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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社会退缩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探讨幼儿园一名社会退缩幼儿退缩行为产生原因及其教

育干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幼儿退缩行为产生原因主要有缺乏社会交往经验、人际交往质量低、缺乏交往的自我效能感。基

于此，研究者通过建立良好师幼关系与同伴关系，提升幼儿社交技能与交往的自我效能感进行教育干预，较好地改善了幼儿的

退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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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and It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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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social withdrawal，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withdrawal behavior of a kindergarten child with social withdrawal and it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children’s withdrawal behavior are lack of social experi⁃
ence，low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and lack of self-efficacy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the researchers applie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by establishing goo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and improving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and self-efficacy of communication，which has improved children’s withdraw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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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交往对幼儿适应能力与认知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社交障碍的

一个典型代表，幼儿社会退缩行为逐渐成为研究

者关注的焦点［1］。幼儿社会退缩指幼儿在陌生或

熟悉的社会情境中或者在同伴环境中所表现出

的跨时间、情境的独自游戏、消磨时光等的独处

行为［2］。社会退缩行为一般被分为三种类型：安

静孤独、沉默寡言、活跃孤独。安静孤独即主动

退缩型，指幼儿主动离开同伴单独游戏；沉默寡

言即害羞沉默型，表现为幼儿想参与同伴互动，

却因害羞不敢交往；活跃孤独即被动退缩型，指

幼儿缺乏社交技能，常因不被同伴欢迎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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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幼儿社会退缩行为具有一定稳定

性，对幼儿情绪情感、自我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有

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3］。因此，为促进幼儿的

健康成长，及时预防并干预其社会退缩行为显得

尤为重要，这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不少研

究者尝试用不同方法对儿童的退缩行为进行干

预，但却普遍存在针对性不强，维持时间有限等

问题［4］。汲收已有研究经验，借鉴生态学理论与

社会学习理论，研究者认为通过个案研究，在幼

儿园选定一名有社会退缩行为的幼儿，分析其退

缩行为产生原因，在其所在班级的自然生态情境

内，根据其个性特点、兴趣特长等设计有针对性

的干预游戏或活动，请教师协助实施干预，并根

据情况让班级其他幼儿灵活介入，可有效改善退

缩幼儿的师幼关系、同伴关系，提升幼儿的社交

技能与自我效能感，从而解决上述问题。基于

此，研究者借助个案研究法，在探明幼儿退缩行

为成因基础上，展开系列干预活动，在实践中探

索有效的教育干预策略，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

参考与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用了叶平枝教授的《幼儿社会退缩

行为教师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价筛选。该问

卷具有较完整的信效度资料，其各项指标均符合

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有效评价幼儿社会退缩行

为及其不同类型。问卷有12个题目，包含害羞沉

默、主动退缩与被动退缩三个维度，对应题量为

5、4、3，问卷由幼儿所在班级的主班教师负责填

写，采用正向计分，分值越高，幼儿退缩行为越严

重。借助该问卷对浙江省丽水市某幼儿园中班

92名幼儿进行测量发现幼儿A（女，4岁3个月）在

所有幼儿中得分最高，其退缩行为总分为35分，

问卷测量结果见表1。
表1 幼儿A社会退缩教师问卷得分及Z分数

阶段

幼儿A

Z分数

害羞沉默

15

3.01

主动退缩

13

1.35

被动退缩

7

1.47

退缩总分

35

2.82

幼儿A，女，4岁3个月，浙江省丽水市某幼儿

园中班幼儿，身体健康，平时胆小、害羞，不主动

参与同伴交往，对老师的主动接触表现出紧张、

害怕。A的问卷测量原始分数为35分，其Z分数

为2.82，根据叶平枝教授针对该问卷的筛选标准

（以20分为临界值，超过20分且Z分数大于0时，

在量的标准上可判断该幼儿为社会退缩幼儿），A

的退缩总分明显偏高，在总分及三个维度上Z分

数均大于0，可初步被选为被试。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研究者还借助Rubin于

1989年编制的儿童游戏行为观察量表，对该幼儿

在游戏中的社会参与程度进行了12分钟的观察，

观察时间为2天，每半日3分钟。观察结果显示

幼儿A的独处行为占整个观察行为的96.51%，其

中，无所事事行为占27.32%，旁观行为占32.63%，

独自游戏占36.56%。这进一步显示幼儿A有明

显社交退缩倾向。综上，结合该班教师对幼儿A

日常行为的描述，研究者最终选定幼儿A为本研

究的干预对象。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通过问卷调查、观察

与访谈对浙江省丽水市一幼儿园中班女孩A进行

跟踪研究。问卷调查前期主要用于研究对象筛

选，后期用于评价干预效果。本研究还使用了参

与式的观察方法，即在确定研究对象实施干预计

划期间对幼儿A在一日生活和学习中的相关行为

表现进行细致的观察与记录。此外，为了解A退

缩行为产生原因，研究者对A的家长与教师进行

了非结构性访谈。访谈家长，主要是想了解其教

育观念、教养方式及A的成长历程等。访谈教师

则是为了解A在幼儿园的表现，及教师对A的评

价等。在干预过程中研究者也会针对A当前的行

为问题与教师展开讨论，以寻求意见，灵活调整

干预方案。干预过程中与该班其他幼儿的随机

交谈，也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同伴对A的接纳程度

与看法。

三、个案社会退缩行为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个案行为表现

通过对该班两名教师的半结构性访谈，结合

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幼儿A行为的观察，将幼

儿A的退缩行为表现记录如下。

主班老师陈老师对幼儿A的描述：A平时不

怎么与小朋友玩儿，其他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她总

是显得无所事事，偶尔会旁观，但大多呆呆地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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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显得郁郁寡欢，和大家格格不入。上课也不

怎么参加活动，从不举手发言，有时老师和同伴

主动和她说话，她会表现地很怕人很害羞，不看

对方，也不回答，只用点头或摇头这些身体语言

回应。

配班老师易老师对幼儿A的描述：A不怎么

参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活动，平时似乎注意不到

老师说了什么，总表现出一脸茫然的样子。不喜

欢笑、不像别的孩子活泼开朗，很少见她和别的

小朋友交谈，偶尔有个别小朋友主动接近她，但

因为她太过安静，说话也不清楚，很快小朋友就

觉得她无趣离开。A也会下楼做操或活动，但户

外活动的时候也只是站着摆弄衣服或茫然地东

张西望，哪怕游戏时也比较被动，要不就老是掉

队，要不直接就不参与集体游戏活动，不过她也

基本不会干扰集体活动，各方面能力一般。

在两位教师看来A是个很不起眼的孩子，被

动、安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对什么都不

感兴趣，发展较普通孩子也慢一些。

研究者对A的日常行为进行了观察，发现其

行为与该班教师所说基本吻合。此外，研究者还

注意到一些问题：A平素沉默寡言，偶尔说话却吐

字不清，表达能力较弱，明显低于该年龄段幼儿

应有水平；研究者还多次观察到A在集体活动中

有旁观同伴游戏的现象，但当问到她是否想参与

同伴游戏时，她却害羞地快速低下头，可见A内心

有同伴交往需求，却因胆小害羞陷入矛盾。

结合教师描述与研究者的观察，可知A具

有如下心理行为特征：（1）在集体环境中，A与教

师或同伴交往的时间较短，有较多的旁观或独

自游戏行为；（2）沉默寡言，自然环境下与人交

往显得过于害羞、被动；（3）胆小敏感，对所处的

社会环境具有焦虑、畏惧的情绪，不愿意引起他

人注意；（4）尽管害羞胆小但A内心仍有交往需

求，具有趋避动机冲突。幼儿A的这些个性特

征与行为表现也符合我们前期对她退缩行为的

测量结果。

（二）退缩原因分析

研究者对A的行为表现进行了细致观察，

并多次对A的家长及该班教师进行访谈，尝试

对其社会退缩行为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

归纳如下。

1. 缺乏社会交往经验

幼儿A的父亲是一名军人，长期驻扎部队，性

格较沉稳，母亲是一名公务员，平时工作忙碌，无

暇顾及孩子，A主要由外祖母负责照管。但外祖

母年岁已高，精力有限，平日里不常带A出门活

动，加之不擅长与人交往，外祖母与A交流不多，

大多让孩子独自在家玩玩具或看动画。偶尔带

孩子出门，也专挑一些清净地方，坐在一旁，看孩

子自己玩儿。此外，对A母亲的访谈发现，A的母

亲也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特点，常显得郁郁寡

欢，且母亲认为女孩子就应该文静一些，不喜欢

孩子话太多，太活泼，所以也不太与A交流，鼓励

孩子自己玩儿，不会特意为孩子创造同伴交往机

会。如此，一方面A的主要抚养人，均具有不擅交

往、沉默寡言的个性心理特征，她们的心理与行

为表现给正处于观察模仿学习期的A提供了负面

的榜样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A，这一家庭环

境并不利于A在人生初期从亲子关系中习得与积

累日后所需的人际交往经验。另一方面，A的主

要抚养人并未给A创造适当的同伴交往机会，造

成A的交往经验非常贫乏，不愿主动接触同伴，习

惯于游离于群体之外独自活动。然而交往经验

的匮乏，不仅影响了A与人交往的积极性，也影响

到了A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由于与人交流过少，

A说话口齿不清，语速慢、音量小，语言表达能力

明显偏低［5］。

2. 人际关系质量较低

在幼儿园，围绕A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师生关

系与同伴关系，教育干预前，教师认为A是一个沉

默被动的孩子，各方面能力也一般，但因为她并

不会扰乱班级常规，教师很少关注到她。偶尔教

师也意识到A过于被动安静可能有些问题，于是

在职业道德感的驱使下尝试与她交流，试图打开

她的心扉，但却得不到A的积极回应，于是教师逐

渐减少了与A的互动。这里，促使师幼互动的仅

仅是教师的职业自觉，且在未得到反馈后教师就

放弃了互动，师幼之间并未建立起依恋关系，A在

互动中也未对教师产生信任，没有体验到交往的

乐趣。而在同伴关系方面，A常处于被同伴忽视

的状态，好在该班教师具有职业敏感性，当幼儿B

主动接近A尝试与之交往并被接受时，老师及时

肯定并赞扬了B，这鼓励了B的行为，但A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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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交往，这种交往范围太过狭窄，A与除B之外

的幼儿几乎全部隔离，虽然两人的交往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A的孤单，但交往质量较低，既缺乏语

言交流又没有丰富的活动，所以B常因觉得无趣

而离开A，而A之后的沉默被动也进一步加剧了

同伴对她的疏离。

3. 缺乏交往的自我效能感

A的年龄在班里属于中等水平，但由于受家

庭环境影响、缺乏人际交往等原因，A各方面能

力发展欠佳，所获认可与赞扬较少，教师认为她

是一个被动害羞，没有发展特长，各方面能力较

低的幼儿，对她并不抱有期望，教师的评价也影

响了A的自我评价。其次，交往经验的缺乏，师

幼、同伴关系质量的低下，导致A难以获得成功

交往体验，产生交往的自我效能感。再次，同伴

对A的态度与评价也会挫伤A交往的效能感，比

如B会主动接近A，但也常因无趣离开她，研究者

在与B的交流中感受到B交往的动机大多来源于

对教师表扬的期待。另外，在一次教师组织的表

演游戏中，研究者也看到教师原本选定与A搭档

的同伴，因不愿与她一起而直接拒绝A的现象。

最后，由于家人不鼓励A的语言表达，A与人交流

机会较少，妨碍了语言的发展，体验不到交流的

快乐，甚至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挫伤了交往的

效能感，这导致A更加羞于表达，无形中陷入了

恶性循环。

针对以上原因，研究者在取得教师、家长的

支持后对A展开教育干预。

四、教育干预策略

正式干预前，研究者对该班两名教师进行了

三天的培训，以理解并协助完成相关干预活动，

进行观察记录。研究者每周也会去幼儿园对A进

行单独的观察与训练，记录其行为变化。考虑到

此次干预主要在幼儿园内进行，以探明幼儿园教

育干预效果，因此研究者仅试图取得家长支持，

但并未将家长介入作为主要变量。在幼儿园班

级内研究者对A进行了三个月的教育干预。

（一）建立和谐师幼关系

尽管意识到应给予A更多关爱，但当多次发

起的互动行为并未收到A的有效反馈时，教师不

再尝试互动。但师幼关系是A在园的主要人际关

系，教师的教育观念与行为对A的退缩行为有重

要影响，因此在干预的第一阶段，研究者把建立

和谐师幼关系放在了核心地位。为实现这一目

标，该班教师做出了如下改变：第一，更新教育观

念，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坚信尽管A目前存在社会

退缩行为，但她同其他幼儿一样是积极向善的，

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潜能。主动学习社会

退缩幼儿相关知识，了解其发展特征与规律，从

专业化角度分析A的行为，为之后的观察及教育

干预打下基础。第二，改善教育行为，在理解A想

和他人接触却不敢接触的矛盾心理前提下，主动

与A互动，进行一些亲密肢体接触，如摸头，拥抱

等，表达对A的接纳，降低其社交恐惧，拉近心理

距离［6］。同时，认识到A虽敏感害羞，但作为独立

的个体，仍有自己的想法，教师开始注意在生活

中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以温和可亲的态度询问

A的看法，鼓励她勇敢表达不怕出错，减轻了A的

心理、情绪负担［7］。第三，提供情感支持，对A退

缩行为的改变抱有乐观期待，当发现A沉浸于失

败的社交情绪时，耐心引导并倾听其内心感受，

给予理解、鼓励与支持，让她感受到老师的尊重、

信任，激发交往动机；另外教师还注意加强同伴

对A的关注以引发互动，如A喜欢画画，教师常表

扬并鼓励A在集体面前展示画作，提升其自我认

同感。同伴们的赞扬，也有助于A体验积极的社

交情绪。

（二）进行社交技能训练

观察发现，由于缺乏情感与社交技能，A在

人际交往中常产生消极的自我感受，引发退缩行

为，而这又导致A无法习得与发展社交能力，从

而加剧了退缩行为与消极感受，陷入恶性循环。

为改善A的退缩行为，有必要对A进行社交技能

训练。研究者主要从行为训练与情感训练两方

面进行干预。行为训练方面，主要帮助A积累社

交经验。一是观察学习，在游戏中引导A观察普

通幼儿如何发起互动，表现出友善、助人等行为；

二是模仿，观察后让A模仿普通幼儿是如何主动

交谈，支持同伴，表示友好等；三是引导幼儿参与

到游戏活动，当其在活动中实现一个目标或完成

一个任务，教师及时表扬强化，积极的体验，有助

于增加其日后参与活动的行为［8］。此外，考虑到

A常主动退缩，沉默寡言，在情感理解与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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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明显滞后，教师对A进行了针对性情感训

练。一是提升A的情感认知能力，通过故事情

境，引导A理解主人公的情感状态，提高对诸如

喜欢、讨厌等情感的认知能力，故事的难度跟随

A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9］。二是让A学会适当的

情感表达，A不善于情感表达，对环境较淡漠，我

们帮助A学习一些情感表达技能，告诉她生气的

时候可以表达不满，告诉老师，开心时可以开怀

大笑，最初效果不明显，但在我们耐心地强调下，

她偶尔也会大胆表达情绪，我们就抓住机会及时

鼓励、表扬。三是丰富A的情感体验，如创设角

色游戏情境，让A在游戏中产生助人的快乐，成

功的自信，完整参与活动的满足等。在一次次的

活动中，让A体验到丰富的情感，也增加了认知

能力［10］。

（三）提升幼儿自我效能感

缺乏交往的自我效能感是A社会退缩的重要

原因，自我效能感是幼儿持续发展的动力，倘若

没有提升自我效能感，对A的干预只会是表面或

短期效果。因此提升A的自我效能感是本次干预

的重要环节。班杜拉指出，自我效能感的来源主

要有直接经验、他人评价、间接经验和身体反

应。直接经验指幼儿亲身获得成功体验，为积累

A交往的成功经验，教师创设娃娃家游戏营造交

往氛围，又赋予A“主人”的特权，调动其他幼儿与

A交往的热情，尽管A平日有躲避交往的动机，但

同伴的热情极大引发了她的交往兴趣。而后教

师以角色身份介入，帮助推动游戏情节，根据A的

需求与特点修改游戏规则、降低游戏难度等，使A

完全参与游戏，体验交往的成就与快乐。游戏中

的同伴互动，也有助于A观察学习同伴的交往技

能，丰富其交往的间接经验。同时，认识到A对外

界评价依赖性强，自我评价能力较低的特点，教

师开始关注A的优势领域和细微成长，以鼓励与

赞扬评价A的活动，引导其他幼儿关注A的成功，

如鼓励A在集体面前展示作品等，教师的积极评

价与期待，改变了其他幼儿对A的认识与评价，这

也逐渐改变了A的自我认知，拥有更多成功体

验。就这样，在舒适和谐的氛围中，积极的评价

丰富了A的成功体验，减缓了她在集体环境中紧

张、焦虑的身体反应，A的身心更加放松舒适，自

我效能感也得到进一步强化。

（四）促进幼儿与同伴积极互动

作为儿童社会化学习的重要源泉，良好同伴

交往有助于幼儿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

展，这对其退缩行为的改善非常重要，为帮助A主

动与同伴交往，提升沟通与社会互动能力，我们

做了如下努力：首先，为减轻语言水平不足对A同

伴互动的影响，研究者对A进行了语言表达能力

的训练，通过儿歌、故事等为A提供丰富的语言刺

激，就A感兴趣的话题与之交流，为A积累语言素

材，一段时间后，研究者特安排一些懂得同情、关

爱她人的小朋友主动与A交流，A的同伴沟通能

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研究者还通过示范、游

戏等活动对该班其他幼儿展开训练，引导她们学

习与退缩幼儿A的交往技巧，鼓励她们带动A融

入集体，对于那些主动与A交往的幼儿，教师及时

给予肯定、表扬，这强化了幼儿的行为，引发了其

他幼儿的模仿，同伴的热情让A在不经意间学习

了社交行为，逐渐打开封闭的自我。最后，借助

游戏进行干预，以提升A和同伴的交往质量，教师

事先投放利于合作游戏开展的游戏材料，创设自

由的游戏环境、和谐的游戏氛围，让A扮演自己喜

欢的角色，同时提醒其他幼儿要有耐心，不要过

多指责、批评她，让她顺利完成游戏，慢慢地A开

始主动与其他幼儿一起游戏，享受与同伴交往的

乐趣［11］。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三个月的干预，A各方面发展有了明显

进步，利用幼儿社会退缩教师问卷对A进行后测，

两次测验结果对比见表2。
表2 幼儿A社会退缩教师问卷得分变化

阶段

干预前

干预后

害羞沉默

15

10

主动退缩

13

9

被动退缩

7

3

退缩总分

35

22

两次测验结果表明干预后A的退缩行为有

了改善，害羞沉默、主动退缩、被动退缩的分值均

有所下降。而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对A参与式观

察的记录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如在语言方

面，干预前：A音量小，口齿不清，被问问题不善

用口头语言回答，而只是通过点头、摇头这些躯

体语言作回应。干预后：A与同伴交谈次数增

多，能主动叫熟悉的幼儿的名字，偶尔还会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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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能说出物体功能；在社交方面，干预前：A

的同伴互动较少，平时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交

往。干预后：A与同伴的交往时间延长，开始喜

欢和同伴一起玩，由之前依恋一名同伴B到与多

位同伴交往，交往范围扩大，且A很乐意分享玩

具、帮助同伴。

干预结束三个多月后，研究者对A进行追踪

研究，以30分钟为单位对A的自由游戏活动进行

为期三天的观察，结果显示，A的独自游戏时间占

总时长的41%，集体游戏时长占59%，与人交谈时

长达到32%。A在游戏中表现自在，能与他人积

极交流，这再次验证干预取得良好效果，A的退缩

行为得到稳定改善。

此次干预过程中，研究者追求干预的自然生

态化，注重环境的重建及幼儿行为的改变。在提

升幼儿同伴交往的过程中，重视对幼儿语言能力

的训练，丰富的词汇表达及交流技能的提升，缓

冲了内向害羞的个性特点对A的负面影响。同

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社交技能的缺乏未必

是社会退缩的决定性因素，应将技能训练与情绪

改变并重。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多次以游戏

为载体，在游戏中丰富A积极的社交情绪体验，提

升了A交往的自我效能感，取得较好效果。而在

干预的代理人方面，研究者主要选择了教师与同

伴，教师负责组织实施，同伴作为中介适时介入，

既提升了A的师幼关系与同伴关系，又为A提供

了合适的榜样示范，提高了其社会互动质量。总

之，以教师与同伴为中介的干预有效提高了幼儿

A的互动水平。

六、结语

综上，本次对幼儿A的干预取得如下效果：

（1）交往的主动性提高，交往的时间延长，语言交

流明显增多；（2）交往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

同伴、教师的交往质量有所提高；（3）交往的范围

逐渐扩大，社交技能有了明显提升，同伴关系、师

幼关系有明显改善；（4）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对A

的教育干预效果得到较好维持。此次干预中，研

究者从幼儿自身、教师、同伴入手，要求教师充分

表现对幼儿的关爱与同情，通过特别关照，重建

幼儿的师幼关系与同伴关系，进而提升其与人交

往的自我效能感，发展完善的自我，实现由外至

内再由内至外的转变。总之，对退缩幼儿的干预

方法多种多样，关键是要选取针对性强的方法并

合理利用，在干预过程中注意循序渐渐，根据幼

儿的变化与需求灵活运用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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