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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儿童自我控制现状及教育干预研究

——以山东省德州市直机关幼儿园课题实施为例

孙志国

（山东省德州市直机关幼儿园，山东德州 253000）

摘 要：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是4岁左右，此时期幼儿行为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能够较为容易地进行干预教育。合理的

引导和教育，会使那些自我控制行为较差的幼儿得到有效改善，进而达到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目的。在幼儿园开展

“3-6岁儿童自我控制现状及教育干预研究”意义重大。促进幼儿自控能力发展的建议：注重对幼儿日常行为的观察和关键期的

培养，以及幼儿良好习惯的培养；教给幼儿提高自我延迟满足的具体策略；鼓励幼儿参加规则性的情境活动和角色游戏；家长要

发挥自身榜样力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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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The Study on Self-Contro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f
3-6-year-old Children

— Taking the Project of Dezhou Municipal Kindergarten as an Example
SUN Zhi-guo

(Shandong Dezhou Municipal Kindergarten, Dezhou 253000，China)
Abstract: The age of 4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ldren’s behavior development.When teachers properly guide and educationally intervene children,
those children of poor self-control behavior will be effectively improved,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ontrol ability. It i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kindergartens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self-control status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f 3-6-year-old childre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cultivate children’s self-control ability.Teachers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observingchildren’s daily behavior
and developing children from good habits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teach children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self-impose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nd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situational activities and role plays. The
parents should also be the good examples.
Keywords:self-control;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games

关于自我控制，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不同的研究者会根据自己对自我控制的不同理解，从

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去探索自我控制的本质。如：从道

德与亲社会行为的角度、从气质的角度、从心理分析

的角度等等。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杨丽珠教授及

其研究团队为自我控制给出的综合定义是：自我控制

是个体对自身心理与行为的主动掌握，个体自觉地选

择目标，在无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抑制冲动、抵制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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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延迟满足、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保证目标实现

的综合系统；它表现为意识对自我的协调、组织、监

督、校正、调节的作用，使自己作为一个能动的主

体，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从而成功地适应社会。

国外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让个体

拥有较高的心理调适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较低

的犯罪倾向、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更倾向于远离危

险行为，甚至对于学习成绩来说自我控制的预测作

用要比智力的预测作用还要大。人的自我控制能

力发展关键期是4岁左右。幼儿4岁时表现出的自

我控制能力高低能够有效预测他们在成年以后的

认知水平和社会交往能力水平。此时期幼儿的行

为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能够较为容易地进行干预

教育。合理的引导和教育，会使那些自我控制行为

较差的幼儿得到有效的改善，进而更好地促进幼儿

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我园于2017年5月至2019年7月，独立承担了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十三五”课题《3-6岁儿童自我

控制现状及教育干预研究》，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了解3-6岁儿童自我控制发展现状，进而在幼

儿园一日生活中探寻运用游戏活动促进幼儿自我控

制能力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以及探索运用游戏活动

对低自控儿童进行教育干预的方法和路径。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首先在我园小、中、大年龄段各选取了两

个班，然后由每个班的三位教师运用《幼儿自我控制

教师评定量表》对本班的每名幼儿进行研究前测。然

后，依据各个班的数据统计结果，在每个年龄段分别

确定了实验班和控制班各1个，共确定了小、中、大3

个实验班，109名幼儿（3-6岁儿童）作为课题研究对

象。同时，在对应的控制班同期展开对比研究。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分别从幼儿自我控制的四个维度出发，依

据《幼儿自我控制教师评定量表》得出的数据，开展集

体研讨，形成3-6岁儿童各年龄段四维度自控培养目

标。进而在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实施四维度

游戏系列活动，展开教育现场实验研究，同时对低自

控幼儿进行个案干预。具体如图1所示。

（三）研究工具

《幼儿自我控制教师评定量表》是以辽宁师范大

学杨丽珠教授及其团队10多年有关幼儿自我控制的

研究为基础，采用开放式访谈、开放式问卷及情境实

验等方法进行研究，并应用因素分析、多质多法等高

级统计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得以形成的。问卷包括自

觉性（表现为在无人监督时，个体对禁止体验行为的

认识和与看护人期望相一致的动机及相应的行为

上）、坚持性（表现为在某种相对困难情境中，为达到

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克服困难，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持

续或持久的一种行为倾向）、冲动抑制性（表现为通过

抑制直接的、短期的欲望而控制冲动性行为的能力）

和自我延迟满足（一种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

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表现的控制能

力）四个维度。问卷的分半信度是0.94，内部一致性

信度是0.96。本研究中不同方法测量同一特质的合

成相关系数（会聚效度指标）r=0.72，教师评方法内不

同特质的相关系数r=0.59，实验方法内不同特质的相

关系数（区分效度指标）r=0.41，不同方法（教师评价与

情境实验）测量相同特质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工具具

备良好的会聚效度；同种方法测量不同特质的一致性

程度低，说明特质间的相对独立性，工具具备良好的

区分效度。问卷信效度良好。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各环节

实施四维度游戏系列活动

（3-6岁幼儿自控能力培养资源库、研究报告等）

图1 研究框架

2



总36卷 孙志国：3-6岁儿童自我控制现状及教育干预研究

（四）施测与数据处理

通过spss19.0数据处理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整理如下。

差异比较测查证实干预培养效果显著。

1.实验班与控制班前测差异检验

通过表1可以看出，小班控制班与实验班在幼

儿前测自控得分中，差异不显著（P＞0.05），两组被

试具有同质性。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中班实验班与控制班在前测

幼儿自控得分中，差异不显著（P＞0.05），两组被试具

有同质性。

通过表3可以看出，大班实验班与控制班在前测

幼儿自控得分中，差异不显著（P＞0.05），两组被试具

有同质性。

2.控制班在前测与后测得分上的差异检验

通过表4可以看出，小班控制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满足性、

总分都有了显著的差异（P＜0.05），坚持性维度差异不

显著（P＞0.05）。

通过表5可以看出，中班控制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

满足性、总分都有了显著的差异（P＜0.05）。

表1 小班前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34

34

34

34

34

M

26.24

27.79

18.5

30.71

103.24

SD

3.63

3.83

2.35

3.54

10.93

N

37

37

37

37

37

M

25.08

27.16

18.22

20.24

100.7

SD

3.01

3.28

2.44

4.38

10.97

F

2.14

0.56

0.25

0.24

0.95

D

0.15

0.46

0.62

0.63

0.33

表2 中班前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25

25

25

25

25

M

21.88

23.2

15.8

28.12

89

SD

3.57

2.87

1.87

2.26

7.3

N

32

32

32

32

32

M

21.53

23.63

14.16

29.66

88.97

SD

5.06

3.8

3.73

3.81

14.12

F

0.09

0.22

4.04

0.19

0.01

D

0.77

0.64

0.5

0.8

0.99

表3 大班前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42

42

42

42

42

M

26.74

29.74

19.40

28.75

104.64

SD

3.51

3.16

2.88

4.20

10.14

N

40

40

40

40

40

M

25.65

28.95

19.08

29.38

103.05

SD

8.01

7.98

5.53

8.50

29.54

F

0.65

0.35

0.12

0.17

0.11

D

0.42

0.55

0.73

0.68

0.743

表4 小班控制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34

34

34

34

34

M

26.24

27.79

18.5

30.71

103.24

SD

3.63

3.83

2.35

3.54

10.93

M

28.71

28.12

20.12

36.79

113.74

SD

5.24

5.74

3.44

5.67

16.43

t

-3.05

-0.37

-2.86

-5.17

-3.63

df

33

33

33

33

33

p

0.004

0.716

0.007

0.000

0.001

表5 中班控制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25

25

25

25

25

M

21.88

23.2

15.8

28.12

89

SD

3.57

2.87

1.87

2.26

7.3

M

31.28

35.68

22.48

36.96

126.4

SD

3.2

5.1

2.95

4.09

13.99

t

-3.05

-0.37

-2.86

-5.17

-3.63

df

33

33

33

33

33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6 大班控制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42

42

42

42

42

M

26.74

29.74

19.10

30.70

104.64

SD

3.51

3.16

2.81

3.54

10.14

M

36.83

41.67

28.73

41.26

147.4

SD

4.41

4.95

3.12

4.09

17.21

t

-11.8

-12.19

-12.63

-11.95

-13.37

p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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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6可以看出，大班控制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

满足性、总分都有了显著的差异（P＜0.05）。

3.实验班在前测与后测得分上的差异检验

通过表7可以看出，小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

满足性、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5），由此说明，小

班实验班幼儿在经过各种干预措施后，其自控能力得

到了很大提高。

通过表8可以看出，中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满足性、

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由此说明，中班实验

班幼儿在经过各种干预措施后，其自控能力得到了很

大提高。

通过表9可以看出，大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前测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

满足性、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由此说明，

大班实验班幼儿在经过各种干预措施后，其自控能力

得到了很大提高。

4.控制班与实验班后测差异检验

通过表10可以看出，小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控制班幼儿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

延迟满足性、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且实验

班幼儿在各个维度上的均值均大于控制班，由此表明，

小班实验班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好于控制班幼儿。

通过表11可以看出，中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控制班幼儿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

延迟满足性、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且实验

班幼儿在各个维度上的均值均大于控制班，由此表明，

中班实验班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好于控制班幼儿。

表7 小班实验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37

37

37

37

37

M

25.08

27.16

18.22

30.24

100.7

SD

3.01

3.28

2.44

4.38

10.97

M

37.54

41.76

26.41

43.35

149.05

SD

3.4

3.4

3.09

2.46

10.97

t

-21.5

-23.65

-17.04

-17.13

-24.72

df

36

36

36

36

3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8 中班实验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32

32

32

32

32

M

21.53

23.63

14.16

29.66

88.97

SD

5.06

3.8

3.73

3.81

14.12

M

38.16

43.42

28.88

44.66

155.09

SD

2.46

2.06

1.29

0.94

5.05

t

-21.5

-23.65

-17.04

-17.13

-24.72

df

31

31

31

31

31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9 大班实验班差异检验

前测 后测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40

40

40

40

40

M

25.65

28.95

19.08

29.38

103.05

SD

8.01

7.98

5.53

8.5

29.55

M

39.68

44.85

29.8

45

159.3

SD

0.57

0.43

0.41

0.0

1.11

t

-11.24

-12.61

-12.3

-11.63

-12.13

df

39

39

39

39

39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10 小班后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34

34

34

34

34

M

28.71

28.12

20.12

36.79

113.74

SD

5.24

5.74

3.44

5367

16.43

N

39

39

39

39

39

M

37.54

41.76

26.41

43.35

149.05

SD

3.4

3.4

3.09

2.46

10.97

F

72.17

151.18

65.81

41.07

115.22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11 中班后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25

25

25

25

25

M

31.28

35.68

22.48

36.96

126.4

SD

3.2

5.1

2.95

4.09

13.99

N

32

32

32

32

32

M

38.16

43.42

28.88

44.66

155.09

SD

2.46

2.06

1.29

0.94

5.05

F

84.24

60.86

121.54

106.79

115.79

p

0.00

0.00

0.00

0.00

0.00

表12 大班后测差异检验

控制班 实验班

自觉性

坚持性

冲动抑制性

自我延迟满足

总分

N

42

42

42

42

42

M

36.83

41.67

27.74

41.26

147.6

SD

4.41

4.76

3.12

4.9

17.21

N

40

40

40

40

40

M

39.45

44.6

29.63

44.8

158.5

SD

1.38

1.46

1.15

1.26

5.07

F

12.9

13.14

11.93

19.61

15.35

p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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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3-6岁儿童自控能力培养目标

小班

（3-4岁）

中班

（4-5岁）

大班

（5-6岁）

自觉性

1.在教师提醒下能遵守

游戏规则，并回应教师。

2.游戏中，能排队，不推

不挤。

3.能按教师要求取拿乐

器、玩具、图书、操作材料

等，并能放回。

4.能在不同音乐提示下

入厕、喝水、坐好。

1.初步做到自觉遵守规

则。

2.游戏中，能自觉排队，

轮流玩游戏。

3.积极参加活动，自觉按

标识要求取拿乐器、玩

具、图书、器械、操作材料

等，玩完后自觉整理放回

原处。

4.能在不同音乐指挥下

主动地进行生活、教学、

户外、区域等活动。

1.会与同伴协商制定游

戏规则，并自觉遵守、相

互监督。

2.游戏中，能自觉排队，

倾听同伴意见，自主玩

游戏。

3.在活动中，能自觉按标

识取拿乐器、玩具、图书、

操作材料、器械等，玩完

后能分类摆放整齐。

4.按指示进行活动，根据

时间段自行安排活动。

如值日生主动完成值日。

5.在活动中，自己的事

情能自己完成（如自己

穿脱外套）；能主动说出

自己的要求，主动与同

伴交流。

坚持性

1.在教师的鼓励下，注

意力集中，能持续专注

于某事，如听完故事，说

完儿歌，跟随音乐唱完

整的歌。

2.能在游戏中将自己担

任的角色贯穿始终。

3.能排除干扰，按照要求

摆弄操作材料。

4.生活活动中，能坚持自

我服务。

1.注意力集中，坚持自己

正在做的事。

2.游戏中，能牢记角色职

责，坚持玩游戏。

3.能通过与同伴合作、向

老师请教或独立坚持完

成一件作品或事情（绘

画、构建、故事表演、体育

运动等）。

4.能在游戏中动脑筋自

觉克服困难。

1.注意力集中，能长久专

注于某项活动，并能坚

持反复练习（如坚持跳

绳、转呼啦圈、排练绘本

剧等）。

2.游戏中，能通过寻找新

材料、与同伴分工合作、

尝试新思路等方法有效

率地解决问题，不断提高

游戏中解决困难的水平。

3.能勇于克服困难，创造

出新东西、新的想法，坚

持完成自己的事，并追求

结果。

4.能向同伴讲述自己挑

战困难的过程，对自己坚

持完成的事感到自豪。

冲动抑制性

1.面对新鲜的、颜色亮丽

的玩具和游戏材料，能按

老师要求，抑制自己对玩

具、角色的占有冲动。

2.游戏中与同伴发生冲

突时，在教师提醒下，能

抑制自己不与同伴发生

肢体冲突。

3.游戏中，能根据教师的

要求，控制动作的快慢。

1.有一定的抵制力，能在

诱惑下克制自己的冲动。

2.游戏中与同伴发生冲

突时，能协商处理或及时

向老师寻求帮助。

3.活动不合自己的心意

或特别兴奋时，在教师、

同伴的帮助下，能控制自

己的情绪。

4.能根据音乐、指令、材

料性质有节奏地控制自

己的动作。

1.面对外界诱惑干扰，能

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情感

和行动。

2.活动中进行不顺利时，

能掌握调节自己行为和

情绪策略。

3.对老师的问题能认真

听完，再举手回答。

4.与同伴发生冲突时，能

主动控制自己的情绪，把

问题解决好。

自我延迟满足

1.在教师的提示下，知

道等待后能获得更大的

奖赏，意识到奖赏更具

有价值。

2.活动前为了能参加活

动会认真倾听老师的要

求。

3.活动中为了获得玩玩

具、吃好吃的等物质奖

励，能认真参加活动。

4.体验到需要得到满足

时的快乐。

1.能够了解即将获得的

相对长远的结果。

2.游戏中能学会等待。

3.活动中为了获得让自

己更愉悦的精神体验，能

先完成当前任务，并体验

到快乐。

4.学会在等待中能使用

一定的策略（安静沉思、

为别人加油）。

5.体验到长远结果达成

时的快乐。

1.能够认识到长远目标

的重要。

2.游戏中能自觉等待。

3.等待中能使用更高级

的策略(为别人加油、欣

赏同伴、玩游戏、心里默

默得数数等)。

4.活动结束后能及时反

思自己的所得，觉得自己

的等待是值得的，体验到

成长的快乐。

5.能够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生活习惯。

自控维度

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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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区，好玩的小棒

创设自控游戏区域

环境创设

把小棒送回家

生活活动

离园活动

百变的小棒

撒小棒

活动延伸家园合作

游戏：挑小棒

区域活动

教学活动

教学游戏：
夹小棒分类

图2 《夹小棒》游戏系列活动

通过表12可以看出，大班实验班幼儿的后测得分

与控制班幼儿相比，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

我延迟满足性、总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且

实验班幼儿在各个维度上的均值均大于控制班，由

此表明，大班实验班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好于控制

班幼儿。

研究发现：通过我们的干预培养，小、中、大班实

验班被试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前后差异显著，而控制

班的幼儿被试前后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对实验班幼

儿自控能力的培养有显著效果。

二、研究结果

（一）形成了3-6岁儿童各年龄段自我控制的四

维度目标图表

研究初期，课题研究成员举证，就各年龄段幼

儿在自觉性、坚持性、冲动抑制性、自我延迟满足四

个维度的表现进行具体描述。通过集体讨论后再

进行概括提炼，形成了各年龄段自我控制的四维度

目标（如表13）。了解幼儿当前自控状况是研究的

基础，再描述、凝练成目标，会使研究更具针对性、

有效性。

（二）初步形成以游戏干预为中心的多元立体

教育干预

游戏干预是我们教育干预的主要策略，在此基础

上，我们把环境、信息、人际等因素进行了整合，多方

位促进幼儿自我控制水平的提升。

1.环境干预——良好环境是幼儿能够充分开展

游戏的前提

物质环境方面，如：干净卫生的活动室、睡眠室，

能与幼儿互动的墙面，科学合理的区角设置，丰富立

体的游戏材料、沙水池、泥巴乐园等，都能带给幼儿丰

富的体验。幼儿置身游戏的环境中，就会与环境自觉

产生愉悦、自主的互动行为，对于落实一日生活中自

控能力培养大有助益。精神环境方面，如：教师能够

尊重、平等对待每一名幼儿，倡导幼儿同伴间多交流，

强调快乐、分享、合作氛围的建立（小班以分享活动为

主；中班以两人交朋友入手，打开合作之门；大班注重

小组合作的方式，自由交流）。注重与家长建立平等、

合作、尊重、信任的关系，日常远足活动选取目的地、

联系节日大型演出场地等活动，教师都会与家长协商

完成，形成家园共育的合力。

2.信息干预——生活中新信息的注入使游戏活

动更具吸引力

一方面，幼儿的学习是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之

上的，远足参访可以最大程度丰富幼儿的经验。另外

生活中的模仿与习得，也使得幼儿的游戏丰富多彩，

更好地作用于幼儿。另一方面，绘本阅读是幼儿获得

游戏素材的重要来源。绘本中的故事用来讲述、表

演，对其中的人物语言、行为进行模仿也是对幼儿实

施教育干预的好方法。

3.人际干预——对幼儿进行教育干预的主要

手段

教师将游戏活动融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随

时随地借助游戏对幼儿施加影响，促进幼儿自控发

展。如：班级利用角落空间开辟出自控游戏角，鼓励

幼儿利用晨间、区域、自由活动、离园等环节自选材料

进行活动，效果良好。另外，个案追踪工作、增加游戏

频次、表扬鼓励为主的多种教育方式并行，以及自我

控制策略的指导等，都是教育干预的好方法。同时，

家长的介入干预也要重视起来，毕竟家园配合、亲情

陪伴、家长榜样的力量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从游戏到游戏系列活动，实现了研究工作

的创新

游戏系列活动，即把单个的自控游戏的实施，通

过深入挖掘游戏元素，结合幼儿园一日活动，变为网

络式的主题游戏呈现，使游戏活动更加丰富、立体，更

为幼儿园游戏化课程的开发积累了素材。

例：中班《夹小棒》游戏系列活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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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不难看出，各项活动都围绕着《夹小棒》这

个游戏活动拓展开来。从活动目标来看，原游戏活动

的目标是这样的：

①练习手眼协调一致、手腕、手指的灵活性。

②能够遵守游戏规则，对游戏行为有自制力。

形成游戏系列活动之后，在拓展的生活活动《把

小棒送回家》中产生了“学会整理小棒，养成物归原

位的好习惯”；在离园活动《百变的小棒》中产生了

“能够抑制冲动，合作玩小棒”；在延伸活动《撒小

棒》中产生了“自觉遵守游戏规则”等目标。这样，

由单个游戏引发，形成多个游戏并在生活中的各种

活动中落地，共同推动着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全面

提升。

（四）个案研究见证教师不一样的成长

在记录幼儿行为时，教师从只会笼统记录幼儿在

游戏中的表现，到能够从理论角度具体分析幼儿在自

我控制某一维度的发展水平，进而通过拍照、录像等

方式，截取幼儿有价值的活动片段，开展研讨并分析

其价值所在。渐渐学会从多角度、各个层面分析幼儿

的自控表现，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选择时机实施教育干预。

例：大班教师研究个案《“停”不下来的刘某某》

幼儿背景：

刘某某，男孩，5岁，特别爱说，说话的嗓门还很

大，每天的声音都是哑哑的。集体教学活动中老师关

注较多会稍好些，但是在进餐、喝水等生活活动环节

中，如果老师不去提醒，他就会一直和朋友说个不停，

自觉性、坚持性等自控能力发展均较差。

学期目标：

教师重点运用自控游戏进行教育干预，促进刘某

某自控能力的发展。

干预措施：

（1）通过榜样、提示、鼓励的方法，强化其自觉性、

坚持性。

（2）借助一系列自控游戏干预策略，提高其自我

控制能力。

追踪记录：

（1）“说话大王”（2018.09.06）

午休后起床时间，孩子们都在有序地穿衣起床、

如厕洗手、喝水，然后安静地取加餐。刘某某起床后

看到好朋友薛某已经在吃加餐了，径直跑到好朋友

那里，趴到薛某耳边聊了起来，完全沉浸在和朋友

的“畅谈”中……在此期间，薛某几次不理他，他还

是没有察觉，直到全班小朋友一起说道：“刘某某，

吃加餐了！”他才猛然发觉！之后，就有了“说话大

王”的绰号。

（2）自控游戏《孙悟空打妖怪》之晨间活动《金鸡

独立》（2018.10.12）

《金鸡独立》活动是一个以锻炼幼儿单脚站立平

衡性和坚持性的自控活动。活动中，女孩与男孩相

比，表现为控制力较强，控制时间也较长。男孩子中，

刘某某和张某单腿站立时间较短，一会就身体歪斜，

脚落地了。

（3）自控游戏《碰碰船》之系列活动《送糖果》

（2018.10.26）

竞赛游戏送糖果中，孩子们活动积极性很高。规

则是在单脚跳时不能踩着呼啦圈，同时还要有速

度。活动中如果不小心双脚落地了或踩着呼啦圈

了，就要重新开始游戏。这样，对速度和单脚行进跳

的精准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之前有了

《碰碰船》的游戏经验，孩子们单脚跳的能力相对都

有所提高。看，张某和刘某某两个控制能力相对较

弱的孩子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动作，努力保持单

脚持续向前跳，只是身体在协调性和精准性上还有

发展的空间。

（4）《我做你猜》游戏实录（2018.11.15）

游戏中，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描述者想尽词语

来描述被猜的物品，还要特别注意不要出现被猜物品

的名字。猜的小朋友更是全神贯注地倾听，认真思考

物体到底是什么。轮到刘某某描述的时候，和他对应

猜的石某选择的是一个削笔器。刘某某边比划边说

道：“小朋友写字的时候，铅笔没有头了，就……”刚说

到这里，石某就提出了异议：“老师，他出现笔这个字

啦！”刘某某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并立刻进行了

纠正。游戏持续了40分钟时间，孩子们在情绪和行为

自控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5）自控游戏《我做你猜》之亲子游戏《我来比划

你来猜》（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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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孩子们对游戏《我做你猜》的兴趣高涨，一直

延续到在家中继续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玩。看，刘某

某比划，爸爸猜，比划的望远镜惟妙惟肖，描述的眼镜

具体形象……游戏使刘某某的自觉性增强了，和爸爸

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6）自控游戏《我做你猜》之离园活动《猜谜语》

（2018.12.30）

随着自控系列游戏《我做你猜》的开展，幼儿的兴

致更加高涨，其中的猜谜语游戏成了每天离园必玩游

戏。时间到了，大家就会自觉、安静地坐在小椅子上，

由主持人挑选自觉等待的小朋友轮流进行猜谜，猜对

的幼儿能够成为下一轮的主持人。刘某某，自觉倾

听、主动猜谜，俨然成了小主持人……

学期小结：

通过对刘某某进行个案追踪记录、分析和干预，

大大促进了其自控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集体活动35分钟内，原来需要语言提醒5次以

上，现在只需要一个眼神、动作就能达到提醒的目的；

（2）生活活动中能主动完成喝水、进餐等环节，然

后再自由活动；

（3）在班级绘本剧表演中发挥了爱说的特长，成

功担任独白主角。

由此可见，对低自控幼儿进行游戏教育干预是成

功有效的。

教师在追踪研究幼儿的过程中，不仅收获了幼儿

自我控制的发展与进步，在对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研

究水平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期间，教师在省级及以

上级别刊物公开发表了论文4篇；获得省级及以上级

别教育科研成果奖5人次；获得“齐鲁名师”、“百佳教

师”称号教师各1人；2017年10月，我园的《搭建游戏

平台，促幼儿自控发展》获山东省第四届特色教育二

等奖。

三、研究分析

课题研究结果证实，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借助游

戏对幼儿实施自我控制教育干预，是行之有效的，但

是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对幼儿日常行为的观察

教师要注重日常对幼儿的观察，并客观地记录其

日常行为表现，能够有效避免教师主观地评判自己的

教育效果，保证课题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我们要

求全体研究人员，观察要从细节处入手，细致认真。

记录一定要直白，不需要刻意修饰，只为了获得幼儿

常态化的表现。之后“因人施教”，才会达到有效干预

的目的。

（二）注重关键期对幼儿的培养

3.5-4.5岁是幼儿自我控制发展的关键期，对幼儿

园来说大致就是小班下学期和中班上学期。这个时

期，幼儿个体行为习得和心理特征发育较为容易，对

外界环境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领会教师的指令，并

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因此，教师尤为注重这个时

段对幼儿自我控制的培养。

（三）要教给幼儿一些有助于提高自我延迟满足

的具体策略

首先，要让幼儿学会等待。幼儿园是集体生活的

环境，无论在教育活动还是生活活动时，都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等待环节。教师一方面要尽量减少幼儿的

消极等待，同时一定要引导幼儿学会等待。如让幼儿

在等待时说儿歌、做游戏，将注意力转移，都是等待的

好方法。同时，要尽可能教给幼儿认识钟表。大概知

道钟表的时针走一个格子代表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

后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之，要让幼儿明白只

有等待才会得到他期望的事物。

（四）鼓励幼儿参加规则性的情境活动和角色游戏

幼儿在游戏中能够成功实现自我延迟满足。如：

遵守角色游戏的规则，等待游戏顺序等。同时游戏又

促使他们逐渐将各个游戏获得的行为规则内化为主

体意识，又通过游戏的操作活动，将内化的主体意识

表现出来，实现主体意识的外化。因此，我们在研究

过程中非常注重创造平台和机会鼓励幼儿玩一些假

想游戏，如“过家家”“小医院”等等。任何具有规则性

的个体或社会性游戏都可以增进幼儿的自我延迟满

足能力。

（五）注重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

行为习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幼儿园的一

日常规活动是幼儿养成良好习惯的基础。教师有意

识的引导、幼儿伙伴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等都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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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形成的契机。养成良好习惯的过程就是幼儿自

我控制发展提升的过程。

（六）注重提高幼儿同伴交往能力

同伴接纳是我们课题研究的一个特殊的变量，幼

儿先天的一些特征会影响与同伴的交往质量，而同伴

的接纳水平又会作为环境因素反过来影响幼儿心理

特征发展。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要有意识地鼓励幼儿

多与同伴交往，同伴间的模仿、情感交流都会促进幼

儿不断提高自我控制水平。

（七）家长要积极发挥自身榜样的力量

家庭是幼儿的主要生活场所，幼儿处于模仿学习

阶段，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因此，幼儿园教育一定要把家长教育纳入进

来。我们在研究期间要求父母在家中要做到以身作

则，做自我延迟满足的表率。如：家长在家可以针对

孩子和自身的各种行为，共同制定出行为规范，贴在

家中醒目的位置，家长和孩子相互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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