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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行为观察能力是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学前教育师范生观察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本研究选取重庆市D高校，采取整群抽样对该校不同年级的学前师范生共277名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对六名学前教育师

范生及幼儿行为观察课程的授课教师进行质性访谈。研究结果表明：当前D高校学前教育师范生总体观察能力较低，尤其在

确立观察目的和记录观察信息方面亟待加强。学前教育师范生对观察方法的掌握情况受到年级、见实习时长和是否得到教师

指导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从高校、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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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hildren’s behavior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of normal students major⁃
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ability that normal students acquir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hil⁃
dren’s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earch sampled 277 students in D university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and six stu⁃
dents ofwhichwere selected randomly to join in an interview. Additionally，investigators also interviewed the lecturers in the module of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children’s behavior.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observational abilitylevel of these students in D university⁃
tended to be at a low level，particularly in the aspects of specifying the observation purpose and recording the information of children’s
behaviors，which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Besides，the researchers founded that the level of ability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like
students’grades，internship time and guidance from tutors. Accordingly，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
pects of universities，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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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已被世界许多发

达国家列为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例

如《美国杰出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第五项指出“教

师理解并灵活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对幼儿的行

为、社交活动等进行系统的观察、监控和记

录”［1］。英国《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提出“教师应观

察和评估儿童的发展和学习，并利用观察和评估

的结果确定下一步工作内容”［2］。其他发达国家

如澳大利亚、芬兰等国的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均有

类似的规定。我国201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强调：“教师应根据观察中幼儿的

行为表现，适当调整教育活动计划与内容，并给

出适宜的指导。”2012年颁发的《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给幼儿教师观察儿童的行为、学习

与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地指引，并对幼儿教师的

观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察能力逐渐成为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存在

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儿童行为观察的

认识不全面，在落实观察计划方面行动力不

足［3-5］；在掌握观察方法上，教师缺乏根据不同的

场景选择适宜的观察工具的能力［4］；在记录观察

信息上，教师在记录时缺乏根据观察目的筛选有

效信息的能力［4，6-7］，且记录内容的主观性突出，记

录语言缺乏客观性、科学性［4-5］。在分析观察结果

方面，许多教师缺乏对儿童行为进行分析与解读

的能力［8］。此外，朱佳慧、徐启丽、吴亚英等通过

调查研究，提出幼儿园教师的职前教育背景对其

儿童观察能力有显著影响，具体包含是否具有学

前教育专业学习背景，是否学习过幼儿行为观察

的相关课程以及见实习时间等［4，9-10］。

近年来，对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研究

也越来越多，不少学术论文都分析了师范生在明

确观察目的、撰写观察记录以及支持儿童方面存

在的问题［11-14］，但已有研究多从经验总结的角度

出发，或是对师范生观察记录文本的分析，较少基

于对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科学界定开展现

状的实证探究，更少有研究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师

范生观察能力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通

过调查法揭示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现状，

剖析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

的有效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师范院

校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观察能力培养的重视，

同时丰富儿童行为观察课程的研究与建设。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本研究参考吴亚英、郭力平等对幼儿园教师

观察能力的概念界定［4-15］，并且综合已有文献对学

前教育师范生观察能力现状的描述［12，16-17］，从师范

生观察能力培养的视角出发，将师范生的儿童行

为观察能力界定为确立观察目的、掌握观察方法、

记录观察信息，分析观察结果四个方面。（1）确立

观察目的：能够清晰地理解观察对于儿童学习与

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观察前能够明确观察目的，即

能够了解哪些是有价值、需要观察的行为或者情

景，并能通过理论知识进一步确定观察目标；其次

在记录时，能够依据观察目的筛选、记录有价值的

信息；（2）掌握观察方法：能够掌握基本的观察方

法如轶事记录法、事件取样法等，并能够根据不同

的场景、目的，选取适宜的观察方法；其次，能够掌

握观察记录基本的格式规范；（3）记录观察信息：

在记录幼儿的行为时，能够区分主观想法和客观

事实，保证记录语言的客观性与真实性；（4）分析

观察结果：对观察记录的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时，

能够考虑儿童行为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其它信息，

并基于理论知识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客观的分析与

评价；其次，能够基于理论的分析，根据幼儿的发

展需要，提供适宜教育策略。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重庆市D大学的大二、大三和

大四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为研究对象。D大学

是一所新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是其优势和特色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实践应用

能力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该专业的人才培

养方案和毕业要求里明确要求师范生“具备基

本的观察、记录与分析能力，能够基于对幼儿

的全面观察与专业分析，撰写幼儿学习发展与

成长的记录”，并且开设了专门的《幼儿行为观

察与分析》课程，有专门的幼儿园观察见实习

的安排。因此选取D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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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在D校学前教

育专业大二、大三、大四师范生共发放纸质问卷

共277份，回收问卷275份，回收率99.2%。剔除

无效问卷 33 份，有效问卷 241 份，有效回收率

87%，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此外，本研究还从问卷调查对象中分层抽取

不同年级（大二、大三、大四）各两名，总共六名学

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以及两名《儿童行为观察与

分析》课程的授课教师进行正式访谈。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

分类

男

女

人数

7

239

年级

分类

大二

大三

大四

人数

96

65

80

参与见实习的时长

分类

暂时没有参加

3周以内

4-6周

6-8周

9周以上

人数

9

145

54

15

18

（三）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综合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了解

学前教育师范生掌握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具体

情况。

1.问卷调查法

基于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界定，同时

参考吴亚英等学者对幼儿教师观察能力调查问

卷，本研究自编《学前教育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

能力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三大部分，一是

师范生的基本信息，二是师范生获得儿童行为观

察指导方面的情况，三是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

力自陈量表，量表包含确立观察目的、掌握观察

方法、记录观察信息、分析观察结果四个维度，共

计18题（其中3、5、9、10、11、14为反向题目），并

以李克特五分量表的方式进行计分。经检验，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4，表明信度较高。经

过多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了Q15、Q13、Q2三

道具有多重负荷且负荷值比较接近的题目和

Q14、Q1两道因子载荷低于0.6的题目，最终保留

了12道题目。共提取4个公因子，累积解释总变

异的68.287%。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各拟合指

标均达到标准，且各维度的因子负荷均在0.5以

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综上所述，问卷

的结构效度良好。

2.访谈法

本研究在参考已有文献基础上编制《师范生

儿童行为观察能力访谈提纲》（分为师范生版与

授课教师版）。师范生版访谈提纲主要包括师范

生对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认识、观察记录与分析

过程的实施、观察时遇到的困难、师范生观察能

力的提升四个维度。授课教师版访谈提纲主要

包括课程目标、教学方式、学生掌握观察技能的

情况、教师授课时遇到的困难、师范生观察能力

的提升五个维度。

图1 问卷结构效度检验

3.数据收集与处理

对于问卷回收的数据，采用SPSS24.0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从确立观察目的、掌握观察方法、

记录观察信息、分析观察结果四个维度进行统计

分析。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从师范生年

级、见习时间、获得教师观察技能指导情况三个

方面分析学前教育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存

在的差异。

访谈过程经被受访者的同意后进行录音，在

事后进行了文字转录和编码处理。对六位受访

的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访谈资料，依次编码为S01、

S02、S03、S04、S05、S06。对两位受访的《幼儿行为

观察与分析》课程授课教师的访谈资料，分别编

码为T01、T02。

三、研究结果

（一）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总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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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低，不同维度的能力水平相差较大

统计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均分在 3-4 之

间，依据问卷等级，介于“不确定”与“比较符

合”之间；各因素平均得分均在2-4之间，也介

于“比较不符合”与“比较符合”中间。因此，可

以看出当前D校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

水平总体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表2可

知，不同维度间的平均得分差距较大，分析观

察结果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掌握观察方法，比

其他维度平均分高出1.1以上。记录观察信息

与确立观察目的得分均低于 3，确立观察目的

的得分最低。
表2 学前教育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总体及

各维度的描述统计结果

维度

确立观察目的

掌握观察方法

记录观察信息

分析观察结果

总体

最小值

1.00

1.00

1.00

1.67

1.197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4.750

中值

2.33

3.75

3.00

4.00

3.25

题平均分

2.49

3.66

2.95

3.95

3.32

标准差

.82

.79

.98

.57

.46

（二）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各维度

水平描述

1.基本了解常见的观察方法，但对选择合适

观察方法和记录基本要素的掌握较弱

由表3可知，在掌握观察方法能力维度，D校

学前师范生对于不同种类观察方法的了解情况

相对较好，依据具体目的选择适宜观察方法次

之，对一份完整的观察记录的组成要素的掌握情

况得分最差。
表3 学前教育师范生掌握观察方法能力现状

了解不同观察方法

知道不同观察方法的
优缺点

能根据观察目的选择
合适的观察方法

知道一份完整的观察
记录包含的要素

最小值

1

1

1

1

最大值

5

5

5

5

平均值

3.78

3.68

3.63

3.54

标准差

1.057

.933

.848

.995

2.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宜的角度进行观察，筛

选和捕捉关键信息的能力较弱

由表4可知，在“确定观察目的”维度所有题

目的均值低于3，在明确观察目的方面，D校学前

师范生常常感到疑惑，不知道幼儿的哪些行为有

价值，如何选取适宜的角度进行观察。在信息筛

选方面，师范生常常不能捕捉到重点信息，记录

的内容冗杂或者过于简略。
表4 学前教育师范生确立观察目的能力现状

知道哪些行为值得观察

在观察时知道选取合
适的角度进行观察

在记录时知道应该记
录幼儿的哪些行为

最小值

1

1

1

最大值

5

5

5

平均值

2.56

2.41

2.51

标准差

.999

.954

.962

注：所有反向题目均已转换为正向题目进行计分

3.观察和记录时易受主观感受影响，记录语

言缺少客观性

由表5可知，D校学前师范生在记录儿童行

为时容易被主观感受所影响，描述的语言缺少客

观性。具体来看，该维度的所有题目均值均低于

3，可见多数师范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较好

的客观描述的能力。
表5 学前教育师范生记录观察信息能力现状

在观察和记录时不会
受到对幼儿第一印象
的影响

在记录时不会把主观
想法和客观事实掺杂
在一起

最小值

1

1

最大值

5

5

平均值

2.93

2.97

标准差

1.158

1.087

注：所有反向题目均已转换为正向题目进行计分

4.解读幼儿行为时具有一定的儿童视角，并

具有提出相应教育策略的意识

由表6可知，该维度的三道题目均值都接近

于4，趋于“比较符合”，表明D校学前师范生具有

一定的从儿童角度解读观察信息的理念，在分析

信息时基本能够从儿童的角度考虑行为发生的

原因和环境，也具有观察之后进一步提出教育策

略的意识。
表6 学前教育师范生分析观察结果的能力调查表

在观察过程中会探索
幼儿行为产生的原因

在分析时会综合考虑
幼儿行为发生时周围
的环境

在观察后会根据情况
提出有助于其发展的
教育策略

最小值

1

2

1

最大值

5

5

5

平均值

3.86

4.06

3.89

标准差

.751

.592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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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差异

性分析

1.不同年级师范生掌握观察方法的能力存在

显著差异，其他维度差异不显著

从表7可知，D校不同年级学前师范生在掌

握观察方法方面的能力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P＜0.01），在确立观察目的、记录观察信息以及

分析观察结果三个维度差异并不显著。通过SNK

检验发现，大三、大四师范生掌握观察方法的能

力水平均显著高于大二师范生（表8）。

表7 学前师范生的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在年级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确立观

察目的

掌握观

察方法

记录观

察信息

分析观

察结果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二

大三

大四

平均值

2.96

2.54

2.56

3.11

4.08

3.96

2.83

2.97

3.08

3.84

3.99

4.02

标准差

0.708

0.843

0.915

0.697

0.670

0.578

0.879

1.111

0.991

0.521

0.520

0.656

F值

1.090

55.479

1.397

2.551

显著性

0.338

0.001*

0.249

0.080

表8 学前教育师范生掌握观察方法能力

在年级的SNK检验

年级

大二

大四

大三

显著性

1（平均值）

3.11

1.00

2（平均值）

3.96

4.08

.26

2.经历不同见实习时长的师范生掌握观察方

法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9 可知，经历不同见实习时长的 D 校

学前师范生在观察方法的掌握上具有极其显

著性差异（P＜0.01），在确立观察目的、记录观

察信息、分析观察结果三个维度上无显著性差

异。通过SNK检验进一步检验发现，经历了4-

6周、6-8周、9周以上的见实习时长的师范生对

于观察方法的掌握水平整体上显著高于见实

习时长为3周和没有参与过见实习的师范生，

同时，见实习时长为三周的师范生对观察方法

的掌握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参与过的师范生（见

表10）。
表9 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在见实习时长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确立观

察目的

掌握观

察方法

记录观

察信息

分析观

察结果

实习时间

无

3周

4-6周

6-8周

9周以上

总计

无

3周

4-6周

6-8周

9周以上

总计

无

3周

4-6周

6-8周

9周以上

总计

无

3周

4-6周

6-8周

9周以上

总计

平均值

2.81

2.42

2.65

2.53

2.39

2.49

2.94

3.47

4.00

4.03

4.19

3.66

2.50

2.88

3.20

3.07

2.89

2.95

3.85

3.88

3.97

4.18

4.15

3.94

标准差

0.988

0.760

0.939

0.722

0.857

0.818

0.846

0.791

0.629

0.558

0.474

0.787

0.707

0.962

1.026

0.961

1.092

0.984

0.242

0.552

0.655

0.375

0.659

0.573

F

1.202

11.123

1.660

1.741

显著性

0.311

0.001*

0.160

0.142

表10 经历不同见实习时长的师范生的观察方法

掌握能力的SNK检验

无

3周

4-6周

6-8周

9周以上

显著性

1（平均值）

2.94

1.000

2（平均值）

3.47

1.000

3（平均值）

4.00

4.03

4.19

.684

3.是否获得指导对师范生观察方法的掌握情

况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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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获得不同指导情况的师范生观察能力的独立样本t检验

确立观察
目的

掌握观察
方法

记录观察
信息

分析观察
结果

是否获得老
师在观察方
面的指导？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均值

2.5934

2.4289

3.8516

3.5367

3.0385

2.8933

3.9304

3.9422

标准差

0.89139

0.76689

0.70413

0.81223

0.97534

0.98918

0.68766

0.49267

t

1.517

3.065

1.11

-0.143

显著
性

0.131

0.002*

0.268

0.886

由表11可知，D校学前师范生在见实习期间

或结束后有无获得针对幼儿观察的指导，对于师

范生观察方法的掌握水平有极其显著影响（P＜

0.01）。有获得指导的师范生掌握观察方法的能

力水平显著高于没有获得指导的师范生。然而，

师范生有无获得观察指导对于其他三个维度的

能力并无显著影响。

四、讨论与分析

（一）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现状

分析

本研究表明，当前D校学前师范生观察能力

总体水平不高，无论是观察目标的确立，观察方

法的掌握，观察信息记录还是观察结果分析的能

力，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在确立观察目的方面，D校师范生认为

根据观察目的筛选有价值的信息是观察过程中

的巨大难题，“感觉走到幼儿园的环境里什么都

在看，却什么也记不下来”（S02）。刑林宁提到，

师范生观察案例的价值性缺乏，儿童什么行为值

得观察，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记录儿童的行为常常

困扰着师范生［12］。学者蔡文敏也指出，师范生对

儿童的观察随意性大，观察缺乏深度，进而导致

对幼儿主观的评价与分析［14］。因此，本研究与现

已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通过访谈也发现，师

范生明确表明观察见实习时确定观察目的随意

性较大，比如，“感觉学校的见实习还是少了些。

并且自己对很多理论仅仅是有个模糊的印象，并

没有完全深入地理解，还不能够运用自如。在刚

进班时，我会更偏向于去观察孩子的那些我比较

熟悉的行为，而较少观察其他我不熟悉的”

（S04）。

其次，经调查发现D校学前师范生记录观察

信息的能力有所欠缺。具体表现在，在记录幼儿

的行为时容易被主观感受影响，以及不能很好地

辨别描述性语言与推断性语言。比如，师范生在

描述孩子的行为时可能会用“喜欢打人”，“好

动”、“孤僻”等推断性语言进行描述，或者对所描

述的孩子贴标签。也有师范生表示，在描述孩子

行为时，针对所观察的孩子的行为，使用准确恰

当的词语进行描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行

为感觉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词语去描述。并且

在记录时，也会比较担心自己选择的词语是否足

够准确地描述了孩子当时的行为和神态”（S05）。

第三，在分析观察结果方面，本研究发现，D

校师范生常常会被主观印象所干扰，对于科学、

客观地分析儿童的行为常常感到困难。比如，受

访师范生谈及“我感觉一到幼儿园现场，我在课

堂上学到的知识就不起作用了。那个孩子为什

么会哭，是为了吸引老师的关注，还是情绪失控，

或者其他……这些我认为都是需要在实践中才

会慢慢累积起来的经验，与观察课学习到的关联

不大”。教师则谈及“多数师范生对于儿童发展

理论，儿童行为观察要点不熟悉，更多的是感性

的分析，而不是根据科学的理论下结论”（T02）。

也有受访师范生表示，“对孩子的第一印象常常

会影响我去解读孩子的行为”（S03）。方银夜

（2020）也认为学生容易从个人情感、对孩子的偏

好以及生活常识去解释儿童的行为［11］。

第四，D校师范生在掌握观察方法方面的表

现相对较好，在访谈中大三、大四的4位受访师范

生都表示在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中，学习了

很多的观察方法与知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比

较重视学生对观察方法的练习。在D校的幼儿行

为观察与分析课程中，观察方法的学习占到了该

课程近一半的学时，该课程的目标主要围绕培养

师范生掌握基本的观察方法、运用观察方法开展

观察活动，以及在一日生活常规、教育教学活动

和游戏活动中灵活应用观察方法来展开。基本

的观察方法包括描述观察法、取样观察法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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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等，这些方法因为带有强烈的“科研”色彩

与教育科研方法课程基本趋同，一位受访教师表

示：“《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里已经把观察

法专门提取出来学习了，那么在教育科研方法课

程上就可以略过”。（T01）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

该课程定位和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出现的偏差。

王烨芳也指出《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的歧

义之一是将此课程视为描述法、取样法等观察方

法的介绍，而忽视对儿童行为的解读［18］。因此需

要进一步重新明确《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的课

程定位及教学内容。

（二）学前师范生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影响

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师范生年级、见实习时长和

是否获得教师的观察指导能够显著影响其掌握

观察方法的能力水平。首先，大二学生还未开设

儿童行为观察的课程，对观察方法的了解较少。

正如一位受访学生提到：“现在我们大二还没有

开设与儿童行为观察相关的课程，所以对于具体

观察方法还是一头雾水。我想未来上了相关的

课程以后，会对于不同类型的观察方法会有更加

清晰的认识。”（S02）钱兵、王烨芳等学者也表明

观察课程开设对于师范生观察能力提升的必要

性［16］［18］。

其次，大三、大四相对大二的学生来说，有更

充足的见实习机会，因此大三、大四的学生有更

多的时间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观察方法开展观

察，能够更加充分地掌握不同观察方法的优缺

点。一位《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的授课教

师谈到：“缺乏充分的见实习机会是教授儿童行

为观察课程的主要困难之一。因为我们的见实

习常常是安排在春季学前，而有些年级的课程开

设在秋季学期，这些学生学一个学期的儿童行为

观察课都接触不到真实的幼儿，这是非常影响教

学效果的。”（T01）也有学生表示:“希望开设观察

课的学期也有见实习的安排，有更多入园实践的

机会。这样学习到的观察方法就不仅停于书本，

能够去实践所学到的观察知识，真正的内化吸

收。”（S03）蔡文敏、卢俊勇都提到，灵活和充足的

见实习安排是师范生习得观察信息整合与分析

能力的条件之一，从对观察材料的分析、思考以

及对儿童行为的支持策略，最后看到策略的效果

都需要时间［14，19］。

此外，本研究还表明，在观察实习过程中得

到教师针对性的指导的师范生，在观察方法的掌

握方面表现更好。有受访师范生提到：“如果学

校能够与实习基地充分沟通，让幼儿园的带班老

师给我们实习学生在观察儿童的技能方面进行

指导就好了，这样不仅仅在观察课上能够学到观

察孩子有关的理论知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有老

师的针对性指导。”（S03）也有学生谈及：“感觉实

习有统一布置的观察任务，尽管我们最后都完成

了，见实习的带队教师似乎也不会对于作业进行

点评。”（S06）通过学生的访谈内容可以知道教师

的指导能够给予师范生实践与应用观察方法的

反馈，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在实践观察、记录儿童

行为时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师范

生对不同观察方法的掌握。正如卢俊勇指出，教

师的指导是师范生有效实习观察的关键因素，教

师的建议有助于师范生筛选并深入分析观察材

料的价值信息，反思哪些信息与师范生感兴趣的

问题是有价值的，哪些信息是无用的［19］。

五、对策与建议

（一）学校方面：明确《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

的课程定位，并优化观察见实习的安排，加强指

导与反馈

观察应该是教师活动组织与指导、游戏设计

与开展以及课程决策的基础，教师如何组织活

动，如何开展游戏，如何设计课程，应基于对儿童

观察的结果。因此，观察能力的培养应该是活动

导向的，应该是根植于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对儿童

行为的观察与具体问题的解决。建议高校学前

教育专业进一步明确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

的目标定位，调整课程内容。具体来说，应该弱

化在儿童行为观察课程中对“观察法”、“观察技

术”的学习，加强培养师范生在实际的教育教学

情境中如何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幼儿在学习、

生活和游戏等多方面的行为，并将其与幼儿园游

戏、幼儿园课程、五大领域活动课程等紧密结合，

形成以儿童行为观察能力培养为基础的课程群。

在见实习的安排上，建议高校为师范生提供

更多的下园见实习的机会，并渗透在师范生整个

大学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多接触、了解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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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融会贯通在校所学习的观察理论知识，在

真实的观察场景中，学习如何筛选有效的观察信

息，练习快速有效地记录，以及学习如何准确地

解读幼儿的行为。其次，在见实习的整个过程

中，学院可以安排不同类型的老师给予师范生观

察技能的指导。在见实习前，学院可以邀请一线

专家为师范生做相关的讲座。在见实习期间，为

师范生安排高校教师和幼儿园一线教师两类指

导团队，为师范生提供在教育现场的即时指导和

答疑解惑。

（二）教师方面：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突

出课程教学的“实践反思取向”，并加强课程资源

建设

在当前儿童中心课程模式成为主流的背景

下，幼儿园尤其需要能够基于具体、真实的教育

情境，调动丰富的经验、知识储备对儿童行为做

出准确观察与判断的教师，这种专业直觉是在反

复的实践和反思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建议儿童

行为观察与分析课程的授课教师以反思性实践

理念为导向来改革教学，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

式。比如，教师可以通过视频或文字等方式来呈

现典型案例或者借助学生在教育见实习中观察

到的真实事件，引导学生进行小组探究和讨论交

流，不同的观察和分析视角相互碰撞，不同观察

记录用语进行比较与区辨，激发学生反思和总结

经验，同时引导学生学习理论知识，深化和拓展

相关的经验，在内化吸收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在

真实的教育场景里实施观察，然后再通过进一步

的反思来促进观察能力的提高，这与对分课堂教

学模式（PAD）［17］的指导思想基本一致。还可以变

革课程教学组织形式，邀请教育专家、幼儿园一

线教师、教研员等到课堂里开展观察案例的对话

与讨论，拓展学生观察的知识与经验。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师范生观察实践的

经验不足是制约其观察能力的重要因素。这一

方面反映出见实习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

明了课程资源建设匮乏的问题。建议该课程的

教师团队加强课程资源开发，通过在幼儿园一线

教育场域里收集真实、典型，带有引发认知冲突

特点以及具有一定的教育原则的案例情境，通过

视频、文字等形式保存，一方面可以为课堂的案

例教学、讨论学习提供素材，另一方面通过课程

云平台的资源分享，为学生进行观察和反思的练

习创造条件。此外，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远程

视频录播教室，与幼儿园开展合作式的教研活

动。师范生在学校教室里观看幼儿园里幼儿的

活动，然后组织课堂的讨论、分析与反思，幼儿园

教研团队从一线实践的角度进行反馈。这种新

型的智慧教室和教学组织形式能够丰富师范生

的见实习形式，促进其观察能力的提升。

（三）师范生方面：多观察、多练习，坚持写观

察记录与反思，建立个人观察档案

在日常生活中，建议师范生抓住生活中每一

次观察儿童的机会，实践、思考所习得的观察方

法，并多与有经验的教师沟通，达到理论结合实

践的内化。除此之外，师范生也可以通过利用网

络和图书馆等资源，查阅一些关于儿童行为观

察、儿童发展理论的文献资料，以及相关书籍，夯

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建议师范生坚持写观

察记录，将观察记录形成个人的档案，作为专业

学习的轨迹。师范生经常性地研读自己的观察

记录，了解自己教育理念和心态的变化，反思自

己教育行为的不足，以调整自身的教育行为，更

好地支持儿童的学习与成长。同时，在长期、反

复的记录过程中，师范生的记录能力、文字功底

都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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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之处，城市也应该借鉴农村的优势，促进城

乡学前教育的均衡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加强城

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利用互联网手段把城市丰

富的资源和农村独特的资源进行整合，保证资源

广度的同时，兼具中华民族特色，促进幼儿社会

性的深度发展。城市幼儿不应局限于钢筋水泥

中成为“温室的花朵”，农村幼儿也不再“坐井观

天”。另一方面，也应打破农村和城市的地域限

制，加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在农村幼儿园

与城市幼儿园之间，农村幼儿园教师与城市幼儿

园教师之间，农村幼儿家长与城市幼儿家长之

间，农村幼儿与城市幼儿之间以及农村的社会教

育环境和城市的社会教育环境之间加强沟通与

交流。通过开展相关活动，让城乡幼儿体验到不

同的形式和内容，城市幼儿要在紧张的竞争氛围

中学会自我调节，锻炼自己的坚韧意志并形成良

好的同伴关系；农村幼儿也应在独特的环境中培

养完整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在不断的交流

中体验社会关系的快乐并形成积极的竞争观

念。城乡协调、相互借鉴补充，共创城乡幼儿社

会性发展的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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