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基于课堂
评估评分系统的研究

李延方

（平顶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摘 要：通过使用课堂评估评分系统对河南省 9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半日活动情境下师幼互动质量进行调查分析，运用

SPSS24.0，采用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处理。研究发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整

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感支持领域得分最高，班级管理次之，教育支持最低。师幼互动质量情感支持与教育支持领域相关

显著。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在三大领域、十个维度的部分指标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研究进一

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关注情感支持，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强化班级管理，优化教育行为；提升教育支持水平，促进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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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Public Interest Private
Kindergarten：A Study Based on CLASS

LI Yan-fa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Pingdingshan University，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half-day activities of 9 public interest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Henan Prov⁃
ince wa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CLASS）. SPSS24.0 was adopted，and descriptive
analysis，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in public interest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at a medium level in total. Furthermore，emotional support has
the highest score，followed by the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instructional support is the lowest. The quality of teacher-child interac⁃
tion in emotional suppor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nstructional suppor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teacher-
child interaction which includes 3 areas and 10 dimensions under different forms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in public interest private kin⁃
dergartens. The research further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emotional support，establishing a good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strengthening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optimizing educational behavi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struc⁃
tional support for preschool teachers，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Key words：public interest private kindergarten; teacher-children interaction;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一、问题提出

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文件指出，

“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

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2017年1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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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完

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鼓励地方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补贴租金、培训教师等方式，加快民

办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相关

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公共学前

教育资源，提高学前教育供给能力，以解决我国长

期面临的“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问题［1］。2018

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0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但在扩大普

惠性资源的过程中，仅仅追求园所规模的扩增是

远远不够的，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才是“双

普”（普及、普惠）目标达成的意义前提［2］。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将学前教育质量划分

为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前者指幼儿园中

容易规范和控制的因素，如师幼比、班级人数、师

资条件、空间和设施；后者指影响幼儿成长和发

展的近端因素，如师幼互动、同伴互动、课程、各

类活动的实施、健康和安全、家长参与等［3］。相关

研究表明，过程性质量对幼儿发展所起的作用比

结构性质量更大［4］。

师幼互动作为过程性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与

幼儿情感与社会性、学习品质、语言和认知发展、

学业和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5］。我国实施学

前教育振兴计划以来，学前教育质量中的结果性

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然而，师幼互动质量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来自广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等经

济发达地区的师幼互动质量调查数据表明，师幼

互动整体处于中等或者偏低水平［6-8］。河南省，作

为中部地区人口大省，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

互动质量如何？是否能够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

育？如何保障、提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

质量，以实现促进幼儿发展这一托幼机构质量发

展的最终目的？

本研究基于课堂评估评分系统，拟对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进行调查分析，对于探

讨提升师幼互动质量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

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河南省某地级市9所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每个幼儿园选取1个样本班级参与研究，参与

研究的班级教师皆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二）研究工具

课堂评估评分系统是由美国学者皮安塔、哈

默等人研发，在全球应用广泛的评价工具，该量

表主要包括三大领域，分别是情感支持、班级管

理、教育支持，其中情感支持领域包括积极氛围、

消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关注学生的观点4个维

度，班级管理领域包括行为管理、产出性、活动安

排效率3个维度，教育支持领域包括认知发展、反

馈质量、语言示范3个维度。量表使用7点李克

特评分方式，1-2为低水平，3-5为中等水平，6-7

为高水平。胡碧颖等人［9］的研究显示，该量表有

良好的信度、效度，情感支持、班级管理、教育支

持三个领域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78，0.84，

0.92，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了量表的三个维度，x2/

df=3.30，RMSEA=0.11，CFI=0.91，TLI=0.92，项目

的因子载荷值在0.46-0.93之间，因此，从总体上

来说，量表的信度与结构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

学的要求。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系数为0.887。

（三）研究过程

通过使用录像机、录音笔（事先征得幼儿教

师同意）对参与研究幼儿教师所在班级的半日活

动情境进行拍摄、记录。

由经过美国Teachstone信度认证的课题团队

成员两两进行评分，研究者从师幼互动录像中挑

选2位教师的录像作为试测对象，请评分人员根

据课堂评估评分系统进行评分。正式编码之前，

参与视频编码的成员均达到80%及以上的评分者

间信度。

三、研究结果

（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的描

述性分析

根据课堂评估评分系统对9所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师幼互动的评分，研究者将从原始分数、质

量水平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表1可知，在课堂评估评分系统三大领域

中，情感支持领域得分最高，均值为5.19分；班级

管理领域得分次之，均值为4.96分；教育支持领

域得分最低，均值为2.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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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的描述性分析（n=9）

领域/维度

情感支持（PC）

—积极氛围（PC）

—消极氛围（NC）

—教师敏感性（TS）

—关注学生的观点（RSP）

班级管理（CO）

—行为管理（BM）

—产出性（PD）

—活动安排效率（ILF）

教育支持（IS）

—认知发展（CD）

—反馈质量（QF）

—语言示范（LM）

均值（M）

5.19

5.58

6.69

4.22

4.28

4.96

5.55

4.86

4.47

2.48

1.81

2.78

2.86

最小值（Min）

4.44

3.00

5.75

3.00

3.00

4.42

3.00

3.00

3.00

1.92

1.00

2.00

2.00

最大值（Max）

5.81

7.00

7.00

6.00

6.00

5.33

7.00

6.00

6.00

3.25

4.00

5.00

5.00

标准差（Std）

0.44

1.05

0.45

0.72

0.81

0.30

0.77

0.83

0.77

0.39

0.75

0.80

0.83

7

6

5

4

3

2

1

0

均
值

均值M
6.69

5.58

4.22 4.28

5.55
4.86

4.47

1.81

2.78 2.86

PC NC TS RSP BM PD ILF CD QF LM
维度

图1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各维度评分柱状图

从表1，图1可知，在课堂评估评分系统的十

个维度中，消极氛围得分最高，均值为6.69分，由

于该维度是反向计分，因而处于较低水平。在情

感支持领域，除消极氛围外，积极氛围得分最高，

均值为5.58分，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教师敏感

性、关注学生的观点均值得分较为接近，分别为

4.22分、4.28分，处于中等水平。在班级管理领

域，行为管理的均值得分为5.55分，处于中等偏

高水平。活动安排效率、教学指导形式处于中等

水平，均值得分分别为4.86分、4.47分。此外，在

教育支持领域，认知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均值得

分为1.81分。反馈质量、语言示范得分较为接

近，分别为2.78分、2.86分。

（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的相

关分析

研究者进一步对评估中三大领域进行了相

关分析，如表2所示，情感支持与教育支持领域的

相关系数为0.678，并呈显著相关，班级管理与情

感支持、教育支持与班级管理领域之间相关不显

著。
表2 CLASS课堂评估评分系统三大领域之间的相关分析

情感支持（ES）

班级管理（CO）

教育支持（IS）

情感支持
（ES）

1

班级管理
（CO）

0.335

1

教育支持
（IS）

0.687*

0.511

1

注：*p＜0.05 ，**p＜0.01 ，***p＜0.001

（三）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师幼互动质量的差异分析

根据幼儿园半日活动情境下的观察，将其划

分为三种类型：集体教学、区角活动、生活活动，

以探讨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师幼互动质量的差异。研究者将三大领域、十个

维度的均值得分作为因变量，三种不同的活动类

型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见表3。

在三大领域方面，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检

验结果表明，在班级管理领域，集体教学情境下

领域的均值得分高于生活活动，区角活动下领域

的均值得分高于生活活动，并存在显著差异（F=

4.854，P=0.014<0.05）。在教育支持领域，集体教

学情境下领域的均值得分高于生活活动，存在极

其显著差异（F=9.700，P=0.000<0.001）。

在CLASS十个维度方面，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在积极氛围维度，集体教学情境下维度的

均值得分高于生活活动，并存在显著差异（F=

5.266，P=0.010<0.05）。在消极氛围维度，生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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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均值得分显著高于集体教学情境（F=3.641，

P=0.037<0.05）。此外，在认知发展、反馈质量、语

言示范维度，集体教学情境下维度的均值得分均显

著高于生活活动（F=12.759，P=0.000<0.001；F=

4.157，P=0.025<0.05；F=7.806，P=0.002<0.01）。

表3 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师幼互动质量的差异分析（n=36）

领域/维度

情感支持

—积极氛围

—消极氛围

（负向计分）

—教师敏感性

—关注学生的观点

班级管理

—行为管理

—产出性

—活动安排效率

教育支持

—认知发展

—反馈质量

—语言示范

教学形式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

生活活动

数量
（N）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20

8

8

均值
（M）

3.83

3.97

3.78

6.00

5.38

4.75

1.05

1.50

1.75

4.15

4.13

4.50

4.10

4.88

4.13

5.17

5.07

4.50

5.70

5.63

5.13

4.90

5.25

4.38

4.60

4.63

4.00

2.82

2.38

1.75

2.20

1.63

1.00

3.00

2.88

2.13

3.25

2.63

2.13

标准差
（Std)

0.33

0.45

0.49

0.65

1.19

1.28

0.22

1.07

0.89

0.68

0.64

0.93

0.72

0.99

0.64

0.44

0.47

0.59

0.73

0.52

0.99

0.85

0.71

0.74

0.75

0.92

0.53

0.69

0.55

0.15

0.70

0.52

0.00

0.86

0.64

0.35

0.79

0.74

0.35

最小值
（Min）

3.25

3.50

3.25

5.00

3.00

3.00

1.00

1.00

1.00

3.00

3.00

4.00

3.00

4.00

3.00

4.00

4.67

3.33

4.00

5.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3.00

1.67

1.67

1.67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最大值
（Max）

4.50

4.75

4.50

7.00

7.00

6.00

2.00

4.00

3.00

5.00

5.00

6.00

5.00

6.00

5.00

5.67

5.67

5.33

7.00

6.00

6.00

6.00

6.00

5.00

6.00

6.00

5.00

4.33

3.00

2.00

4.00

2.00

1.00

5.00

4.00

3.00

5.00

4.00

3.00

F
（P）

0.525（0.597）

5.266（0.010*）

3.641（0.037*）

0.755（0.478）

3.099（0.580）

4.854（0.014*）

1.688（0.200）

2.439（0.103）

2.030（0.147）

9.700（0.000***）

12.759（0.000***）

4.157（0.025*）

7.806（0.002**）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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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分析

（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整体

处于中等水平

从分析结果来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

动质量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感支持领域

得分最高，班级管理次之，教育支持最低，这与国

内外师幼互动质量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10］。

在评估十个维度得分方面，情感支持领域四

个维度的均值得分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积极

氛围的得分最高，这表明，在幼儿园半日活动情

境下，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更多地表现

出积极的情感，温暖的、相互尊重的、分享的语言

与非语言互动交流，具有温馨的、支持性的互动

关系。消极氛围为反向计分，该维度的较低得分

表明，教师在与幼儿日常互动的过程中，较少出

现负面情绪（如易怒、愤怒、语气严厉、同伴攻击

等），且较少通过叫喊或者威胁的方式对幼儿进

行控制。教师敏感性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这表

明，在大部分情况下，教师能够意识到幼儿的生

理与心理需求，并通过提供支持、安慰、鼓励给予

回应，有效地帮助幼儿解决问题以及担忧。关注

学生的观点均值处于中等水平，在与幼儿互动

时，部分教师能够围绕学生的兴趣，灵活地开展

教学，对于幼儿的自主性以及幼儿主导课堂的行

为，给予相应的支持，鼓励幼儿自由地表达想法、

观点。

班级管理领域三个维度的均值均处于中等

水平。其中，行为管理维度均值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幼儿教师能够提供

清晰的行为指令，具有较好的前瞻性、预见性，行

为管理没有占用太多学习时间。活动安排效率、

教学指导形式均处于中等水平，前者关注幼儿教

师是否能够通过管理教学时间与班级常规、提供

有益的活动，让幼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学习活

动之中，从而实现学习时间效率的最大化利用。

后者关注幼儿教师是否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材料、

形式、资源去提高幼儿活动的参与度，激发学习

兴趣，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

教育支持领域三个维度的均值均处于较低

水平，其中，认知发展维度得分最低，这表明，在

幼儿园半日活动情境下，大部分幼儿教师较少组

织能够鼓励幼儿分析和推理的活动，较少为幼儿

提供发挥创造性以及形成自己想法和作品的机

会，且对幼儿所学知识与先前生活经验的联系关

注不够。反馈质量主要关注幼儿教师通过使用

支架式教学、暗示等方式进行引导，给予反馈的

程度，以及这些反馈是否能够扩展幼儿的学习与

理解能力，并且鼓励幼儿持续地参与学习。语言

示范评价教师运用语言刺激和教学策略的效果

及数量，例如开放式问题、自我对话、平行对话、

高级语言词汇等。在反馈质量、语言示范维度，

研究中幼儿教师在其下属评分指标方面，皆表现

出一定的问题，因而得分较低。

（二）情感支持与教育支持领域相关显著

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三大领

域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情感支持与教育支持领

域相关显著，相关系数为0.687。情感支持领域的

理论基础之一是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该理论认

为，当父母或者监护人给儿童提供敏感的、反应

及时的照顾时，儿童会对他们建立起积极的内部

工作模型，从而形成安全依恋。这些儿童充满自

信，更有可能和朋友及未来的伴侣建立起一种安

全和彼此依赖的关系［11］。

教育支持领域不关注课程或学习活动的内

容，而侧重于教师实施课程的方法——如何有效

地支持认知与语言发展［12］。在教学支持领域得

分较高的课堂中，教师使用讨论和活动来促进儿

童更高阶段思维能力、认知和理解的发展，而不

要求儿童死记硬背。教师使用语言刺激和语言

促进技巧，提供反馈以促进儿童的学习与理解，

并鼓励儿童在课堂活动中的持续参与［12］。

情感支持与教育支持领域相关显著，这与部

分研究结果相一致，对于面临学业失败风险的儿

童尤为重要。相关研究表明，一组表现出严重行

为和情感问题的学生，在一年级时给其提供高水

平的情感支持，其取得了与同龄学生类似的学业

成就，而接受低水平情感支持的学生，在学业方

面远远低于同龄学生［12］。

（三）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师幼互动质量呈显著差异

对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师幼互动质量三大领域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

班级管理领域，集体教学情境下领域的均值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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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生活活动，区角活动下领域的均值得分高于

生活活动，并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幼儿园

集体教学情境下，在国内幼儿-教师生师比相对

较高的情况下，教师需要对幼儿行为进行更多的

引导，对班级进行更多的管理，以促使教学活动

的顺利开展。与此相比，在区角活动中，较为关

注幼儿的自主选择性，更为注重幼儿在与环境的

交互作用中得以发展，而生活活动更为强调活动

中的过渡环节，是否自然、流畅、高效，幼儿一日

生活常规本身所具备的时间特性有助于幼儿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这可能是区角活动、生活

活动中班级管理相对较少的原因。这与陈婕在

《基于CLASS评估系统的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师幼

互动特点研究》一文中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

表明，在班级管理领域，教学活动、游戏活动、生

活活动三者的领域均值得分存在极其显著差

异［13］。此外，在教育支持领域，集体教学情境下

领域的均值得分高于生活活动，且存在极其显著

差异。目前，大多数幼儿园使用五大领域课程，

相比于生活活动，集体教学活动具有其本身所具

有的优越性——面向全体幼儿，能够较为高效地

完成教学目标，认知性目的较强，然而生活活动，

主要涉及幼儿进餐、盥洗、午睡等环节，其侧重于

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因此，在关注认知与

幼儿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教育支持领域，两者出

现极其显著差异，符合研究的预期结果。

对不同教学组织形式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师幼互动质量十个维度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

积极氛围维度，集体教学情境下维度的均值得分

显著高于生活活动，这表明，在幼儿园集体教学

情境下，幼儿教师与幼儿具有温馨的、支持性的

关系，有积极的情感与交流。在消极氛围维度，

生活活动均值得分显著高于集体教学情境，这表

明，在幼儿园生活活动环节，有更多的消极情感、

惩罚控制、不尊重、否定等消极行为的存在，这可

能与幼儿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差，幼儿

教师缺乏方法等有一定的关系。对认知发展、反

馈质量、语言示范维度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集

体教学情境下维度的均值得分均显著高于生活

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有

更多的机会去使用不同的策略鼓励幼儿理解，提

高幼儿的思维能力，能够通过回应幼儿以及幼儿

对于某个问题的回答，或者幼儿在作品中的进展

情况、活动参与度给予评定与反馈。此外，集体

教学活动中，教师有更多的机会与幼儿进行较为

频繁的语言交流，提出更多开放性问题，能够运

用“重复”、“拓展”、“使用高级语言”等策略来促

进幼儿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的发展，而这可能是

集体教学活动中语言示范维度的均值得分高于

生活活动的原因。

五、、对策与建议

根据对9所普惠性幼儿园、9个班级半日活动

情境下师幼互动现状的分析，基于相关数据统计

结果，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关注情感支持，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

基于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的

调查研究结果，师幼互动质量情感支持领域的均

值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情感支持

能显著地预测幼儿的社会技能发展［14］，关于情感

支持领域的理论观点认为，情感支持可以提高学

生在教室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能够允许学生探

索新奇事物、拓展经验、感受到自己与教师和学

校的联结，而这种联结可以促进学习动机［15］。这

与鲍尔比关于依恋理论“安全基地”的观点类

似。此外，当儿童处在温暖、敏感看护的儿童保

育和幼儿园环境中时，明显地表现出积极的行

为，当儿童处在更多关注和自主支持教育环境

中，会有更多对学校的积极感受，表现出更多的

动机、更喜欢参与课堂互动［16］。

情感支持领域的长远发展价值，值得引起我

们的进一步关注。通过为幼儿提供具有情感支

持性的环境，注重创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幼儿教

师与幼儿建立温馨、和谐、良好的师幼关系。中

国有句古话：“亲其师，信其道。”学前教育的主要

服务对象，作为身心各方面发展相对稚嫩的幼

儿，模仿能力强，向师性强。良好的师幼关系是

一切教学活动、游戏活动等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和基础，也直接关系着幼儿各方面的发展结果。

此外，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教师需要

提高自身在积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关注学生观

点维度下位指标的课堂行为，降低自身在消极氛

围维度下位指标的行为表现，从多个方面改善自

身的教育教学行为。观念决定行为，幼儿教师对

74



总37卷 李延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师幼互动质量：基于课堂评估评分系统的研究

于评估各项维度的学习、认识，有助于加深幼儿

教师对师幼互动质量重要性的理解，转变固有观

念。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关注教师关于师幼互动

的观点、教师的信念、态度等对师幼互动质量的

影响，通过改变教师的观点、信念和态度可以较

为有效地提高师幼互动质量［16-17］。

（二）强化班级管理，优化教育行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班级管理领域整体处于中

等水平。该领域理论观点——过程结果研究认

为，学生在有产出性的班级中参与度最高，而这

种参与度与学生的学习直接相关［18］。此外，在班

级管理水平较高的课堂上，儿童表现出更积极的

社会情感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当教师为幼儿提

供清晰的期望、有组织的活动以及有趣的材料

时，幼儿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技能，课堂组织与行

为能力呈正相关，与行为问题呈负相关［19］。

基于当下班级管理领域的发展现状，幼儿教

师进一步强化班级管理，明确班级管理在儿童发

展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在班级管理领域的三个

维度，提升自身的教育行为。具体来说，在行为

管理方面，幼儿教师需要为幼儿提供更加清晰且

一致的行为期望，提高自身的前瞻性，能够对幼

儿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以有效地防止问题行为的

产生与发展。在活动安排效率方面，幼儿教师需

要提高高效处理纷扰以及管理性任务的能力，关

注幼儿园一日活动过渡环节是否有序高效，尽量

最大化地利用时间，以更好地支持幼儿发展。在

教学指导方式方面，幼儿教师需要积极地采取行

动，使用大量的模式，包括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模

式，同时使用不同的材料有效地吸引幼儿的兴

趣，以鼓励、拓展幼儿的参与活动与课程。

（三）提升教育支持水平，促进幼儿发展

本研究中，幼儿教师教育支持领域得分普遍

较低，处于较低水平，而相关研究表明，师幼互动

中的教育支持能显著预测幼儿的语言和学业能

力［14］。教育支持领域的理论观点——支架式学

习理论认为，当成人为儿童提供许多表达现有能

力的机会，为儿童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提高其学习

能力时，儿童的认知能力才有可能得到发展［20］。

此外，已有研究证实，成人为儿童提供机会的多

少直接影响儿童元认知技能的发展，这些机会主

要包括儿童表达已有元认知技能的机会或者为

更加复杂的认知技能提供支架的机会［21］。

基于当下教育支持领域的发展现状，提升幼

儿教师的教育支持水平迫在眉睫。幼儿教师在

一日教学活动中，在进行课程、活动、游戏等方面

的设计时，应该有意识地思考、研究互动内容在

教育支持领域三个维度——认知发展、反馈质

量、语言示范上的体现。以认知发展维度为例，

幼儿教师需要探讨在活动中帮助幼儿思考如何

学习以及为什么学习的策略，所提出的大部分问

题或活动需要是开放型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否

能够促进幼儿分析与推理能力的发展，并鼓励幼

儿讨论与思考。幼儿教师需要经常为幼儿提供

能够发挥创造力和形成自己想法与作品的机会，

鼓励幼儿进行头脑风暴。此外，幼儿教师能够积

极地将幼儿所学过的不同知识点联系起来，并基

于幼儿先前的已有经验，融会贯通，将先前所学

知识与新知识结合起来。

幼儿教师教育支持能力的提升，不仅与教师

自身的学历、资质等有关，还与教师职后学习、实

践反思能力等有联系。因而，在一日教学中，幼

儿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去提升教育支持能力，以更

好地促进幼儿的发展与自身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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