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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友善是儿童必备的道德品格，对儿童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友善的词源、对象及其当代意

义的分析，我们认为幼儿友善是出于内心的善意而表现出的与人、与自然亲近友好的态度及其行动。基于道德心理结构，幼儿

友善包含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四个心理成分。依据友善的行为过程，四个心理成分可被整合为认知、情境和行动三个要

素。幼儿友善在对象延展机制上表现为以自爱为起点，以友爱为核心，以友善为扩展。幼儿时期的价值观学习在个体终身价

值观发展中的奠基作用、幼儿先天的道德本能以及幼儿社会交往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幼儿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意义。幼儿友善价值观教育应在对话教育中增强友善认知，在关系体验中激发友善情感，在问题情境中磨砺友善

意志，在一日生活中践行友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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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s and Ways of Child Educ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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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iendliness is a necessary moral character for children，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happy lif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tymology，object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friendliness，we propose that chil⁃
dren’s friendliness is the attitude and action of being close to people and nature out of inner goodwill. Based on the mo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children’s friendliness includes four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cognition，emotion，will and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friendly behavior process，the four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ree elements: cognition，situation and action. In
the object extension mechanism，children's friendliness takes self-love as the starting point，friendship as the core and friendliness as
the expansion.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value learning in the early childho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lifelong values，the innate
moral instincts of children，and the actual needs of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determine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
ing the friendliness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in the early childhood. According to children’s mo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children’
s moral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ldren’s friendship core values education should strengthen friendly cogni⁃
tion in dialogue education，stimulate friendly emotion in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harpen friendly will in problem situation，and prac⁃
tice friendly behavior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socialism core values；friendship；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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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在中西方哲学思想中均有着悠久的思

想根源。我国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慈爱

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中都蕴涵着丰富的友善意

蕴，“友善”是重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西方研

究中与友善相对应的词是“friendship”，一般被翻

译为“友谊”或“友爱”，其在思想内涵上，基本能

与中文的友善保持对应关系［1］。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哲学家都曾对“友爱”

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友爱既是个体幸福的重要

构成部分，又是能将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凝聚结合

起来之不可或缺的伦理纽带。2001年，中共中央

印发《公民道德建设与实施纲要》，首次将友善提

升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2012年，党的十八

大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

善被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

价值准则之一。友善既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是

个人的道德品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

大道德力量。“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描绘了友善核心价值观所期

冀达到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愿景。在这一愿景中，

“小”是被尊、被爱、被友善对待的重点对象。然

而，友善在本质上是互动和互利的，每一个个体

都应该既是友善的受益者，又是友善的施与者，

幼儿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践行者。学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要阵地之一，学前阶段是个体价值观形

成的初始阶段，是个体终身价值观发展的奠基阶

段，学前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不可缺位。

一、幼儿友善的样貌描摹：内涵、结构与

发展阶梯

（一）友善内涵的多维透视

在词源上，“友”的甲骨文写作 ，由两个向

着相同方向、相互交织的“ ”字组成，如同人的

双手，表示握手结交。《说文解字》解释：“友，同志

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二又相交”即二人

像左右手一样，相互依赖、协力互助。友的基本

含义为，相互协商、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善”的

甲骨文写作 ，由 （羊，即“祥”）和 （目，眼睛）

构成，表示眼神安祥温和，所谓“慈眉善目”。“友”

和“善”二字结合，描绘了一种人与人相互交往、

协力互助、亲切祥和的相处状态。在日常语义层

面，友善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的友好行为

和友好和善的相处状态，简单地说就是“与人为

善”。人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在几乎所有的

生活实践中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人总是面临

着我与他人如何共处的问题，“友善”作为一种相

处之道即是回应。在人与人之间、不同团体与团

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人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友

好、有序、和谐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寻求冲突与斗

争，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友善在人与人交往行为

中的优先性。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友善是当

代中国塑造合格公民的行为准则和核心指标，既

是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品格、心性修

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共识，是维系社会团

结和谐的重要纽带。其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之间

应互相尊重、关心和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

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2］。但更普遍地看，人与

自然休戚与共，如果人类不能维护这种自然生态

系统，也是在破坏和阻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故

此，友善不仅要对人友善，而且还要按照生态文

明的要求，友善地对待自然［3］12。

考察友善指涉的对象，发现无论是在古代中

西方哲学思想中还是在当代对友善的研究中，

“友”所指涉的对象都远非无血缘关系的朋友。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友爱”的时候，不仅包含无血

缘关系的朋友，而且关涉到家庭成员之间乃至商

业伙伴之间、城邦公民之间的关系，用“友爱”来

涵盖一切人与人的爱。中国传统儒家“仁爱”伦

理思想（友善的精神文化资源）包含着自爱、爱自

己的亲人、爱因血缘亲疏而展开的其他亲人、泛

爱众、爱天地万物、爱自然界的丰富内涵［4］。在当

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的研究中，蒋

玉娟，朱书刚，李荣和冯芸等学者都认为友善包

含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友善。基于对友善的词

源、对象及其当代含义的分析，我们认为，友善是

出于内心的善意而表现出的与人、与自然亲近友

好的态度及其行动。

（二）友善的结构要素

1.依据友善的道德心理结构

友善作为一种幼儿必备的道德品格，从个体

的道德心理结构上说，包括友善认知、友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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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意志和友善行为四个方面。友善认知是指

对友善的意义及其行为准则的理解，在与人、与

自然的交往活动中知道什么是友善的、什么是不

友善的；友善情感层面是指对符合友善内涵要求

的行为的喜爱和向往之情，愿意以一种友善的方

式与他人和自然相处并由衷地感到愉悦，而对不

符合友善规范的行为的不满和厌恶之情；在意志

方面是指为了能按照符合友善规范的方式行动

而有意识地控制行为、做出努力，比如，虽然有些

不舍，还是愿意将自己喜欢的玩具送给更需要的

小朋友；行为层面是指最终将符合友善规范的行

为付诸实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相结合的产

物。结合幼儿友善所指向的对象，友善的道德心

理结构在各维度上的内涵如表1所示。
表1 幼儿友善的结构要素

友善认知

友善情感

友善意志

友善行为

与人友善

理解我与父母、兄弟姐妹、邻里、同伴、朋友、老师
及陌生人等群体的关系，知道与这些群体交往的
基本行为规范

愿意与人交往，关心他人，喜欢并适应群体生活

能够为遵守与人友好相处的规范而克制自己的
不友善行为

能与他人友好相处，经常性地表现出关心、安慰、
分享、合作、帮助他人的行动并形成定势

与自然友善

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动
植物、自然和环境的原则和方法

关心爱护动植物，愿意亲近自然、保护环境

能够为遵守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规范而克制自
己的破坏性行为

能与自然友好相处，经常性地表现出关心、爱护动
植物、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的行动并形成定势

2.依据友善的行为过程

案例1：有一天，金莹和妈妈在小区附近的街

上散步。她妈妈正在逛附近商店的时候，金莹看

见了一个老乞丐，金莹就跑过去和妈妈说：“妈

妈，那个老爷爷好可怜，你能不能给他点钱？”妈

妈就警告说：“现在到处都是骗子，这个老爷爷可

能也是骗子，别信他。”但是金莹还是觉得老人太

可怜了，所以，她恳求妈妈帮助这位老人，最后妈

妈妥协了，就给了老乞丐一点钱。

在金莹帮助老乞丐的过程中，可能另外一些

孩子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并意识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有需要的人，或

者不知道如何把原则应用于现实。在金莹帮助

老乞丐的友善行为中，包含着知道我们应该如何

行动的认知性原则、能看见并实践这一原则的现

实情境以及基于对情境的理解和判断所做出的

行动。

图1 幼儿友善行为过程结构

首先，道德认知是友善的前提。幼儿正处于

道德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方面尽管道德发生学的

研究表明幼儿的天性中具有“善良”的道德本能，

但由于后天生活环境的复杂性，其内在的道德天

性可能被遮蔽和压抑，导致其“内心的善意”无法

自然释放；另一方面，幼儿由于道德判断力的缺

乏，加之社会上多元价值的林立，幼儿对何为

“善”何为“恶”还缺乏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认识，

因而，对“应该如何行动”的认知并非是自明的。

在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实验中，当幼儿观察到

的是对待充气人的攻击性行为榜样，幼儿也就习

得了“攻击充气人是我应该对待它的方式”，建立

了一种错误的认知。故此，幼儿的友善不能被动

倚赖于幼儿内心善意的自然流露，需要成人将友

善具化为与人、与自然交往时的行为准则，引导

幼儿逐渐理解、认同与内化。幼儿首先应该知道

在不同的情境下应该如何行动的准则，才有可能

作出友好善意的行为。如果社会标榜的是一种

嘲笑、讽刺、歧视乞丐的价值观，并教给金莹这样

的价值观，那她也很难在面临乞丐时心生怜悯。

其次，情境是激发友善情感的动力。情境中

包含友善行为的施动者和受动者，“同理心”是沟

通二者的桥梁。金莹帮助乞丐一方面是因为她

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乞丐的抽象原则；另一原

因是她亲眼所见他人的苦难，并激发了强烈的同

理心。对他人的境遇感同身受，对他人的遭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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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怜悯等情绪是个体继而做出安慰、关心和帮助

行为的前提。不能理解他人的需要与痛苦，也就

缺乏提供帮助的情感和动机。

最后，行动是友善认知、理解的集中体现。

善行是在友善认知和情感驱动下的具体行为

展现，包括言与行两个方面。善言即通过语言

表达的友善，比如关心、慰问、安慰是善言，而

责备、讥笑、恶语相向则不是善言。善行即要

做出实际动作，如果内心有帮助他人的意愿，

但最终没有通过外化的行为表现出来，友善也

并没有完整实现。

（三）幼儿友善的发展阶梯

1.关爱自己，自爱作为起点

友善，从爱自己开始。亚里士多德说：“一

个人首先是他自身的朋友，所以，人应当最爱他

自己。”［5］275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生来首先要

关心自己［6］154”。关爱自己是对其他群体友善的

起点和基础。自爱并非是在物质占有和精神愉

悦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是要与自己友好相

处，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并使自己成为值得他

人称赞的人。幼儿友善行为的产生一般取决于

两个条件：

第一，友善施动者必须相信自己的友善行

为是能够被对方接受的。如果一个幼儿自我感

觉在环境中是被接纳的，一旦其他幼儿遇到困

难，他可能会去接近同伴，积极主动地帮助别

人；如果一个幼儿觉得自己是被排斥的、被拒绝

的，就不会想要和人亲近因而也不会做出友善

行为。研究表明，那些被别人接纳承认的幼儿

比较容易产生友善行为，而被别人排斥的、不被

承认的孩子则不容易产生友善行为［7］。

第二，当幼儿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

人的，且自己的帮助是有价值的，才有可能产生

友善行为。而当一个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对他

人无足轻重时，那他在别人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就可能不会作出友善行为。对于幼儿而言，友

善的前提是形成自尊、建立自信，获得积极的自

我意识过程，这需要成人为幼儿营造一个充满

信任和安全感的环境，接纳并认可幼儿，使幼儿

在社会交往中有良好的自我价值感。

2.由己及亲，从自爱到友爱

幼儿获得良好的自我价值感是处理好各种

人际和社会关系的原点，由此点发散开来，紧

接着需要处理的就是自己附近环境中亲近的

人以及物的社会关系，这些亲近关系包括与父

母、兄弟姐妹、朋友、老师、同伴、与自己已经建

立起了情感联结的动植物等。亲近的对象借

着与幼儿关系的优势更易获得幼儿的情感。

友爱意味着幼儿要对身边亲近的人从“爱”这

一情感维度出发建立友好关系，包括对父母、

长辈的尊敬与爱戴；对朋友、同伴的和睦、分享

与互助；对动植物的关心与照料以及对无生命

物体的珍惜与爱护等。

3.由亲及众，由对亲近者到陌生者的善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

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幼儿不再生活在传统的熟人

社会中，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在当前竞争

激烈、道德冷漠和信任危机盛行的社会中，对陌

生人保持戒备和警惕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

种常识性戒律。这给幼儿友善价值观的培养带

来极大的阻碍，然而，友善教育最终是要培养具

有广博的、充满善意的对待人、事、物的胸怀的

人，唯有人们不止亲其亲，也能亲其众，才有可能

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此社会背景下，幼儿友

善价值观教育更为必要。要将友善之情扩展至

全体社会成员，全部人类，甚至所有生命物［8］。当

前，很多幼儿园的“云帮扶”、重阳节的敬老活动、

社会服务活动等都对培养幼儿对陌生群体的友

善很有帮助。

二、培育幼儿友善核心价值观的理据

（一）幼儿友善价值观教育为个体终身价值

观发展铺垫底色

从时间阶段上讲，儿童早期是个体价值观发

展的关键时期，人们在成年后的许多价值观和行

为习惯与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

系。梁启超先生在《论幼学》中说：“人生百年，立

于幼学”。儿童阶段的价值观教育对人一生的价

值观念具有铺垫底色的作用。在价值观学习中，

早期出现的重大失误，也许并不是完全无法纠正

的，但长大后想要纠正这一失误往往需要付出加

倍的努力。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所言：

“如果我们要改变某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或希望

加强某个民族的某种性格，我们必须把孩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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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从他们小时候就开始行动，因为能够在

成人身上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9］4“少成若天

性，习惯成自然”，幼年时期如果能养成良好的价

值观念，将为个体终身价值观发展铺垫底色。

党和国家在多个文件中也强调了幼儿时期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

起。”“从小抓起”是对个体价值观形成规律的深

刻把握，“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

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

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0］172幼儿时期核心价

值观教育具有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的意义。《关

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构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

化德育体系，其中，幼儿园被纳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德育的体系之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学前教育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担当。

（二）幼儿友善价值观教育是呵护儿童道德

本能的应然之举

友善是基于善良意志而表现出的对人与自

然亲近友好的态度和行动。善良意志，即善心，

是友善的行动得以发生的“道德土壤”。儿童早

期的心灵是否具备这样的“道德土壤”？道德发

生学的研究表明，人是具有道德性的生物，人的

天性中具有道德本能［11］。孟子有言：“人之所不

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

也。”［12］307良知是“天赋之知”，是人的道德本能，表

现为在道德情境中直接的、无意识的道德反应。

道德心理学领域多用“共情（empathy）”来表达“恻

隐之心”这种道德情感的涌现。研究表明，共情

在出生的早期就存在，学龄前儿童的共情表现明

显且发展快速［13］。从友善的情感发生机制来说，

友善从共情开始，以对象心灵间经由共情而发生

的互动交流为前提条件［14］。儿童早期以共情表

现的道德本能为友善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心理

基础和条件。但道德本能并不必然都能转换为

道德实能，它具有潜能的性质，需要后天的激发、

呵护与培育，故此，儿童早期道德教育尤为必

要。友善价值观教育是要通过合理的手段将儿

童本能中的善良意志激发出来，使其不断发育、

扩展，避免其在不良环境的压抑之下消失殆尽或

任由其自生自灭，这是呵护儿童道德本能的应然

之举。

（三）友善价值观教育是回应幼儿交往需求

的顺势之为

幼儿与生俱来具有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与亲

人的社会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与周围的

人和环境建立关系联结。弗洛姆指出：“与他人

联合一起，与他人相关连的需要是人的迫切需

要，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

题。”［15］24幼儿阶段已经具有和家人、邻里、同伴、

共同体、大自然等群体交往的需求和实践，三岁

的幼儿会与教师建立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依恋，

会骄傲地使用“我的朋友”，会对动物的死去感

到难过和不舍。在交往活动中，幼儿作为活动

的主体，常常面临着“我应当如何行动”的问

题。虽然幼儿常常在交往中表现出关心、合作、

分享、帮助、善解人意、安慰等友善行为，但与此

同时，儿童的交往世界中也经常会有恃强凌弱、

发生冲突、找替罪、取笑、攻击、排斥他人、虐待

动物等不友善的情况，这需要友善价值观来支

持幼儿的社会交往实践，友善价值观教育是回

应幼儿社会交往需求的顺势之为。

三、培育幼儿友善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一）在对话教育中增强友善认知

对话教育是教育主体之间以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和理解为基础，以寻求真知、意义创造和建

构个体完满的精神世界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种平

等交流、相互沟通的过程［16］。对话教育提倡教育

者与受教育者的平等互动，共同建构意义世界，

旨在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视域融合”。

儿童早期道德教育领域的硏究者指出，儿童早期

道德教育事倍功半，收效甚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儿童早期道德教育者常常将自己的意志和要求

强加于儿童，让儿童在不能完全理解道德规则内

涵的前提下，强迫他们识记一些生硬的道德律

令［17］。许多儿童甚至没有机会与成年人进行真

正的对话，他们之间有一些简单的交流，但多数

都是直接的指令。道德教育应该由传统以教师

为中心的单向度说教方法转变为师生平等的对

话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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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对话教育的特点在于对话的参与

者本身比话题更重要［18］147。也就是说，教师要将

幼儿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将儿童视为“小小道德

哲学家”，用儿童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他们的思

考方式和行为特点。早期阶段的幼儿虽然还不

能完全理解成人世界的道德规则，但他们以自己

的方式理解和认识着周围世界，并在社会交往活

动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认知和规则意识，成

人需要在理解幼儿既有友善认知的基础上，与幼

儿平等互动，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视域融合。

对话不只局限于语言上的交流，幼儿的表情、肢

体动作、作品等同样是幼儿内心世界的言说，也

是他们与成人对话的途径。教师可通过自由讨

论、协商合作、启发引导、绘画表征、游戏互动等

方式与幼儿开展关于“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和自

然相处”相关问题的对话，以使幼儿用他们自己

的知识工具去理解友善的含义、增强友善认知。

对话教育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积极倾听。教师善于龄听幼儿在与

人、与自然交往时所产生的观点、情绪、态度，尝

试理解他们，并将理解反馈给儿童。

第二，认可。儿童对友善的认知要经历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要尊重儿童现阶段处理自

我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只有接纳和认

可幼儿当前对友善的认知基础，才能以适宜于幼

儿理解水平的方式与其对话。

第三，协商与促进。当儿童出现不友善的行

为时，教师不急于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而是

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引导幼儿设身处地的

理解他人，在与幼儿的对话中帮助幼儿认识问

题，激发幼儿内在的道德潜力，与幼儿共同协商

解决问题并最终达成适宜的方案。由于对话过

程中充满了民主与平等、尊重与宽容、认可与欣

赏，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友善教育的过程。

（二）在关系体验中激发友善情感

关系体验是个体对“我”在关系中的经历所

产生的一系列情绪情感体验。关系体验包括作

为接受者的“客我”在他人或自然对待“我”的方

式中获得的情绪情感体验以及作为施与者的“主

我”在“我”对待他人或自然的方式中的获得的情

绪情感体验。研究表明，作为“客我”，那些被别

人接纳、认可的幼儿比较容易产生友善行为；而

被人排斥的，不被认可的幼儿则不容易产生友善

行为。作为“主我”，那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帮助

别人，认为自己的帮助有价值的幼儿才有可能产

生友善行为，而当幼儿感到自己对他人无足轻重

时，可能不会作出友善的行为［19］。可见，积极的

关系体验有助于激发幼儿的友善行为。

教育者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幼儿的关系体

验，以增进友善情感：

第一，建立民主、关怀的班级关系，辅助家

庭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引导幼儿亲近自然，

尽早让幼儿感受到来自父母、老师、同伴、朋友

的关怀、接纳和帮助，感受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和包容，体会他人和自然对我的友善。

第二，引导幼儿施与友善行为，并体验到

“我”的友善的价值。他者的痛苦和需要是施与

友善行为的重要时机，教师应该引导幼儿设身

处地得理解他人的痛苦和需要，在此前提下提

醒孩子给予关心和帮助，并积极认可幼儿的关

心和帮助对被关心和帮助者的重要意义，使幼

儿感受到我的友善的价值。

第三，帮助幼儿拓展其交往范围，丰富幼儿

的交往关系。只有在丰富的交往关系中才能有

丰富的关系体验。教师可在一日生活中，规划

幼儿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鼓励、支持

幼儿从同伴关系中拓展出更为自愿、持久和深

刻的友谊关系；通过故事分享、礼物漂流等方式

帮助幼儿建立与远方陌生人的联结，促进儿童

发展跨时空的理解、关心和帮助。带领幼儿体

验大自然，通过种植、饲养等活动建立与班级、

幼儿园或附近某些自然物的情感联结，引导幼

儿关心和爱护他们的生命，尊重他们的生活习

性和生长规律。

（三）在问题情境中磨砺友善意志

友善意志是为了履行友善责任，面对矛盾或

诱惑，能够克服困难、自我约束而坚持作出正确

选择的心理过程。友善意志在道德认知、情感友

善行为、品质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动力机制的作

用。研究发现，儿童道德责任意识很早就发展起

来，部分3岁的幼儿已经能够认知到即便家长允

许，也不能破坏道德规则［20］。这表明，幼儿的友

善意志获得了初步发展，然而，友善意志易受到

友善情感的影响。幼儿情感具有易冲动、易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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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影响的特点，加之幼儿的自制能力未得到良好

发展，因而幼儿的友善意志较为薄弱，他们时而

友善，时而将友善的规则抛之脑后，乖戾而又充

满攻击性。因此，需要提升幼儿的友善意志，以

提升幼儿友善认知、情感与行为上的一致性以及

友善行为的稳定性。

友善意志与克服困难有关，集中体现于在冲

突和诱惑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教师可以在幼儿

的游戏和生活中设置一些问题情境，鼓励儿童主

动思考和解决道德冲突，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幼儿

抵抗诱惑的能力，磨砺幼儿的友善意志。问题情

境应该源于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遇到的真实问

题，例如，“积木不够时怎么办？”“幼儿爱拥挤怎

么办？”“别人不小心打到我怎么办？”“别人需要

我们的帮助怎么办？”在问题情境中设置一定的

诱惑，幼儿实现友善意图可能面临损害自身的利

益或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自己拿不到积木、要

耐心排队，忍耐疼痛、奉献自己的物品等。需要

注意的是，磨砺幼儿友善意志需要遵循正面教育

为主的原则，当幼儿做出了不符合友善价值观的

选择，他们的不足应该被注意和改正，但是，教师

不能急于否定幼儿，而是了解幼儿作此决定背后

的想法。如果成人只是通过权威告知幼儿友善

的选择，那么幼儿将难以发展起内在的原则或抵

抗诱惑的能力。

（四）在一日生活中践行友善行为

友善行为是个体友善认知、友善情感、友善

意志的综合体现。对于道德行为的获得，亚里士

多德指出，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我

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

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21］36。幼

儿需经过反复学习与实践，通过做友善的事成为

友善的人。幼儿的一日生活中充满了践行友善

的契机，是幼儿友善行为的练习场，教师要善于

引导幼儿在一日生活中践行友善［22］。首先，教师

要有友善价值观教育的敏感性，及时关注并积极

回应幼儿在教学、游戏、生活活动中幼儿友善/不

友善的行为。例如，在教学活动中，关注幼儿对

他人分享的故事、发表的观点、完成的作品是感

兴趣的、欣赏的还是冷漠的、排斥的；在游戏中，

玩具不够时、机会有限时幼儿是交换、协商、轮

流、谦让、积极想办法还是充满暴力的；在生活

中，面对难过的、需要帮助的同伴是充满关心、愿

意帮助的还是冷漠的；对自然角的金鱼、蝌蚪、乌

龟等是充满关怀、愿意照料的还是破坏性的。当

看到幼儿友善的行为时，积极肯定和鼓励他们的

善良，加强和促进其成长，以使其成为固定的行

为和习惯；当看到幼儿不符合友善的行为时，引

导幼儿设身处地得感受对方的立场，和他们一起

协商适宜的解决方案；其次，根据幼儿的年龄特

点，在教学、游戏和生活中设置易于激发幼儿友

善行为的机会。比如，在教学中讲述处于危难或

痛苦境地的人或动物的故事，激发幼儿的共情和

安慰；设计需要合作和帮助才能完成的教学环

节，鼓励幼儿的合作与互助；在游戏中有意地控

制玩具、角色和机会等，以促进幼儿的协商、谦

让；在生活中鼓励幼儿与门卫、厨师、花工等群体

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他们的交往技能和感恩、尊

重的情感；最后，设计专门的友善实践活动，例

如，社区服务、种植和饲养活动、手拉手互助小

组，提供给幼儿践行友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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