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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信心影响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采用准实验和聚焦式观察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基于三角互证的增值评价

检验了绘本主题活动干预能否促进幼儿自信心发展。以天津市某幼儿园两个同质中班的55名幼儿为研究对象，其中实验班

28人，对照班27人。实验班进行为期8周、每周2次的自信心绘本主题活动干预；对照班保持如常教学，但在阅读区放置实验

所用绘本。研究表明8周的绘本主题活动干预后，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平显著提高，且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增值显著高于

对照班幼儿。研究从增值视角证实了绘本主题活动能够促进幼儿自信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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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confidence affect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und personality. In this study, a mixed research meth-

od combining quasi- experiment and focused observation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the intervention of picture book themed activities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of triangulation. 55 children from

two homogeneous middle classes in a kindergarten in Tianji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28 children in the experi-

mental class and 27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class. For 8 week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received the intervention of confidence-themed

picture book activities twice a week. The control class kept teaching as usual, with the picture book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being kept

in the reading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8 weeks’intervention of picture book themed activities, the self-confidence leve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self-confidence leve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ex-

perimental cla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class.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picture book themed

activit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from a value-added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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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信心是个体对自身的恰当肯定和确认，是

对自身能力、价值等作出客观、正向认知与评价

的一种稳定性格特征。它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

与其他人格系统密切联系、相互作用［1］。通过对

认知、动机及身心反应等若干中介过程的调节，

自信心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

展［2］。

3-6岁是个体自信心发展的关键时期。《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建议“关注幼儿的感受，

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鼓励幼儿自主决定，独

立做事，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3］。幼儿园教育

作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应为学龄

初期儿童自信心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能主动地参与各项

活动，有自信心”作为社会领域的首要目标，要求

幼儿园教育“为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长处和获

得成功的机会，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4］。然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已有理论与实

践研究［5-7］为幼儿自信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当

前我国幼儿自信心教育缺失问题仍十分普遍［8］。

这与缺乏开展幼儿自信心教育的有效抓手不无

关系。因此，在具体落实旨在发展幼儿自信心的

教学活动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绘本对幼

儿发展具有独特的本体价值和教育价值［9］，已有

大量研究证实绘本主题活动可促进幼儿发展。

那么，幼儿自信心教育可否以绘本为抓手？发展

幼儿自信心能否以绘本主题活动为实践路径？

在教育领域，增值主要指学习者经过一段时

间的教育后所发生的改变［10］。增值评价即指对

特定时间段内教育结果量（可以是学业成绩或其

他认知与非认知结果量等）变化（正负方向）及其

幅度（大小）的评价。本研究所关注的教育结果

量即为幼儿自信心水平。三角互证是提高研究

效度的有效策略［11］，本研究拟通过“资料收集的

三角互证”与“研究方法的三角互证”两种方式确

保研究效度。前者具体指收集来自教师的问卷

调查资料与来自研究者的聚焦式观察资料，形成

交叉验证；后者具体指使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

混合研究方法，进行方法间的相互印证。基于上

述分析，在已有研究［12］基础上采用准实验和聚焦

式观察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基于定量、定性

数据的三角互证，进一步从增值视角检验绘本主

题活动干预能否促进幼儿自信心发展。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为期 8 周，采用两组前后测准实验设

计。因变量为幼儿的自信心发展水平，自变量为

是否进行绘本主题活动干预。除实验班幼儿在

为期8周的研究过程中接受每周2次、每次20分

钟的自信心绘本主题活动干预外（对应时间对照

班幼儿由带班教师保持如常教学，研究者不做任

何干涉），实验班、对照班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的

生活、学习等其它方面均保持如常，不施加任何

额外干预。在8周的研究过程中，对实验班幼儿

进行聚焦式观察［13］，概要式记录特定个案在自信

心方面的表现及纵向发展。

（一）研究对象

以方便取样选取天津市某幼儿园为抽样框，

对该园所有中班进行前测，基于同质性检验筛选

出两个同质班级。之所以关注中班幼儿，主要理

由是：1）研究表明，4-5岁是个体自尊心和自卑感

协调发展的最佳时期，因而也是自信心培养的黄

金时期［5-7］；2）已有的研究多以中班幼儿样本为基

础［12］，以中班幼儿为研究对象可使研究结果更具

可比性。

随机选择其中一个班级作为实验班（28人），

另一班级作为对照班（28人）。由于对照班有一

男生在前后测之间的时间段内退园，故最终以两

个同质中班的55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班

男女生各14人，平均年龄为53.04个月，范围为41

个月至60个月，标准差为4.57；对照班男生18人，

女生9人，平均年龄为52.56个月，范围为39个月

至59个月，标准差为5.38。

（二）研究工具

1.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教师评定问卷

本研究采用王娥蕊、杨丽珠编制的《3-9岁儿

童自信心发展水平教师评定问卷》［6-7］（以下简称

《问卷》）作为因变量中班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的

评定工具。《问卷》包含自我效能感（15题）、自我

表现（7题）、成就感（4题）三个维度，共计26个题

项，均采用“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有点符合-比

较符合-完全符合”的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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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信度、分半信度、评分者信度、再测信度分别为

0.97，0.94，0.91，0.82［14］。《问卷》适用范围较广，已

有研究多以其为评定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的工

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研究中，请两位主、配

班教师（均自幼儿入园起即带班，熟悉班内幼儿

情况）分别独立使用纸质版《问卷》对任教班级的

全体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进行逐一评定。该《问

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在前测时为0.90，后测时

为0.92。

2.幼儿自信心图画书适宜性评分表

采用杨欢编制的《幼儿自信心图画书适宜性

评分表》（以下简称《评分表》）作为挑选绘本主题

活动干预材料的工具。《评分表》依据《问卷》而设

计，从适用年龄、适用于自信心培养的程度、适用

于自信心培养的维度三个方面对绘本进行评价，

可用于选择适合4-5岁中班幼儿使用的自信心主

题绘本［15］。基于目的取样，向幼儿园一线教师及

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发放电子版《评分表》，请评

分者依据自身经验，从绘本图画风格、文字语言、

故事情节和教学意义等方面综合考评。

3.用于自信心主题活动干预的绘本

借助《评分表》收集的评价数据，在16本备选

的中外自信心主题绘本中选定《点》《我们行》

《凯，能行》《我也可以飞》《丑小鸭》《猫头鹰喔喔

呼》《小马过河》《大大行，我也行》8本绘本作为用

于自信心主题教学干预的材料。

（三）研究程序

1.绘本主题活动干预的准备

提供《点》《大脚丫跳芭蕾》《凯，能行》《我也

可以飞》《大大行，我也行》《想吃苹果的鼠小弟》

《达芬奇想飞》《小螃蟹捕鱼》《丑小鸭》《长颈鹿不

会跳舞》《猫头鹰喔喔呼》《小马过河》《第一次上

街买东西》《跌倒了爬起来》《小绿狼》和《我们行》

共计16本反应自信心相关内容的中外绘本。向

幼儿园一线教师和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发放电

子版《评分表》，征询上述16本绘本是否适合作为

4-5岁中班幼儿自信心主题活动的教学材料，最

终确定前述8本绘本作为用于自信心主题教学干

预的材料。

基于选定的8本绘本主题，逐一进行主题教

学活动及其延伸活动的设计。设计的基本原则

为：1）在目标上，旨在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2）

在内容上，最大程度结合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育

目标；3）在形式上，包含绘本阅读、角色扮演、故

事讨论等多种形式；4）在分配上，1本绘本用于1

周的干预，共计8周；每周进行2次干预，分别是

基于绘本设计的主题教学活动，以及视绘本主题

教学活动开展情况而设计的相应延伸活动；每次

干预时长为20分钟左右。具体的绘本主题活动

及其延伸活动设计样例见表1。
表1 绘本主题活动及其延伸活动设计样例

主题名称：《相信自己，我能行》

活动目标：
1.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特点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每个人不完全一样而已。
2.愿意当众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3.相信并肯定自己的能力，敢于坚持自己的兴趣。

活动准备：
1.绘本《大脚丫跳芭蕾》及相应绘本PPT。
2.芭蕾舞演员表演的视频片段。

活动内容：
一、课堂引入

播放芭蕾舞演员表演的视频。
师：请小朋友们看一看这位演员在干什么？她跳的舞有什么特点，和我们平时跳舞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觉

得这样跳舞困难吗？我们一起站起来试一试（尝试踮脚尖）。如果踮着脚尖跳舞你们觉得困难吗？
二、故事讲述

阅读绘本《大脚丫跳芭蕾》至第8页，然后暂停绘本的阅读，与幼儿进行讨论。

三、故事讨论

1.这本书讲了一个关于谁的故事啊？

2.贝琳达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开心？

3.请小朋友们猜一猜贝琳达会怎么做呢？那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领域：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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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4.（从第9页起继续讲述故事《大脚丫跳芭蕾》）贝琳达不再跳舞了，你们觉得她开心吗？不开心，那小朋友们你们认+

为应该怎么鼓励贝琳达呢？

5.故事的最后贝琳达还在乎评委老师说什么吗？

6.她的脚丫还是很大，可是为什么她不再难过了呢？

7.小朋友们有没有想一直坚持做的事情呢？如果别人说你做不到，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咱们小朋友有好多喜欢做、

并且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下节课把这些事情画下来好不好？

延伸活动——区域活动角色扮演/绘画活动

区域活动角色扮演：课上和小朋友一起讨论如何分配角色以及表演工作的准备任务；课下请小朋友多次自主阅读此

篇故事，并将所需材料投放在活动区，供幼儿在区域活动制作相关道具时使用。

绘画活动：请幼儿自由绘画，画出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的事情，并在展示角向大家讲解自己的作品。

附：故事内容

贝琳达很喜欢跳舞，但是在一次芭蕾舞选拔比赛中，她被评委指责脚丫太大了根本不适合跳芭蕾舞，她对自己产生了

怀疑，离开了舞台到一家餐馆去当服务员。工作的时候，听到优美音乐的贝琳达不知不觉跳起了芭蕾，舞姿优美，让许多

顾客叹为观止，也因为这样的契机，贝琳达被乐队指挥邀请登上了大剧院的舞台。她不再怀疑自己，自由享受着舞蹈带来

的快乐。

2.预实验

正式实验开始前3个月，以方便取样在非正

式实验抽样框的天津市某幼儿园选取一个小班

和一个中班进行预实验。预实验内容为开展主

题教学活动及其延伸活动，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

班幼儿在集体教学中的实际接受能力及课堂配

合度，以检验教学活动设计的可行性。正式实验

设计的教学活动目标、内容难度应不低于小班下

学期幼儿的接受水平，且不超过中班下学期幼儿

的接受水平。经过2周的检验，确认研究设计的

主题教学活动及其延伸活动具有现实可行性，能

够与中班幼儿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3.评分者培训

前测前一天，使用参照系培训法（Frame-Of-

Reference Training，简称FOR培训）［16］对全体（共

计8位）将要使用《问卷》对班（共计4个）内幼儿

自信心发展水平进行逐一评定的教师评分者进

行培训，以确保评分者能理解和统一标准。

4.前测

请经过FOR培训的8位教师评分者分别独立

使用纸质版《问卷》对各自班内幼儿的自信心水

平进行逐一评定。分别对各班主、配班两位教师

的评定进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检验。若同一班

级两位教师评分者的评定显著相关且斯皮尔曼

等级相关系数大于0.70，则认为两位评分者的一

致性较高，可使用两位评分者所评分数均值表示

幼儿的自信心水平。在前测时，各班评分者一致

性系数介于0.89~0.91之间（均p<0.001）。其中两

个班级的幼儿自信心水平经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

无显著性差异［t(47)=-0.58, p=0.565］，表明在自信

心水平方面两班幼儿具有同质性，可作为后续研

究对象。

5.绘本主题活动干预的实施

正式开始实验前，研究者采取观察和记录的

方法［13］，用4周的时间熟悉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安

排及实验班幼儿的现有发展水平和特点。基于

观察与资料积累，研究者逐渐熟悉实验班场域，

进一步明确适合在实验班开展绘本主题活动的

教育方法和策略，结合实际微调了前述主题教学

活动及其延伸活动的设计，正式进入教师角色。

正式实验开始后，研究者依据进一步本土化

后的绘本主题教学活动方案对实验班进行每周2

次的活动干预（基于绘本设计的主题教学活动，

以及视绘本主题教学活动开展情况而设计的相

应延伸活动各1次），每次干预时长为20分钟左

右，共计8周。授课过程中，关注幼儿的学习状态

和兴奋点，出现教育机会时在把握教学主旨的前

提下进行拓展深化；对于年龄较小或能力相对较

差的幼儿，适当降低其活动任务难度，尽量避免

幼儿因失败而引发焦虑感，并及时给予幼儿支持

和鼓励。授课结束后，记录个别幼儿的行为表

现，并在课后及时进行反思，调整教学内容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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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下次授课做好准备。尽可能保持幼儿参与

课程的积极性和对绘本主题活动的兴趣。

在正式实验进行的8周内，实验班开展上述

绘本主题活动，并全程在阅读区放置全部8本所

用绘本；对照班由带班教师按照教学计划保持如

常教学，对照班的教学活动不受研究者任何干

涉，仅于开展研究的8周内在阅读区放置全部8

本实验班所用绘本，不施加额外干预。

6.后测

请实验班、对照班的4位教师评分者分别独

立使用纸质版《问卷》对各自班内幼儿的自信心

水平进行逐一评定。评分一致性检验及评分使

用方式同前测。在后测时，实验班、对照班评分

者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和0.90（均p<0.001）。

（四）数据处理

1.数据收集与管理

定量数据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定量

数据的获取基于电子版《评分表》，最终收到有效

答卷85份，其中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答卷15份，

一线教师答卷70份。在电子版《评分表》发布后

台将全部收回数据导出为 xlsx 格式文件，使用

Excel软件进行数据管理。第二部分定量数据的

获取基于前测8位、后测4位带班教师评分者填

写的纸质版《问卷》。经检查，所有问卷的填写均

较为认真，无规律作答、从一作答等情况，均认定

为有效问卷。由于问卷无反向计分题项，故直接

依照前述李克特5点计分法转录至Excel软件进

行数据管理。

定性数据的获取基于研究者在实施干预的8

周内进行的聚焦式观察，包括研究者在开展绘本活

动时的观察和课后记录，也包括在开展绘本主题活

动之外与儿童在一起时进行的记录、特定事件结束

后的记录、从日常活动中抽身出来进行的记录、反

思时的记录［13］等。受精力所限，研究者请实验班的

主、配班教师共同提名两位具有较大自信心发展空

间的小朋友（小Y和小H）作为聚焦式观察的主要

对象。本研究中的聚焦式观察旨在概要式记录［13］

开展干预的8周内小Y和小H在自信心方面的表

现，特别是他们自信心的各自纵向发展。

2.数据分析

定量数据的分析主要基于SPSS22.0进行了

信度分析，基于R4.1.1，Rstudio软件及相关R包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和效应量（Effect Size，简称ES）计算。定性数

据的分析则主要是基于聚焦式儿童观察记录的

文本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定量分析结果

1.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平有显著提升

首先基于配对样本t检验来考察实验班幼儿

自信心水平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提升。为

了便于比对自信心及其子维度评分的前后测差

异，分别以自信心及其子维度题项均分为因变

量，前测或后测为二分的自变量（组内因子）。关

于配对样本t检验ES（d）的计算，目前学界主要存

在两种观点：其一，配对样本t检验ES的计算应与

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同，如郑昊敏等人即持此观

点［17］；其二，认为配对样本t检验ES的计算应在独

立样本t检验ES计算公式基础上，对分母混合标

准差有所调整，如卢谢峰等人即持此观点［18］。本

研究依据二者公式［17-18］分别进行了计算，分别以

d1和d2表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前后测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变量

自信心

自我效能感

自我表现

成就感

前测（n=28）

M

2.77

2.63

2.51

3.75

SD

0.43

0.47

0.48

0.36

后测（n=28）

M

4.14

4.15

3.85

4.58

SD

0.35

0.37

0.49

0.20

t

-22.25***

-21.82***

-19.33***

-11.97***

d1

3.49

3.59

2.76

2.85

d2

4.28

4.11

3.62

2.3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实验班幼儿自信心及其子维度后测题项均

分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高于前测，实验班幼儿的

自信心水平有显著提升。参照科恩提出的关于

使用d评估ES的标准，即d=0.2，0.5，0.8分别对应

于t检验ES的小、中、大［19］，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

平的提升效应较大。但如前所述，4-5岁正处于

幼儿自信心迅速发展的关键期。配对样本t检验

得到的较大效应，包含着实验班幼儿自然发展的

结果，并非绘本主题活动干预的净效应。

2. 实验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增值显著高于对

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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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基于实验班幼儿后测自信心水平显著高

于前测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绘本主题活动干预的

有效性。在实验班、对照班前测自信心水平无统

计意义上显著性差异的前提下，考察实验班幼儿

自信心水平的增值（而非后测自信心水平）是否

显著大于对照班，对评估绘本主题活动干预的实

际效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分别以自信心及

其子维度题项均分的增值为因变量，实验班或对

照班为二分的自变量（组间因子），基于独立样本

t检验逐一评估实验班幼儿自信心及其子维度题

项均分的增值是否显著大于对照班。对于独立

样本 t 检验 ES（d）的计算，目前学界已基本达

成共识，以相应公式［17-18］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实验班幼儿自信心及其子维度题项均分的

增值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高于对照班，实验班幼

儿自信心水平增值显著高于对照班。ES计算结

果也显示，相较对照班而言，实验班幼儿自信心

水平的增值效应较大。这表明，在4-5岁这一培

养幼儿自信心的最佳阶段，开展绘本主题活动干

预有助于抓住儿童自信心发展黄金期，从而取得

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表3 实验班、对照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增值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变量

自信心增值

自我效能感增值

自我表现增值

成就感增值

实验班（n=28）

M

1.36

1.52

1.34

0.83

SD

0.32

0.37

0.37

0.36

对照班（n=27）

M

0.34

0.32

0.31

0.47

SD

0.34

0.39

0.39

0.47

t

11.38***

11.72***

10.11***

3.15**

d

3.09

3.16

2.71

0.8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基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所谓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即受试者被测量

不止一次。”［20］21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常见设计即

含一个组内和一个组间因子［20］214。从组间差异比

较的视角来看，方差分析（多于两组）可视作t检

验（两组）的发展。如前所述，本研究包含组内

（前、后测）、组间（实验、对照班）因子各一，只是

各因子均为两水平，可视作简化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设计。故可基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稳

健性检验。具体分别以自信心及其子维度题项

均分为因变量，逐一考察组间（实验、对照班）因

子与组内（前、后测）因子的交互作用是否显著。

结果如图1所示。

组内、组间因子的交互作用对自信心题项均

分［F(1, 53) = 129.00, p < 0.001, ηp
2 =0.72］、自我效

能感题项均分［F(1, 53) = 137.70, p < 0.001, ηp
2 =

0.69］、自我表现题项均分［F(1, 53) = 102.80, p <

0.001, ηp
2 =0.73］、成就感题项均分［F(1, 53) =

9.78, p < 0.01, ηp
2 =0.82］均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影响，实验班、对照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在前后测

之间的增值存在显著差异。参照科恩提出的关

于使用 η2 评估 ES 的标准，即 η2=0.010，0.060，

0.140分别对应于方差分析ES的小、中、大［19］，这

种交互效应是较大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

基于t检验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组间、组内因子对幼儿自信心题项均分的交互影响

班级
实验班
对照班

自
信

心
题

项
均

分 4.0

3.6

3.2

2.8
t1 t2

前（t1）后（t2）测

组间、组内因子对幼儿自我效能感题项均分的交互影响

4.0

3.5

3.0

自
我

效
能

感
题

项
均

分 班级
实验班
对照班

t1 t2

前（t1）后（t2）测

组间、组内因子对幼儿自我表现题项均分的交互影响

自
我

表
现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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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分

t1 t2

前（t1）后（t2）测

实验班
对照班

班级3.8

3.4

3.0

2.6

组间、组内因子对幼儿成就感题项均分的交互影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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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0

成
就

感
题

项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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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t1）后（t2）测

班级
实验班
对照班

图1 实验班、对照班幼儿自信心水平前后测增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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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性分析结果

1.个案小Y的自信心发展：开始勇于尝试

小Y是班内年纪最小的女生，她的年龄比班

级均值低近11个月。在前测中，小Y的自信心题

项均分为2.08，低于2.77的班级均值。幼儿学习

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决定了，与班内其他幼

儿相比，小Y的语言和动手能力相对较差。她平

时不怎么说话，日常的学习活动对她而言也是一

项挑战。她经常无法理解教学活动的内容，所以

时而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或易乏累的状态，在课

堂上很少举手回答问题，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

也较低。

“进行剪纸活动的时候，小Y犹豫地看着彩

纸，又看看同组全神贯注的小伙伴们，她显得手

足无措。老师走过来耐心地讲解后，她轻轻呼了

一口气拿起剪刀，但是手里的剪刀好像故意和她

作对，把彩纸的形状破坏了。同组的小朋友看见

便大声地告诉老师：‘老师，小Y又把纸弄坏了！’”

类似的事难免会打击她的自信心。但是随

着自信心绘本主题教学活动的进行，小Y发生了

一些变化。她似乎与《点》中的瓦士缇、《凯，能

行》中的凯，绘本中这些会犯错、会胆怯的主人公

产生了共鸣。虽然在绘本主题活动教学刚开始

的时候，小Y更多的是充当一名听众，不参与也不

捣乱，但偶尔走神。逐渐地小Y对教学内容的兴

趣浓厚了起来，慢慢地她也尝试着举起手来，从

最开始的把手抬起来一点点，到为了体验站在教

室的前面而举手，再到后来为了能够面向教室里

的同学们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高高地举起

手。小Y变得勇于尝试了，她变得更活泼、更大

胆、更主动了。在老师和小伙伴们的鼓励和肯定

下，她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于表达和展现

自己了。

“有一天站队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小杨

老师，我的头发是我妈妈给剪的。’那是小Y第一

次主动和我说话，我在惊喜之余笑着点点头表示

赞赏，小Y试探性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她继续

给我展示她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告诉我周末去了

哪里。”

通过自信心绘本主题活动的干预，小Y从最

初的羞怯、胆小、紧张，变得越来越自信，对新鲜

的事物和知识也越来越有兴趣，她充满好奇且敢

于尝试。曾经让她体验不快的剪纸，也鼓起勇气

再次尝试。

“虽然边缘剪切的不整齐，但是坚持完成作

品的她露出微笑，而不再是眼里含着泪水、攥着

纸团手足无措。”

经过 8 周的绘本主题活动干预，小 Y 的自

信心有所增强，开始敢于主动表达和展现自

己，勇于尝试以前没有做过、甚至以前做不好

的事情了。

2.个案小H的自信心发展：学会与人交往

小H是班里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壮的小男孩，

他的年龄比班级均值高1个月有余。在前测中，

小H的自信心题项均分为2.29，低于2.77的班级

均值。小H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即使是老师的

一对一交流，他也很少应答。小H并非没有与同

伴交往的愿望，但不善表达使他和其他小朋友的

关系不够亲密。

“早操时间小朋友们排成一队出发去操场，

小H排在队伍中间，我站在队伍前离他不远的地

方。一个并未遵守排队规则的小朋友走过来排

在了他的前面，小H抿了抿嘴巴，想说什么最后

却什么都没说，歪着头盯着角落发呆。后来又有

两个小朋友站到了他的前面，小H也只是默默往

后挪了挪，没有表情地微微垂下头。然后他抬眼

看看我，在发现我也在看他的时候，目光立刻转

向了其它地方。”

在开展日常教育活动时，小H很少发言，且

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很少露出愉快的神情。

“在进行物体分类游戏后老师发放练习用的

画页，让小朋友们用涂色的方式复习所学的内

容。小H拿到作业纸后迟迟不动笔，看看自己的

画页，又瞥了瞥旁边小朋友的画页，然后继续盯

着自己的画页发呆，小H既不向老师提问也不向

小朋友求助。小朋友们都逐渐完成了涂色，小H

在迟疑中开始在画页上慢慢涂了起来，涂到一半

又试图用手擦掉某处涂色，最后交上的画页不仅

没有完成内容，还有些脏乱。”

绘本主题活动开展之初，小H似乎没有明显

变化：听故事的时候可以集中注意力，但进行到

故事情节探讨、表达自己想法的环节时，他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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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静倾听，从不发言。转折发生在干预第4周

《我也可以飞》绘本主题活动的延伸活动。该次

干预活动中，研究者作为任教老师邀请小朋友画

下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完成后老师可以帮忙写

下小朋友的名字和作品名称。

“小H想了一下很快就开始认真创作起来。

完成后他拿着画有一团黑色和绿色的作品找到

我，请我写下作品的名字。我请小H告知画面上

呈现的是他最擅长的什么事情时，小H低下头小

声地回答道：是踢足球。他解释说黑色的是球门

上的网，绿色是透过足球网能看到的足球场草

地。我表扬了小H独特的视角并请他把作品粘

贴到展示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下，然后愉快

地把自己的作品贴在了最上排的中间。”

随着绘本主题活动的开展，小H逐渐形成了

对自我的正向评价，自我效能感有所增强。他开

始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小朋友，与小伙伴

的交往状况也有所改善。

“放学前小朋友们背着书包排好队往外走，

队伍走到小H那里突然不动了，我请后面的小朋

友们先走，看到小H和另一个小朋友面对面低着

头，原来小H正在帮助另一个比他小的小朋友拉

上外套拉链。拉好拉链后两个人相视一笑，快步

追赶上了前面的队伍。”

儿童发展倾向性特点表明，4-5岁的中班幼

儿正处于交往需要阶段。怯于表达、羞于交往的

小H原本游离在集体的边缘，在需要求助或沟通

交流时他往往选择等待和沉默。这也使得小H

缺少了很多探索、尝试和成长的机会，导致了他

的自信心发展相对迟缓。随着绘本主题活动的

开展，小H逐渐发生转变：他体会到成就感带来

的快乐，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感受，并因此而敢

于在交往中迈出主动性的一步。在这样的过程

中，小H自信心的发展也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研究结论

（一）总结

来自带班教师的定量评定结果与来自研究

者的定性观察结果共同表明，8周的自信心绘本

主题活动干预有效促进了实验班幼儿自信心的

发展，实验班幼儿自信心的发展增值高于对照

班。适切的绘本主题活动具有促进幼儿自信心

发展的教育价值。幼儿自信心教育可以绘本为

重要载体，发展幼儿自信心可以绘本主题活动为

实践路径。

（二）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仍需结合其他异质性

地区的相关研究加以检验。此外，由于无法完

全排除实验班教师会不自觉产生某种程度期望

的可能性，而教师期望对幼儿自信心有正向影

响［21］。因此需谨慎看待本研究结果。未来可开

发适用于儿童的、图文结合的工具，利用讲故

事、做活动等方法收集来自幼儿的数据，以更为

直接的方式测量幼儿的自信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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