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田野游戏促进乡村幼儿交往礼仪养成的实践与探索
——以河南省某乡村幼儿园为例

但 菲，朱闪闪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交往礼仪是乡村幼儿摆脱自我中心与适应社会的重要前提，对幼儿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有深远影响。为帮助乡村幼儿掌

握交往礼仪，采用行动研究范式，依托田野游戏对某幼儿园中班幼儿（30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干预，结果发现：在方案实施

后，该班幼儿在交往礼仪的语言、行为、态度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改善和提升。但活动方案的实施及目标达成等方面仍存在一

些问题，因此，需要教师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合理渗透交往礼仪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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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Manner Based on Field Games

—Taking a Rural Kindergarten in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AN Fei，ZHU Shan-shan

（Preschool＆Primary Education College，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Communication manner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rural children to get rid of self-centeredness and adapt to society，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ldren's future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ultivate rural children to know well of communication

manner，this study adopts the form of action research，and relies on pastoral game strategy to conduct intervention on a middle class in

a kindergarten（30 children）for three month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the children in this class

have positive improvements in the language，behavior and attitude of communication manner.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y pla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goals. Therefore，teachers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

al level and reasonably have communication manner education by os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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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交往礼仪指幼儿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

所展现出来的态度、行为和品格，包括礼仪意识、

礼仪用语、礼仪态度、形体姿态、礼仪道德行为规

范等［1］。交往礼仪的良好发展对于幼儿去自我中

心化，认识自我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

以及优化交往过程具有重要意义［2］。然而，乡村

幼儿交往礼仪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在家庭教

育中乡村留守幼儿多，隔代抚养情况普遍，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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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儿交往礼仪方面的指导和教育少［3］，由于监

护人文化水平有限、教养方式不当等致使幼儿在

同伴交往中易产生傲慢无礼、脾气暴躁、冷酷无

情等不良现象［4］；另一方面，乡村教育资源匮乏，

教师专业素养不高，导致园所对幼儿交往礼仪方

面的教育存在内容单一、形式枯燥等问题。例

如，交往礼仪教育多以在教室和墙面粘贴“您好”

“谢谢”等礼仪标语最为常见［5］。如何巧妙结合乡

村幼儿园本土资源和环境特色，开展独特的乡村

幼儿交往礼仪教育，是乡村幼儿教育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

乡村幼儿园与城市幼儿园不同，其独特的乡

土资源、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是开展教育活动、

发展幼儿多种能力的重要依托［6］。不少乡村幼儿

园面临班额大、玩教具落后等困境，单靠国家资

助远远不够，因此，乡村幼儿园在教育活动中应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打造乡村幼儿教育特色，避

免盲目复制城市幼儿园而丧失乡村园所的本土

活力［7］。2022年教育部出台的《幼儿园保育教育

质量评估指南》中指出“教育过程”和“组织活动”

中应强调“发现和支持幼儿有意义的学习”。乡

村幼儿园周边的田园风光、四季不同的农作物、

形形色色的劳作方式等，既贴近幼儿生活，又为

幼儿所喜爱，以此为资源创建活动情境，使幼儿

在情境中通过直接的感知、操作获得解决问题的

方式是乡村幼儿进行有意义学习的重要途径［8］。

基于上述思考，研究尝试将田野游戏作为行

动手段探索乡村幼儿交往礼仪养成的有效途

径。田野游戏属于户外游戏，是在教室范围以外

进行的游戏活动［9］，但田野游戏突破了园所内部

户外场地（走廊、跑道等）的限制，是一种以田野

自然资源（石子、树木等）为游戏材料、以田野自

然风光为游戏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游戏活

动［10］。与传统在园所内部进行的户外游戏相比，

在田野中进行的户外游戏更加彰显乡村幼儿教

育的特色，这种游戏形式充分利用乡村本土资

源，是乡村幼儿园开展教育活动、创建特色课程

的重要形式［11］。此外，田野游戏的环境贴近自

然，满足了幼儿的审美需求，利于通过“美育”激

发幼儿的礼仪道德情感［12］。本研究以河南省某

乡村幼儿园为例，依托田野游戏设计行动方案，

探索乡村幼儿交往礼仪发展的崭新途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场域及对象

研究选取的M园是一所农村小学附属园，具

有大、中、小班各2个。由于设立在小学中，M园

的课程内容和教育方式倾向于小学化，对幼儿交

往礼仪方面的关注和教育匮乏，此外，该幼儿园

周围多为田地、草地和林场，地势较为平坦，来往

车辆少，便于开展田野游戏。因此，研究选取M

幼儿园周围田野空地作为研究场域。

中班幼儿的运动能力和控制能力处于迅速

发展阶段［13］，能够较好地适应田野游戏运动量大

的特点。因此，在与园长（T1）商讨后，研究选择

中1班作为研究对象，该班配有两名教师（T2、

T3），都具备教师资格证。班级有幼儿30名，其中

男生17名，女生13名。

（二）研究方法

采用行动研究法为主要研究范式，同时，使

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在查阅文献

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将交往礼仪具体化为语言、

行为和态度，按照初步认知、实践练习、拓展提升

三个螺旋式阶段展开活动。

三、研究过程

（一）基线调研与方案制定

1.基线调研

首先，行动研究前对M幼儿园的园长T1和中

1班两位幼儿园教师T2、T3进行深入访谈，以评

估M园交往礼仪教育的实施情况。访谈结果如

下：M幼儿园从未系统地进行过幼儿交往礼仪方

面的教育。教师T2表示对幼儿交往礼仪的教育

大多是在幼儿与同伴发生矛盾冲突时进行的口

头教育以及绘本中涉及到的一些礼貌用语，未系

统地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教师T3认为交往礼

仪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涉及面广，幼儿可能难

以全面掌握。

其次，行动研究前通过观察幼儿、访谈教师和

家长了解M园中班幼儿交往礼仪掌握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通过实际观察和访谈，发现乡村幼儿

交往礼仪存在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不协调、不

平衡现象。具体如下：（1）在认知方面，乡村幼儿

对交往礼仪的认知停留在使用称呼和部分文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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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上，不知道尊重别人劳动成果、尊重游戏规则也

是重要的交往礼仪，尚未认识到交往礼仪的价值；

（2）在情感态度方面，乡村幼儿未能形成积极的礼

仪道德情感，且存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交往态度；

（3）在言行方面，较多地按照成人的要求做出相应

的礼仪行为，礼仪用语比较匮乏、单一。

2.方案制定

方案制定包括“活动设计”和“优化调整”两

个阶段，从2021年3月1日到4月1日，历时一个

月。研究将乡村幼儿交往礼仪聚焦在语言、行为

和态度三个维度，按照初步认知、实践练习、拓展

提升三个螺旋式递进结构设计方案，经反复修

改，最终确定实施方案。见表1。

表1 行动研究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
初步认知

第二阶段：
实践应用

第三阶段：
深化拓展

活动材料

泥土、木板、花草、落
叶、树枝、松果、羽毛、
瓦砾、石子、沙子等

玉米杆、木桩、石头、粉
笔、冬瓜、绳子、土丘等

白菜、小推车、石头、粉
笔、萝卜、篮子、小铲
子、竹竿等

阶段计划

通过游戏中的角色了解交往
礼仪的丰富内涵、基本表现
形式及价值，感受礼仪交往
的快乐

尝试在游戏中运用符合礼仪
规范的语言、行为和态度与
同伴交往并感受礼仪交往的
快乐

尝试采用灵活多样的礼仪表
现形式，能够在不同情境中
采用相应的礼仪态度，并将
态度体现在语言、表情和动
作中，能够积极主动地使用
交往礼仪

学习方式

观察、模仿、倾
听、感受等

观察、模仿、操
作练习、反思
与调整等

观察、模仿、操
作练习、反思
与调整等

活动内容

1.泥人交易市场
2.我帮娃娃过生日
3.黑猫警长与贪吃狐狸
4.野外烧烤店
5.服装时尚周

1.飞跃丛林
2.山羊竞赛
3.保卫领土
4.野外障碍跑接力赛
5.跳出迷宫

1.我帮爷爷运白菜
2.想方设法拔萝卜
3.我是田园小卫士
4.齐心协力装篱笆
5.西瓜大丰收

（二）方案实施

1.行动前的准备

该阶段始于2021年3月16日，终于2021年4

月9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了解幼儿对交往礼仪的掌握水平。在

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结合M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制

定《乡村幼儿交往礼仪观察评定表》，包括交往礼

仪的语言、行为和态度三个方面。研究者与教师

协商确定观察计划，并且对观察量表各个条目的

内涵与统计方法作出统一规定。由教师和研究

者同时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察，以明确班级幼儿掌

握交往礼仪的现状；其次，进行研究前的培训。

在培训中对研究方案进行解读，使研究者与教师

对于方案的理解保持一致；最后，就方案实施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着重强调，并提出解决方

案，以保证行动方案的顺利实施。

2.行动第一步——初步认知

该阶段始于2021年4月10号，终于2021年5

月10号，历时一个月，主要是通过扮演游戏中的

角色来丰富幼儿对交往礼仪的认知，帮助幼儿从

语言、行为、态度三个层次初步了解交往礼仪的

表现形式及其价值。

（1）游戏前：明确礼仪要求

在每次游戏开始前，由教师向幼儿明确游戏

中的语言、行为、态度三个方面的礼仪要求，见表

2。
表2 第一轮游戏活动中的礼仪要求

游戏名称

泥人交易市场

我帮娃娃过生日

黑猫警长与贪吃狐狸

野外烧烤店

服装时尚周

礼仪要求

与伙伴一起合作完成泥人；要欣赏伙伴的泥人；一起协商角色扮演；礼貌地对待同伴和客人；使
用文明用语“谢谢、您好、欢迎、再见”等

帮助同伴一起装扮娃娃；用友好的态度协商物品使用和需求；耐心等待；要对伙伴的帮助表达感
谢；一起分享各组的“菜肴”和“蛋糕”等

协商角色扮演；遵守游戏的规则；感恩警长的奉献；真诚地对农夫的损失道歉等

与同伴分工合作；真诚地赞美；善意地询问顾客的需求；热情地对待客人；用友好地态度拒绝同
伴的请求；共享成功的喜悦等

耐心地等待并遵循出场次序；真诚赞美同伴的装扮；与同伴一起合作互助；征询同伴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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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戏中：引导礼仪认知

由两位教师共同组织游戏活动，对游戏中所

涉及的交往礼仪环节进行观察，明确幼儿交往礼

仪的欠缺部分，并及时地给予指导。此环节，教

师不仅要引导幼儿通过角色扮演去体会使用恰

当的交往礼仪给自身和他人带来的情绪感受，也

会辅以问题激发、亲身示范、移情训练等帮助幼

儿初步认识交往礼仪的表现形式及价值。

例如，在“泥人交易市场”中，每组需将捏好

的泥人拼组成一副作品。然而虫虫因嫌同伴的

泥人“丑”，不愿意将自己的泥人放进去。教师发

现后鼓励小组幼儿认真欣赏，各自说出虫虫所捏

泥人的一个优点。“表面光滑、很像真人、漂

亮......”听完大家的赞赏，虫虫的抵抗情绪得到缓

和，接着教师请虫虫欣赏伙伴们捏的泥人。“我觉

得他们捏的泥人很像一家人，而且没有破裂”虫

虫认真地说道。教师继续引导：“当大家被人欣

赏时感受怎么样？被指责时感受又是怎样的？”

经过一番讨论幼儿明白了欣赏和指责带来的情

绪感受。“你看只要认真欣赏就能发现别人的优

点。欣赏不仅能带给自己和伙伴愉快的情绪，也

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体现。”虫虫努力点了点

头，之后把泥人放到了伙伴们的盘子里。

（3）游戏后：阶段小结

五次田野游戏活动对教师和幼儿都具有积

极意义，教师具备了一定的活动实施经验，对后

续活动方案的组织更加有信心，同时，也清楚地

意识到班级幼儿交往礼仪方面的欠缺。幼儿游

戏热情高涨，对户外教育活动非常感兴趣，乐于

接受游戏中的交往礼仪要求，对交往礼仪在语

言、行为、态度三方面的具体要求有了初步的认

识和实践。此外，幼儿在第一轮活动中也通过亲

身实践体会到交往礼仪的价值。然而该阶段中

的活动方案不够成熟，方案涉及到的交往礼仪内

容相对零散，针对这一问题，在下一阶段的方案

中将对活动目标进行分类规划。

3.行动第二步——实践应用

该阶段始于2021年5月12号，终于2021年6

月12号，历时一个月。针对第一轮行动存在的问

题对活动方案进行调整和细化。该阶段主要是

利用草地、林间小道、自然沟壑和土丘等进行游

戏，引导幼儿在真实情境中应用交往礼仪，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1）游戏前：明确礼仪要求

第二轮选取的田野游戏具有合作性强、交涉

机会多的特点，适宜幼儿练习与应用交往礼仪。

教师在游戏开始前向幼儿明确小组内部的礼仪

要求，详见表3。
表3 第二轮游戏活动中的礼仪要求

礼仪目的

行为方面

语言方面

态度方面

具体要求

学会尊重：不说脏话、不推搡他人、认真倾听、尊重同伴的选择等

乐于助人：给予同伴同情、关心、慰藉；在同伴有需要时能够积极提供帮助等

能够合作：能够分工、相互协助等

遵守规则：不随意破坏游戏规则等

能够分享：可以分享游戏材料、游戏成果等

感谢用语：尝试使用“谢谢你的帮助，你真的太好了”等感谢用语

协商用语：尝试使用“......可以吗？......行吗？能帮助我一下吗？下次换我行吗？”等协商用语

赞美用语：尝试使用“你做的太棒了；你真聪明！”等赞美用语

安慰用语：尝试使用“别害怕；没关系的，我们下次肯定会赢；我能帮助你吗？”等安慰用语

拒绝用语：尝试使用“不好意思，我还需要用一会儿，请再等一下”“我们已经齐了，你可以看一下别的

组”等拒绝用语

请求用语：尝试使用“请问...在哪里？”“你还需要什么吗？”等请求用语

道歉用语：尝试使用“对不起,我不会再这样了....可以原谅我吗？“不好意思，为了弥补我的过错，请允

许我.....”等道歉用语

真诚、友好、热情、委婉等接人待物的态度

表中的礼仪要求并非全部体现在某一次游

戏中，而是根据某一游戏内容以及情境需求确

定。为防止幼儿遗忘，在游戏的相应环节教师会

对幼儿进行提示。例如，在“野外障碍跑接力赛”

中，根据游戏本身需要合作分工的特殊性，教师

对幼儿交往礼仪的要求和指导主要体现在：与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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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合作进行游戏；协商确定游戏分工；尊重游戏

规则，不恶意推搡他人；为需要的伙伴提供帮助，

并辅以相应的语言和态度方面的引导。除游戏

本身的特点，游戏中的一些突发状况也是交往礼

仪教育的契机。教师在活动中巧妙地利用游戏

中的突发状况，引导幼儿学会关心他人，帮助幼

儿学会使用宽慰用语等。

（2）游戏中：观察并指导幼儿对交往礼仪的

实践应用

本环节中，教师基于对交往情境的判断，适

时引导幼儿采用符合交往礼仪规范的语言、行为

和态度。教师的引导主要是通过基于情境判断

临时生成的关键性提问、参与游戏中亲身示范以

及适当的提醒进行的。另外，教师会对幼儿符合

礼仪规范的行为表现进行表扬，鼓励其他幼儿观

察模仿其礼貌行为，为幼儿集体树立榜样。在活

动实施中对于幼儿一时无法表达出来的礼仪用

语教师给予引导和语言示范。

例如，接力赛顺利结束，幼儿们玩得十分尽

兴。贝贝欢呼雀跃地跑过来说：“老师，我第一

名！”龙龙见状也大声说：“老师，我跑第二！”老师

摸了摸贝贝的头，向所有幼儿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比赛一个人能完成吗？”，幼儿齐声回答：

“不能”。“所以我们的成功离不开谁？”幼儿纷纷

指向了自己的队友。“是的，多亏了队友的合作才

能够赢得比赛，我们应该跟队友说一声谢谢，同

时成功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你们共同取得了成

功，我们应该共享成功的果实”。此外，对于在比

赛中失误的小月，教师鼓励幼儿给予宽慰：“让我

们给小月一个拥抱吧，告诉她我们感谢她努力，

下次会一定更好的！”

通过这些引导，让幼儿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会

共合作、互分享、共接纳等交往礼仪。

（3）游戏后：阶段小结

在第二轮行动中，幼儿开始尝试脱离第一轮

的角色情景，尝试独立判断交往情境中蕴藏的礼

仪期待，并根据期待表现出符合情境的言行态

度，具有一定难度。该阶段活动取得两大成效：

一是幼儿逐步意识到不同交往情境下的社会期

许和相应的礼仪规范，并且能够独立或在提示下

表现出符合礼仪规范的言行态度；二是教师对幼

儿交往礼仪的指导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该阶段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幼儿语

言表达比较匮乏，例如，感谢用语只会说“谢谢”；

二是幼儿专注于游戏本身，常常忽视某一游戏环

节中的交往礼仪要求；三是幼儿对交往态度的理

解过于浅薄，无法将热情、真诚等交往态度体现

到具体的言行中；四是教师过多的语言指导干扰

了游戏地进行。

4.行动第三步——深化拓展

该阶段始于2021年6月5号，终于2021年7

月5号，历时一个月。为解决第二轮活动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该阶段在活动中着重丰富幼儿对交

往礼仪表现形式的认识，帮助幼儿将交往态度融

入到具体的言行中，使幼儿能够在生活中灵活运

用交往礼仪。此外，在活动实施中将强调教师的

适当介入，避免陷入“一言堂”中。该阶段的田野

游戏中引入了陌生人，将幼儿的交往对象延伸至

园所之外，运用幼儿熟悉的农作物为游戏材料，

在游戏中拓展幼儿的交往礼仪表现形式。

（1）游戏前：丰富幼儿对交往礼仪表现形式

的认识

在游戏开始之前，与幼儿一起讨论：“感谢别

人除了说‘谢谢’还能说什么？我们除了用语言

表达感谢外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感谢？

当我们协商失败时，应该怎么办？当我们被拒绝

时又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帮助幼儿在游戏

之前思考并了解交往礼仪的多种不同表现形式，

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应对策略，为游戏的正式开展

做好铺垫。

为解决上一轮活动中幼儿无法将交往态度

融入到具体的言行中这一问题，在游戏前教师组

织幼儿进行启发式谈话，例如，“待人热情时，一

个人的语气是怎样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呢？

有没有什么动作可以表现热情”等问题，帮助幼

儿将抽象的交往态度具体到言行之中。

（2）游戏中：引导幼儿使用多样化的礼仪表

现方式

该阶段教师综合利用语言启发及身体示范，

包括目光与面部表情、具体动作示范等，引导幼

儿采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礼仪，帮助幼儿掌握正

确的交往态度、丰富幼儿的礼仪用语。

例如，在“我是田园小卫士”中，教师发现诺

诺对帮助她的同伴说了声“谢谢”后就转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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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教师利用该情境尝试丰富幼儿的礼仪用语：

“她帮助你做了什么？你觉得她是怎样的人？为

感谢伙伴你想为她做些什么？请尝试把这些告

诉同伴。”诺诺在教师的引导下重新对帮助她的

伙伴道谢“谢谢你帮我整理工具，你真贴心。”但

教师发现诺诺道谢仅限于语言，且表达时态度比

较敷衍。针对这一问题教师为幼儿提供了多样

的选择：“我们感谢别人除了说谢谢，还可以给她

一个拥抱或者一些帮助。”同时，教师通过亲身示

范引导诺诺在表达感谢时面带微笑，语气柔和，

直视对方，以表现出真诚的态度。

（3）游戏后：阶段小结

这一阶段幼儿参与兴趣浓厚，活动效果明

显：一方面，幼儿能够在交往中体会到积极情绪；

另一方面，幼儿交往礼仪用语逐步丰富，并开始

摆脱单一的语言表达，能够使用具体的行动。例

如，提供帮助、拥抱、竖大拇指等来表达感谢、宽

慰、赞美等。

在这一阶段中也存在如下两个问题：一是预

设目标难以全部达成，尤其是态度方面的目标难

以在短期内实现；二是田野游戏中教师既要适时

对幼儿进行交往礼仪引导，同时，又要尽力维持

游戏的纪律、保证幼儿安全以及适当地参参游

戏，容易感到身心疲惫。

四、效果评价

为了解依托田野游戏培养乡村幼儿交往礼

仪的效果，研究者参考已有研究编制了《乡村幼

儿交往礼仪观察评定表》，在活动实施前后，分别

从语言、行为及态度三方面对幼儿一日生活中的

交往礼仪进行为期两周观察记录，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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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田野游戏活动前后幼儿交往礼仪表现频次对比统计图

量表分为三个等级，其中1分代表在交往中

基本不能使用符合礼仪的语言、态度和行为，或

出现违背交往礼仪规范的言行态度；3分代表在

交往中能够使用基本的日常礼仪用语，或表现出

比较符合礼仪规范的交往态度和行为，但比较单

一；5分代表在交往中乐于使用交往礼仪，并能够

采用丰富的礼仪用语、恰当的交往仪态和行为。

从数量上来看，三轮田野游戏活动后乡村幼

儿符合交往礼仪的言行态度（包括3分和5分）均

有提升，而不符合交往礼仪规范的言行态度出现

的频次有所下降，说明依托田野游戏进行的幼儿

交往礼仪教育对乡村幼儿交往礼仪的养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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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面引导与规范作用。但由于交往行为

的复杂性和交往礼仪的多元性，能够灵活运用交

往礼仪的现象不够普遍。

从内容上看，三轮田野游戏活动后，幼儿交

往礼仪的语言方面进步最大。说明依托田野游

戏的交往礼仪教育活动对幼儿交往语言方面的

促进作用最大。而交往中的礼仪态度提升幅度

最小，可见幼儿接人待物态度的养成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从幼儿本身看，女孩符合交往礼仪规范的语

言、行为和态度在活动后均有明显增加，且增加

幅度高于男孩。此外，女孩不符合礼仪规范的交

往语言、交往行为和交往态度在活动后明显减

少，而男孩在与同伴交往中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言

行态度却出现上升趋势。根据中班幼儿的年龄

阶段特点，查阅文献发现：中班幼儿正处于攻击

性行为高发阶段，其中男孩在语言攻击、身体攻

击以及攻击的主动性方面均高于女孩，因此，出

现这种情况［14］。

五、反思与建议

（一）研究反思

对行动研究进行深入反思和剖析后发现，研

究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1.方案实施：缺乏与乡村幼儿日常生活的关联

一方面，田野游戏中的交往礼仪教育与乡村

幼儿日常生活的联系不够密切。乡村幼儿与邻

里乡亲及所在乡村中的同龄儿童之间都存在交

往活动。而田野游戏中的交往主要为同伴交往，

脱离了乡村幼儿日常生活的交往情景；另一方

面，研究尚未将田野游戏中的礼仪要求贯彻到幼

儿的一日生活中。幼儿接人待物态度的养成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如一地保

持下去。因此，研究在今后的改进中应当注重与

幼儿的日常生活相联系。

2.教师指导：难以把握游戏活动与幼儿学习

之间的关系

从幼儿主导的游戏中发现契机并对幼儿的

发展进行指导是通过田野游戏开展幼儿交往礼

仪教育的关键。然而，乡村幼儿园教师其专业素

养不足，对幼儿的引导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恰当

的教育契机和适当的介入程度，出现“打断幼儿

游戏”“错失教育契机”等现象。

3.目标达成：受到幼儿理解和接受能力的限制

由于乡村幼儿年龄小，经验来源局限，以及

亲子阅读欠缺等原因，其理解水平相对较低，并

且“礼仪”本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特点对乡村幼

儿的认知和接受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行

动研究的“应用与指导”阶段，乡村幼儿无法准确

理解部分交往礼仪要求。例如，在要求幼儿真诚

地表达感谢时，幼儿常常表现茫然，不知道怎么

做才是真诚。

（二）基于田野游戏促进乡村幼儿交往礼仪

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联结：田野游戏实施应密切联系幼儿

日常生活

由于农村住宅相对城市而言比较开放，幼

儿与周边邻里联系频繁，而田野游戏中幼儿的

交往对象主要是同班伙伴，不能满足幼儿在园

所之外的交往需求。因此，以田野游戏为依托

的乡村幼儿交往礼仪教育应深入了解乡村幼

儿在日常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交往

场景及问题制定活动方案和目标。通过鼓励

家长参与田野游戏或组织幼儿采取角色扮演

的形式，帮助幼儿掌握日常交往中需要注意的

礼仪要求。例如，到长辈家里做客等方面的礼

仪要求。幼儿将游戏中习得的接人待物的态

度、方法转化到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过程［15］。在田野游戏中进行交往礼仪教育的

同时还需利用好一日生活活动中的各个环节，

让幼儿在真实的生活情景中练习使用交往礼

仪并养成正确的交往仪态。此外，田野游戏的

结束并不意味着交往礼仪教育的终止，应争取

家长的支持与配合，采用多种形式帮助家长了

解幼儿交往礼仪规范、目的和价值，用具体的

案例帮助家长掌握合适的引导与教育方式，这

样才能保持交往礼仪教育的一致性。

2.精准引导：从幼儿主导的田野游戏中发现

教育契机

准确发现田野游戏中的教育契机，并对游戏

中幼儿个体行为所蕴含的教育价值进行深入分

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礼仪教育是实现活动目

的的关键。在田野游戏中恰当把握教育契机不

仅为幼儿留下自主探索的空间，也锻炼了幼儿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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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应用交往礼仪技巧的能力。此外，适时的引导

既能避免教师陷入喋喋不休的“一言堂”中，也保

障了幼儿对游戏的主导权。在田野游戏中教师

为推动教育目的的实现，不时暂停游戏进行语言

指导，导致游戏形同虚设，这种过度的介入，使交

往礼仪教育变成一种枯燥的说教，同时，也使幼

儿丧失对田野游戏的兴趣。因此，在进行以田野

游戏为依托的交往礼仪教育中，教师应该观察幼

儿游戏进程中的表现，寻找适当的时机，采用多

样的方式介入指导。例如，参与其中、替代强化、

观察榜样行为等，避免单一枯燥的语言指导，保

证教育目的实现的同时也使游戏的趣味性得以

体现。

3.尊重发展：在田野游戏中遵循适度原则合

理渗透教育目的

由于乡村幼儿教育水平不高、师资力量薄

弱、幼儿的经验来源和视野受限、阅读环境落后

等因素，其认知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幼儿，

对田野游戏中的交往礼仪要求及价值的理解方

面存在困难。此外，幼儿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注

意和兴趣保持的时间有限，无法短时间内掌握恰

当的交往语言、交往行为和交往仪态。因此，将

田野游戏中的交往礼仪教育目标分成单元，进行

明确的规定和描述，再把单元分成小步子，幼儿

完成一小步后可进入下一步学习，这种循序渐进

式的“小步子”教育方式对于幼儿交往礼仪的习

得具有重要意义［16］。在田野游戏活动前，将礼仪

用语划分为感谢用语、道歉用语、协商用语、赞赏

用语、接纳用语、拒绝用语等小步子，每一步中再

由浅入深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表达，例如，感谢用

语中从“谢谢”—“谢谢你，你太贴心了”—“多亏

了你的帮助我才能做的这么好，如果有需要我帮

助的地方请告诉我”；在交往仪态方面，教师可以

列出最主要的交往仪态“真诚”“主动”“友好”等

单元，然后从相关仪态涉及的“身体动作”“语言”

“面部表情”等逐步深入；在行为方面，可以将交

往行为划分为“合作”“互助”“分享”等小单元，之

后从相应的语言、动作、行为、价值等方面逐层深

入。这种由浅入深的教育方式使复杂多元的交

往礼仪简单化，更利于乡村幼儿接受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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