教育实习等在内的所

有实践活动都与儿童行为观察有密切联系。但相关

研究显示，职前师范生的实践教学有效性（闫莉莉，

2013；王小鹤，2015等）及职后幼儿教师的观察能力

（吴亚英，2014；梁慧娟，2017等）并不尽如人意。教育

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推动以师范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变革。推进以

‘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改革，着

力提升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文借助“观察渗透理论”，审视“儿童行为观察”实践

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思考提升实践教学有效性的

策略，以提高学前师范生的儿童行为观察能力。

一、对“儿童行为观察”实践内涵及教学有

效性的解读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当中，“观察”一

共出现了三次，作为“专业知识”，幼儿教师需要“掌握

观察、谈话、记录等了解幼儿的基本方法”；作为专业

能力，要求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观察幼儿，根据幼儿的

表现和需要，调整活动，给予适宜的指导”，并能“有效

运用观察、谈话、家园联系、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客

观地、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幼儿”；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操作性界定。

（一）“儿童行为观察”作为实践课程的内涵

钱兵（2018）认为，儿童行为观察是幼儿园教师的

常规工作、核心素养、发展路径及反思的载体。对“儿

童行为观察”进行解读有助于师生在实践中有目的的

开展“教”与“学”。“儿童”一词，对学前专业工作者似

乎是再熟悉不过的，广义上的学龄前包括0-6岁儿童，

狭义上指3-6岁，但这个“儿童”究竟是怎样一个儿

童？是教材理论中抽象出来的框架式儿童，还是父母

们捧在手心的宝贝，抑或是教师眼中时而天使时而魔

鬼的双面人，或者是每个人心目中童年小孩的影子。

各种影响儿童形象的因素相互交织，为辨认“客观”儿

童的真实模样带来了难度，因此，我们可以将观察中

的对象——“儿童”理解为：以常模为参照的特定情境

中的独特的完整的个体。对于“行为”，可狭义理解为

个人的外在表现且能够被直接观察记录或测量的活

动。但作为专业技能的行为观察，应从广义上理解，

将儿童内在的心理活动如动机、态度、情绪，变化历程

如思考、需求等包括在内。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对

幼儿行为进行不同的划分，但无外乎语言与读写

（画）、认知与探索、动作与技能、社交与情感等方面。

我国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中采用的五大领域划分，也可

看做是从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角度对幼儿行为的分

类。影响幼儿行为的因素包括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

也可理解为内在因素（气质类型、先天禀赋等）与外在

因素（家庭、社区、幼儿园等）。

至于“观察”及其教学目的，教师对儿童行为进行

观察是为了了解幼儿当前的身心发展水平、发现幼儿

的个体差异性、解读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学校对儿

童行为观察的教学旨在提高学生的儿童观察能力。

郭力平（2018）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解读，提出教师“儿

童观察能力”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收集并分析信息。

即在教育现场的众多信息中提取核心的、有意义的信

息；第二，解释并判断儿童发展水平。这种判断需基

于儿童发展阶段和序列的理论知识或实践经验，而非

主观臆断；第三，用于反馈支持。这是观察的最终目

的——更好的支持儿童发展［2］。“儿童观察能力”的三

要素，可简化为“能看”、“能解”、“能导”，且三者之间呈

现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关系：只有先看准了，才有判

断的可能，而后做出正确的导向。对于职前师范生来

说，“儿童行为观察”的学习是要训练出一双敏锐能看

的眼睛和一张干练能解的嘴巴，这看上去是“看”和

“说”的硬功夫，但背后起关键作用的却是装有专业理

论“软件”的大脑。

（二）对“儿童行为观察”教学有效性的理解

理想化的儿童行为观察记录承载着对儿童某种

行为的描述、发展水平的评价及发展指导的建议，展

现了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与水平，体现了幼儿园教

师专业发展的层次、境界，反映了幼儿园教师的教育

观念［3］。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当前幼儿园教师

的观察能力不容乐观。很多时候教师的记录仅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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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对流程的描述，行为描述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所作的评价仅停留在经验层面，既缺乏对现象的抽象

总结，也较少提出有效指导的策略。甚至有些教师为

了应付工作，使原本要进行的情景性评价变成了简短

的概括性点评，评价趋于教条化和模式化［4］。吴亚英

（2014），对常州市的调查表明：教师具有从儿童的角

度解读分析观察信息的理念，分析评价时能够做到及

时性、具体性和指导性，但分析时运用理论做科学支

撑以及恪守客观真实性原则上存在不足［5］。幼儿教

师处理观察记录时“有经验无专业”的现象，从专业发

展的源头来看，与其作为准教师时观察方法的学习有

效性低不无关系。

对于“有效性”这个词，不同视角有不同理解，但

我们认为，有效性是相对某个既定目的而言的有效。

作为在校生，其目的是成功实现由学生向准教师的角

色转变，即成为“有准备的教师”。“有准备的”即行动

有目的，在头脑里有一个目标并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计

划……总之，只要教师能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

就是在实施有准备的教学［6］7 。专业教学有效性，意

味着通过“儿童行为观察”的实践学习，学生对儿童的

行为观察从经验层面上升到专业层面，能够对儿童行

为进行准确识别、做出解释并进行某种干预，为自身

的专业教学做准备。积极观察使得教师通过亲眼所

见的一个个真实的观察实例，开始关注并研究儿童是

如何学习与发展的，在理解儿童学习过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进行课程设计上的反思与调整［4］。对于学前

专业学生来说，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掌握作为基本方

法的“观察”，其定义、分类、具体操作步骤，观察记录

的撰写等知识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平时的生活、

课程见习、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等具体生活、复杂的

教育情境中，还需要掌握“观察什么、如何观察、观察

之后如何”等技能和思想层面的内容。一般来说，关

于“观察”的知识层面的学习可借助课程考试等途径

掌握，技能层面的提升在实践中也可以逐步熟练，但

思想层面的学习如果缺乏理论引领和个人反思则难

以掌控，这涉及知识的融会贯通以及思维模式的训

练。舍恩发现专业实践者存在两种反思方式：“对行

动的反思”和“在行动中反思”，并以此作为实践性知

识产生的重要机制。他认为，当实践者进行这种反思

时，就会成为实际情景中的研究者，并在这种过程中

获得正式的和严谨的专业知识［7］。很显然，儿童行为

观察属于在实践与反思之间运动的实践性知识。所

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是说要用专业眼光，

专业角度去展开观察。而所谓“专业”，除了情感态度

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理论视角。

目前相关研究多对“儿童行为观察”持操作倾向，

研究以注重幼儿教师观察能力的现状调查（吴亚英，

2014；梁慧娟，2017），观察者之外的操作策略训练（秦

旭芳，2016；陈少熙，2018），观察工具的研制与引介

（郭力平，2018；霍力岩，2015、2018）为主。叶小红

（2017）从“视域融合”的角度对幼儿教师观察能力培

养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探索。研究总体上对观察者本

身的内在观念和理论关注不足，对学前师范生观察能

力教学提升的探讨更显薄弱。本研究从“观察渗透理

论”中得到启发，本着“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大脑如何

思维”的理念，试用该理论对学前“儿童行为观察”实

践教学进行现状审视，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二、基于“观察渗透理论”对“儿童行为观

察”教学现状的审视

（一）对观察渗透理论的内涵解读

“观察渗透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哲

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的著名命题。

这个命题指出，我们的任何观察都不是纯粹客观的，

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观察者观察同一事物，会得出不

同的观察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在评断或观察一个事

件或事物时，总是受到原有的经验或理论知识的影

响。“观察渗透理论”这一命题不仅表明观察过程受理

论框架的支配，而且也表明观察者的各种观念（包括

非理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地要渗入认识过程（当代西

方科学哲学只注重这一命题的上述第一种含义，而对

第二种含义似乎重视不够）［8］。这也说明观察并非如

一般所认为的是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静止的、机械的

观察，而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能动的相互作用。事

实上，这个道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早有说明，大

学有言“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指的是由

于情感、观念的影响人很难如实看待自己孩子（的不

是）和庄稼（丰硕）的状况。生活中，壮族的歇后语“戴

彩色眼镜——望不到实景”，说的也是已有认知影响

观察结果的道理。对此，结合“儿童行为观察”，可从

三个方面对观察渗透理论进行解读。

第一，观察行为及观察结果不可避免都要受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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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经验常识或理论框架的影响。就是说人类对某

个客观存在事物的认识，是建立在个人已有认知（理

论或常识）的基础之上的，观察者在对儿童行为进行

观察时，不管他/她是否做了观察前的准备，不管是否

意识到自身经验的存在，其观察本身和结果都已经受

到某种显在或潜在的观念或理论的制约。具有共同

知识背景的群体，在观察对象的选择及解读上具有更

多的共性。

第二，个人的经验常识常常以一种无意识的自动

的方式参与观察行为，而理论框架作为理性的观察工

具却需要在练习中加强。进入教育现场，诸多的现象

同时存在着，有教师、儿童，有男孩、女孩，有安静的吵

闹的，如果不做要求，请每个人汇报自己看到的活动，

可以惊奇的发现，原来每个人看到的现象和做出的解

释是那么不一样。这除了受到客观时空因素的影响

之外，主要受潜在的个人经验常识的牵制。背景知识

可大致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为普通常识；二为既有的

科学理论。前者主要是经验层次的，后者则是深刻的

理性认识成果。有些事实的解释依赖于理论；有些事

实的解释不涉及理论，可是不可能不依赖于普通常

识，不可能不依赖于语言（框架）［9］。而理论框架（理

性或非理性）的选择和使用作为观察行为专业与否的

重要区分，并不容易形成习惯。比如，面对儿童游戏

的场景，观察者是想到皮亚杰的游戏认知发展阶段理

论——透过游戏活动解读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还是

运用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允许儿童在游戏中发

泄不良情绪；这有别于基于经验对现象自动作出的一

般描述和猜测，需要观察者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于实

践中不断练习，最终成就一种专业自觉。

第三，专业观察行为要求观察者对“前见”进行识

别和控制，并善于选择恰当的理论对观察现象进行合

理的解释和判断。儿童观察评价本质上是基于事实

的价值判断活动，是对儿童实际表现与儿童应有发

展之间进行的比较、解释和判断，回答的是“怎么样”

的问题，即儿童有这样的表现好不好或是否符合期

望［10］。获得正确事实判断的前提是观察者尽可能减

少干扰性“前见”，识别和控制情感上的偏见。价值判

断即对观察对象的解读，这主要依赖观察者的理论或

视角。同样一朵玫瑰花，不同学科的人看到了不同的

内涵；虽是同一种心理现象，不同学派的人却能够做

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对于儿童行为来说，合理的理论

解读标准既要遵循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体现社

会文化的期望。基于此，对于日复一日的幼儿园教学

生活，不仅要关注事实上发生哪些变化，更要关注作

为观察者的自己准备了什么观察工具。

总之，观念和理论一直都伴随着观察，如果不是

提供助力，那可能是一种干扰。从这个视角出发重新

审视“儿童行为观察”的教学实践，有助于发现现状中

的不足，为提高教学有效性提供改进策略。

（二）对“儿童行为观察”教学现状的审视

作为一名学前专业教师，笔者运用观察渗透理

论，反思自己的专业实践教学，观察学生在实践中的

表现及分析学生的实践作业发现，“儿童行为观察”实

践教学中常见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由于对个人

经验常识缺乏识别而出现的“看而不见，见而不准”；

第二，由于理论工具准备不足而表现的“解而不释，释

而不专”；第三，由于对理论工具的运用不活而导致的

“导而无向，向而无方”，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看而不见，见而不准。在《学前专业实践指

导》的观察活动之“幼儿园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的

实践教学中，要求学生以幼儿为中心，观察并记录幼

儿园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观察的重点在于各环

节之活动目的、活动措施及儿童差异性表现。而学

生的观察日记却五花八门，有些能对日常各项活动

中的儿童行为进行程序性、流水账式的记录，却难以

说清楚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些被“热闹”的

情绪所蒙蔽，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一学生在

观察日记中写道：“孩子们都很活泼热情，在我面前

‘老师老师’的叫着，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魔力，甘愿为

他们做任何事情无怨无悔。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并告

诉我们很多关于幼儿的事，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幼儿

教师的责任重大，也为自己这个即将成为幼儿教师

的我倍受压力。”从这一段日记中明显感受到观察者

的强烈情绪。学生在观察现场的热闹、兴奋、烦躁、

厌恶等情绪极易导致“自我的迷失”，这种状态下，就

容易出现“视而不见”的盲点，无法看清到底发生了

什么。

另一方面观察者对个人“观念、情感倾向”缺乏觉

知，误将自己透过“有色眼镜”看到的等同于事实呈

现。在主题为“班级中的互动”的教育见习观察活动

中，要求学生针对“师幼互动、幼幼互动、幼儿与材料

互动”三个方面进行观察与记录。但在学生的观察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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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有学生记录如下：在这个班里我发现了一个孩子

有点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经过询问班里的老师才知

道，这个孩子有自闭症。通过与他的相处我发现其实

他与其他的孩子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其他的孩子都

不怎么和他玩在一起，老师也比较忽视他。他总是一

个人玩，老师开展教学他也不听，但是，他很爱笑。特

别喜欢呆在我身边，说真的我喜欢他！我觉得老师应

该给予他更多的关爱，让其他幼儿也和他一起玩，这

样可以对自闭症儿童起良好的作用。此处由于学生

自身的原因，在观察中出现了“特殊”个体占据视线的

情况，并作出“和其他孩子差别不大”、“孩子们不怎么

和他玩”、“老师忽略他”等带有情感色彩的判断和描

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而且，他也忽略了对其他大多

数正常儿童进行观察的机会。

第二，解而不释，释而不专。与日常观察不同，专

业的观察是为了科学研究或职业要求而进行的，必须

以正确的了解为目的，必须达到专业客观或专业判断

的条件，需要负起专业的责任［11］4 。但实践发现，学生

对儿童行为的解释偏向“经验有余专业不足”，容易从

个人生活常识出发，带有较重的个人情绪和喜好；在

运用专业知识理论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往

往“捉襟见肘”，这在学生的反思日记中可见一斑：在

这短暂的见习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

的肤浅和实际运用中的知识的匮乏，也感到很茫然，

迷茫。也深深的感觉到努力增长专业知识的重要。

“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事实使得学生对儿童行为分析

难以深入展开。

在《学前专业实践指导》的观察活动之“儿童行为

观察与分析之个案观察”的观察作业中，出现了这样

的记录与分析：行为观察——在自由活动中，小朋友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区域。我站在绘

画区域，看到小朋友们都认认真真地绘画着，我看到

了其中一个小女孩只见她一会儿功夫就换了好几张

纸，然后她就开始四处张望，只见没有人理会她，她就

开始把椅子弄得“吱吱响”。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

地向她走了过去，她赶紧捂住画纸，我轻轻的摸了一

下她的头说：“小朋友你为什么不画呢？”她小声地说:

“我不会”。说着感觉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观察分

析——该幼儿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对自己缺乏自信，没

有足够的信心克服困难。该学生对绘画区小女孩的

行为观察比较到位，但在分析时，用“在困难面前不自

信”就显得草草了了，不够准确，更很难说专业。对行

为的解释不到位的表现，在课堂讨论常见的“三方（幼

儿、家长、教师）归因”分析模式中可见一斑。

第三，导而无向，向而无方。儿童行为观察的最

终目标是为（教师）教（儿童）学服务，但如果对儿童行

为及观察解读上出现偏差，在理论与实践的互通中难

以融会贯通，则教育干预策略容易出现生拼硬凑，很

难体现针对性和专业性。笔者从诸多评阅的“行为观

察与分析”的作业中总结发现，“行为——对策一对

一”的模式是常见的教育干预分析方法，如，面对某儿

童在同伴交往中的五种行为表现，观察者分别提出五

条建议（这种一对一提建议的情况甚至在毕业生的论

文中也能见到）。具体的建议有可能是对的，但却因

为缺乏核心观点而显得可多可少，可有可无。比如，

在“绘画区小女孩”案例中，观察者给出的建议为：老

师多给一些鼓励，指引；在日常生活中，让该幼儿多做

一些工作，如，小组长，检查员等，多给她一些锻炼的

机会。这不能说有错，但教育方向不够明确。有研究

者基于80篇学习故事及51名教师的观察评价调查结

果表明：仍须强调以“评价为教学服务”的指导思想，

仍有必要从观念和行为层面“双管齐下”，从观察与记

录、分析与解读、后续教学策略思考三个环节入手，注

重实践探索与反思［12］。这也是学前实践教学需要努

力的方向。

“儿童行为观察”教学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间接

影响师范生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现状认识肤浅、或存在

偏见，以致提供不适宜的教育干预。更深远的不利结

果可能是，进入实习阶段后，容易受到“不专业”的带

班老师的影响，将“行动惯习”上升为“理论视角”，失

去专业和自我，最终沦陷为日复一日的平庸。就像

“理论与实践浇筑模型”中所说的那样，在培养学生实

践性知识生成的过程中，学前教育专业将理论视为钢

筋，将学生原始经验视为泥沙，将实践环节视为浇筑

模塑［13］。在此，“钢筋”及“泥沙”的比喻形象的将理

论与经验的特质及相互关系显现出来。通过在校期

间实践教学的“浇筑”，以“钢筋”为支撑，将“泥沙”有

目的有计划的“定型塑模”以实现最初的专业融合模

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以上种种问题暴露出实践教

学有效性不足，要提高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在明确观

察目的的前提下，需调整行动转向，引导学生重视修

炼内在的理论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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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儿童行为观察”实践教学有效性

的行动转向

我们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观感深刻地依赖于一些

默认的知识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思维过程，是这些隐

藏起来的东西在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事物，或者将其准

确分类［14］4 。渗透在观察中的“理论”对我们观察事物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区分专业与非专业的重要表

现。通过观察渗透理论对“儿童行为观察”教学中存

在问题的审视，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

帮助学生识别和减少干扰因素，加强对理论工具的储

备和自觉使用。

（一）帮助学生觉察个人已有“成见”，以走向不

偏不倚的“看”

人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人的行为内容和行为

方式，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国哲学教授孙正聿

说：只有两个东西：要么是经验常识，要么是理论和思

想。事实一旦被用作证据，必定已被主题思维所整理

过，它已失去自在状态时的纯客观性，主体对事实的

选择、整理、利用依赖于一个语言框架和背景知识。

需要说明的是经验常识是个中性词，并不代表好或不

好，事实上，很多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经验常识的总结

之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者知道自己的哪些观

念参与并影响了观察结果。因此，在课程当中，教师

需要与学生一起达成“我是谁与看到什么相关”的共

识。教师观察行为是教师基于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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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很多师范生到了教师岗位还存在

很重的个人或文化“成见”，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和

事，对幼儿成长和自身职业发展是一种阻碍。事实

上，自我觉知这一功课越早开始越好，练习的越多越

好，正如一首禅诗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

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因此，有必要在观察前对自

己的经验常识和情感态度进行识别和处理。

经验常识方面，个人的经验和日常积累会给观察

带来独特的眼光。学生的城、乡居住史，是否上过幼

儿园，童年的经历，与父母的关系，是否独生子女或出

生顺序等生活经历都会对观察对象的选择及观察视

角产生影响。教师可在课堂上通过观察幼儿活动视

频，使学生在分组交流中表达、发现影响自己观点的

个体经验。情感态度方面，包括个人的性格特点、情

绪、认知方式、喜好及最近的心情等。例如，受心情影

响，进入相同情境的观察者会因“人逢喜事精神爽,闷

上心来瞌睡多”而产生不同观察结果。又如因喜好不

同，面对同一组幼儿，有偏袒长相好看的，有喜欢语言

表达流畅者，或者同情“孤僻”者，造成关注对象各

异。总之，自我觉察，并不是要否定这些经验和情感

因素，而是尽可能在观察时将这些已有的“成见”抛

开，“悬置”起来，在过程中警惕被其牵引或误导而不

自知；放宽视野，放空心灵，才能倾听来自儿童行为本

身的真实声音。

（二）引导学生有目的的“储备”理论工具，为实

现有理有据的“解”

黑格尔说过，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理论背景，你能

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有之非有”。意思是对象是那样

存在着，生活是那样存在着，如果你没有丰富的理论背

景，可能就把握不了历史的真实。某种意义上，理论和

实践是相互推进的作用，一方的落后肤浅可能造成另

一方的不足。一般来说，课程见习带着某个理论针对

某一主题进行观察，学生的收获会比较大。但时间较

长的教育见习或教育实习，如果没有明确的观察任务

和专业理论做支撑，可能造成前两次“摩拳擦掌，兴奋

至极”，随着新鲜感的减退，专业敏感度下降，慢慢习得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陋习”。常识中人们认为现在

的师范生学的理论太多，实践太少，所以不好用。而事

实上，对于在校的学前师范生来说，真正掌握的理论不

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可从与儿童行为与教育相关

的参照标准类及早期教育理论类两方面做好准备。

第一，熟悉儿童行为与教育相关的参照标准。此

类工具能够帮助观察者把握幼儿行为发展的基本规

律和教育特点，更快进入理解儿童行为的门槛。这一

类工具大都以法规文件的形式颁布，并存在文化差

异，在我国，最权威要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自2012年颁布以来，引起了幼儿园、家庭及高校

学前专业的广泛关注。另外《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等作为指

导幼儿园、教师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可纳入参

照工具的范畴。对于实践经验有限的师范生来说，在

观察的过程中，随手一本，遇到疑问随时翻阅，一方面

对儿童行为看得更透；另一方面将对白纸黑字的规

律、标准有更鲜活的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理论

与实践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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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了解经典的早期教育理论。从“观察”到

“评价”是一个由实践经验到理论观点的转变，缺失理

论支撑的观察无济于事，缺失观察的理论观点也是毫

无意义的［15］。所谓“专业性”，关键在于能用合目的

性与合规定性的专业思维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及解

决问题。正如康德所说：“理性无感性则空、感性无理

性则盲”。用理论之光去点亮你所关注的对象才能真

正理解它、把握它。引导学生将常用的早期教育理论

整理成表，并与儿童日常行为对接，在这个过程中主

动学习理论知识，寻找实践关联点，提升学习的有效

程度。如表1所示：

以上只是简要举例说明儿童行为与心理、教育方

面相关的理论，现实可根据需要做更详尽的分类和整

理。注意在使用这些工具时，需考虑其背后的价值立

场，处理不同理论之间的矛盾，一个实用的方法是多

练习多运用，以求熟能生巧。

（三）培养学生多视角分析行为的思维，以生成合

理的教育之“导”

同一种行为可采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教师应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忌将观察与评价割裂

开来［15］。强调理论并不代表唯理论是尊，而是使用

理论这一工具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现象，进一步去解

决现象中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儿童发展理论强调的

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是矛盾的；面对同一情境中的行

为，要尝试用多种理论进行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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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因此，需要观察者既要学会运用多种

理论解读同一情境中儿童行为，又要在比较中尝试制

定最佳的教育干预措施。

专业实践教学长期存在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问

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假问题，真实的情况

可能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很好的掌握或者都掌握

了。面对具体的教育现象，教师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

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比如，在滑梯游戏时，有些儿童

除了常规的玩法之外，还出现了“倒滑”、“攀爬”等具

有冒险行为的玩法。这该怎么看，怎么办呢？一般情

况下，都会想到“这是危险的，应该制止”。但如果从

多维度去观察和解读，则可能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从

风险理论视角来看，成人不应该消除儿童身边所有的

风险，而是要教导儿童如何更好地控制和管理风险；

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出发，儿童冒险行为自身的存在代

表着其在人类进化史上的独特价值，为儿童体验和练

习适应恐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而现象学的视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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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加德纳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

理论及关键词

认知发展理论：

适应、图式、同化、顺应等

社会文化理论：

最近发展区、搭建支架等

需求层次理论：

动机、需求的满足、自我实现等

心理发展理论：

心理发展、八个阶段

多元智能理论：

八大智能、多元智能

生态学理论：

微系统、中系统等五大系统

内涵（在理解中细化）

解释个体如何进行感知、思考、

理解和学习

解释儿童的心理、语言和社会发

展如何通过社会交往而获得

解释人类动机与需求满足之间

的关系

儿童的人格和社会技能在社会

环境中得以增长与发展，并对社

会的要求、期待、价值做出反应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拥

有不同的智能强项与组合

儿童发展受到不同系统因素的

影响

儿童行为关联（在观察中更新）

儿童认知发展阶段，学习数学时

的表现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跳一跳，

够得着”现象

儿童饥饿时，在学校表现会更差

3-5岁儿童主动超越成人所设界

限（主动性），有时感到沮丧（内

疚）

每个儿童都表现出自己的优势

智能

互联网技术作为时代背景的长

期系统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

①资料来源：乔治S莫里森. 学前教育从蒙台梭利到瑞吉欧［M］.祝莉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15-132。

表1 早期教育理论与儿童行为关联简表①

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7期

为，儿童在冒险行为中会生发出恐惧——兴奋感，这

种情感能够平衡儿童的情绪，给予儿童强烈的快感

刺激［17］。可见，运用多视角解读儿童行为的练习，可

帮助学生慢慢建立起专业思维和语言框架，实现从经

验常识向专业发展迈进，并且，通过这样的比较，观察

者对滑梯中的“不安全”行为进行了更全面的认识，在

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教育干预就不再只是“叫停”、“恐

吓”或“不知所措”，而可能是在评估“安全”的前提下

“允许”、“加入”或“创造更多冒险的机会”。之所以要

强调多角度，一方面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另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实践为理论服务”的误区，经验

会告诉学生理论是死的，现实是活的，如何灵活运用

理论为现实服务是关键。

总之，观察自始至终渗透着理论，自觉而牢靠的

理论力量，是帮助儿童行为观察者“能看”的帮手，“能

解”的有力武器，“能导”的重要保障。学前准教师在

专业学习期间掌握有效的理论工具，并灵活与实践融

合，是避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中沦陷到“一切为了维

持日常秩序”的纯经验无专业状态的重要一步，是迈

向专业成长的坚固基石。要提升以“儿童行为观察”

为基础的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务必重视

学生理论“钢筋”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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