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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南宁市某幼儿园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反馈语运用的特征，运用观察法收集共30个集体教学活动视频，并

使用Nvivo12软件从反馈策略和反馈指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的反馈语具有反馈策略单一、偏向维持秩

序、偏向反馈距离近且位于中间的幼儿、偏向反馈单个幼儿的特征；同时还存在缺乏教学反思、教师负向反馈语过多、教师反馈

语策略单一、教师较少运用体态语言、多媒体运用过多的问题。为了提高教师反馈语言的水平，教师应加强教学反思，注重语

言的规范性，渗入情感反馈，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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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Feedback Language in
Kindergarten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TANG Yu-ying，JIANG Zhong-xin
（Faculty of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feedback language in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of a kindergarten in Nan⁃
ning city，a total of 30 videos of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collected by observation method，and Nvivo12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
lyze the feedback strategy and feedback direct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feedback langu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d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single feedback strategy，biased to maintain order，biased feedback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close and in the middle，and
biased feedback to a single child. At the same time，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eaching reflection，too much negative
feedback，single feedback strategy，less use of body language and too much use of multimedi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
ers’feedback language，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eaching reflection，pay atten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nguage，infiltrate
emotional feedback，and rationally use multi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kindergarten;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feedback language

一、引言

随着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成为关注的焦点，很

多学者普遍把学前教育质量区分为结构性质量

和过程性质量。结构性质量包括师幼比、师资条

件、班级人数、空间和设施等，过程性质量包括师

幼互动、同伴互动、课程、活动实施、健康和安全、

家长参与等［1］。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中，人们越

来越注意到过程性质量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而

师幼互动在过程中质量中占着积极重要的位

置。在师幼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幼儿双方的“问

答”言语行为的频率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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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幼互动的效果［2］。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

具，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有效途径。而语言

的发展对幼儿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蒋路易

等人（2019）指出，良好的师幼互动质量能够有效

促进幼儿的认知、社会化以及言语能力的发展［3］。

教学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而反馈是

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确运用教师反

馈语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并有效提高师幼互

动的效果。言语反馈指教师对幼儿的回应、行为

表现、能力发展等作出的回应，是课堂师幼对话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

的反馈语直接影响到幼儿的思考方式和知识的

掌握，但是部分教师较难做到有意识的关注自身

反馈语言对幼儿发展的影响。本研究深入幼儿

园教学现场观察记录，客观呈现幼儿园集体教学

活动中教师反馈语运用的现状，并结合所观察案

例的分析以及对教师的访谈，分析幼教师在集体

教学活动中反馈语运用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

应的建议予一线幼儿园教师进行参考，以期提升

幼儿园教师反馈语言运用的质量。研究讨论的

教师反馈语主要指幼儿教师对幼儿的回应而给

出的口头反馈语言，不包括与反馈内容无关的动

作、表情和眼神。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广西南宁市N幼儿园中

随机选择小、中、大班各两名教师，对其所组织的集

体教学活动进行录像，共获得30个视频资料。

（二）研究工具

1.编码体系

参考已有研究［4-8］的基础上进行自定义编码，

将编码体系分为教师反馈策略和反馈指向两个

维度，最后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资料

编码、识别并归纳主题。

反馈策略编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幼儿园教

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反馈语策略的特点，包括正

向反馈和负向反馈维度。正向反馈是指教师对

幼儿的回应进行反馈时，对幼儿的耐心、欣赏和

鼓励等良好的态度，具体包括：肯定重复型、表扬

鼓励型、引导启发型、提示告知型四个子指标。

负向反馈是指教师在反馈时出现的消极情绪，具

体包括：要求命令型、否定批评型、忽略型三个子

指标。

反馈指向指教师反馈时所指向的类型，具体

包括反馈方位指向、反馈对象指向。反馈方位包

括反馈距离和反馈方位两个维度。反馈对象包

括单个幼儿和多个幼儿两个维度。

当出现“教师发起—幼儿回应—教师反馈”

的话轮结构时，即计为 1 次反馈。为了保证研究

资料的真实、全面、有效，在征得执教老师的同意

后，运用了录像设备对教学活动进行了影像记

录，分析幼儿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反馈语运用

的总体特征。研究具体维度如表1：
表1 教师反馈行为分析维度表

一级
指标

反馈
策略

反馈
指向

二级
指标

正向
反馈

负向
反馈

反馈
方位

反馈
对象

三级指标

肯定重复型

表扬鼓励型

引导启发型

提示告知型

要求命令型

否定批评型

忽略型

反馈距离

反馈座位方向

单个幼儿

多个幼儿

四级指标

肯定

重复

肯定伴随重复

一般表扬

具体表扬

鼓励

追问

反问

重复提问

提出新问题

提示

告知

要求坐姿

要求保持安静

要求坐回原处

要求仔细倾听

要求停止无关行为

直接否定

警告

批评

惩罚

与教师距离较远

与教师距离较近

座位方位相对靠左

座位方位位于中间

座位方位相对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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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与一名学前

教育研究生在熟悉编码规则以及操作性定义后

对同一个教学活动进行编码，并将两者编码结果

的一致性进行对比，反馈指向中的反馈方位和反

馈对象的结果一致性为 100%，反馈策略编码一

致性为 92.36%，表明编码结果有一定的可靠性。

2.访谈法

在教学活动完成之后，参考王琳琳的访谈提

纲进行了改编［5］，有针对性地访谈幼儿园的6位

教师，了解教师对反馈语的了解以及遇到的困难

等情况，为探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反馈语的问题

提供了基本思路。

（三）编码示例

案例1 中班语言活动《春天的电话》片段（注：

T 为教师，C1、2... 为个别幼儿，C 部分为部分幼

儿，C全体为全体幼儿）

T:请安静。（要求保持安静）

C:我安静。

T:请坐好。（要求坐姿）

C:我坐好。

T:请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小熊会

怎样告诉它的好朋友春天来了？小松鼠的电话

号码是多少？（要求仔细倾听）

C1:是12345，而且我还记得我妈妈的手机号

码是......

T:是的，小松鼠的号码是 12345，帆帆很棒

啊，你不仅记得小松鼠的号码，还记得自己妈妈

的号码。（肯定伴随重复、具体表扬）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要求命令型的反馈语频次较高，从一开始的

引导语要求幼儿保持安静和要求坐姿坐姿，如

“请安静，我安静，请坐好，我坐好”，但是也会肯

定幼儿的回答，以及进行具体的表扬。

案例2 大班节奏活动《大雨和小雨》片段

T:请安静。（要求保持安静）

C:我安静。

T:请坐好。（要求坐姿）

C:我坐好。

T:请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小熊会

怎样告诉它的好朋友春天来了？小松鼠的电话

号码是多少？（要求仔细倾听）

C1:是12345，而且我还记得我妈妈的手机号

码是......

T:是的，小松鼠的号码是 12345，帆帆很棒

啊，你不仅记得小松鼠的号码，还记得自己妈妈

的号码。（肯定伴随重复、具体表扬）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在导入环节用一个节奏

游戏进入教学后直接提问，教师进行提问时有幼

儿的声音较小，便鼓励幼儿大声的回答，教师还

运用了重复、追问等多个策略。在一次话轮的反

馈中，教师运用了鼓励、重复、追问等多个反馈策

略，激发幼儿对后续教学活动的兴趣。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教师反馈语的频次

研究发现，该园教师平均每次集体教学活动

中的总体反馈次数为84.9次，有研究对高水平教

师反馈特点的研究发现［4，14］，高水平教师平均反

馈次数为116.53和119.89次，该园教师平均反馈

次数明显少于高水平教师，说明该园教师专家型

教师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教师运用反馈策略的总体特征
表2 教师反馈策略运用情况

反馈策略

正向反馈

负向反馈

共计

1151

663

占比

63.45%

36.54%

教师在运用反馈策略上，正向反馈策略频次

达到了1151次，占总体反馈语的63.45%；虽然负

向反馈的频次比正向反馈语的频次少，但是总体

比例达到36.54%，N幼儿园教师运用负向反馈的

频次偏高。

1.教师的正向反馈具有反馈策略单一的特征
表3 幼儿园教师正向反馈运用情况

一级指标

正向反馈

二级指标

肯定重复型

表扬鼓励型

引导启发型

提示告知型

三级指标

肯定
重复

肯定伴随重复

一般表扬

具体表扬

鼓励

追问

反问
重复提问

提出新问题

提示

告知

频数

133

116
258

163

61

39

62

43
45
34

47

150

合计

507

263

184

1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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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在正向反馈语中，教师运

用最高的反馈语是肯定重复型，共计 507 次。

其中肯定 133 次，重复 116 次，肯定伴随重复

258次。

教师在运用肯定重复型反馈语时主要集中

运用肯定伴随重复的反馈语，例如在小班数学活

动《配对》中，教师提问：“两只黄色的袜子应该去

找什么样的袜子呢？”朵朵：“应该找两只黄色的

袜子。”教师：“是的，应该找两双也是黄色的袜

子。”案例中教师首先肯定朵朵的回答，然后再重

复一边朵朵的回答。

在表扬鼓励型反馈语中，教师运用频数共计

263次，其中一般表扬运用频数最高，达到163次，

例如，在大班数学活动《认识时钟》活动中，教师

提问：“分针和时针在赛跑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秘

密呢？”悦悦：“分针转了一圈，时针才转了一小

格。”教师：“你回答得真棒。”案例中教师表扬悦

悦的反馈语较为笼统，没有指出悦悦哪个内容的

回答好。其次具体表扬运用频数为61次，鼓励运

用频数为39次。

教师运用引导启发型反馈语频数共计184

次，运用频数最高的是追问型反馈语，引导启发

幼儿对问题的思考是教师和幼儿真实对话的开

始，当幼儿自己思考问题的答案时，就已经开始

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再是教师直接判断

幼儿答案对错或告知答案。例如，在中班歌唱活

动《跳舞的树叶》中，教师提问：“小树叶在干什

么？”全体幼儿回答：“在跳舞。”教师追问：“它是

怎么跳舞的？”其次重复提问的频次较高，反问和

提出问题频率较低。

提示告知型反馈语运用频数为197次，其中

告知型反馈语运用频数高达150次，告知是教师

运用较多的类型。

综上所述，教师运用肯定重复型反馈语的频

率最多，尤其是肯定伴随重复型最高；教师在运

用引导启发型策略还有所欠缺，其中提出新问题

类的频次才达到34次。说明教师在对幼儿的回

应进行反馈时，倾向于肯定重复幼儿的话题，而

如何对幼儿的回应进行启发提问的能力较弱。

2.教师的反馈语具有偏向维持秩序的特征

负向反馈有三种反馈类型，一是要求命令

型，二是否定批评型，三是忽略型。表4数据显

示，要求命令型反馈语运用频数共计400次，要求

坐姿82次，要求保持安静124次，要求坐回原处

59次，要求仔细倾听98次，要求停止无关行为37

次，其中运用频数最高的是要求保持安静。
表4 教师负向反馈语运用情况

一级指标

负向

反馈

二级指标

要求命令型

否定批评型

忽略型

三级指标

要求坐姿

要求保持安静

要求坐回原处

要求仔细倾听

要求停止无关行为

直接否定

警告

批评

惩罚

频数

82

124

59

98

37

164

13

20

9

57

合计

400

206

57

在负向反馈语运用频数最高的是直接否定，

运用频数达到了164次，其次是要求保持安静、要

求坐姿和要求仔细倾听。而教师直接运用否定

的反馈语频次较高。

综上所述，教师运用要求命令型反馈语的频

数最高，其次是否定批评型，运用最少的是忽略

型。其中要求命令型运用频数最高的是要求保

持安静，说明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中较为看重教

学秩序，经常发出维护教学秩序的指令。在否定

批评型中，教师很少对幼儿进行警告，说明了幼

儿园教师与幼儿形成了师幼平等、民主的师生关

系。

（三）教师反馈指向运用的总体特征

1.教师偏向反馈距离近且位于中间的幼儿
表5 幼儿园教师反馈语的方位

一级指标

反馈方位

二级指标

反馈距离

反馈座位方向

三级指标

与教师距离较远

与教师距离较近

座位方位相对靠左

座位方位位于中间

座位方位相对靠右

频数

104

247

97

251

34

合计

351

382

距离教师1.5米以内属于距离较近，距离教

师1.5米外属于距离较远。表5显示，在反馈距离

指标中，教师反馈与自身距离较远的频数为104

次，反馈距离自己较近的247次。在反馈座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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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标中，教师反馈座位方位相对靠左的幼儿达

到97次，反馈座位方位位于中间的幼儿251次，

反馈座位方位相对靠右的幼儿34次。在幼儿园

中幼儿的座位大多摆放为U型，教师为了方便关

注到每个幼儿，在反馈座位方向上偏向于反馈位

于中间的幼儿。

2.教师偏向反馈单个幼儿
表6 幼儿园教师反馈语的对象

一级指标

反馈对象

二级指标

单个幼儿

多个幼儿

频数

389

240

由表6显示，教师反馈单个幼儿389次，反馈

多个幼儿240次，教师比较偏向于反馈个体。研

究者后续对教师进行访谈得知，该园在集体教学

活动时注重培养幼儿倾听的能力，要求幼儿举手

才能回答问题，就形成了教师在反馈的对象上偏

向于反馈个人的情况。

四、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反馈语

运用突出存在问题

（一）教师缺乏教学反思

为了了解在教师开展活动结束后是否进行

教学反思，研究者针对这一情况对教师进行访

谈，在访谈提纲中设置的问题是：您是怎样认识

教师对幼儿的表扬的?您对自己的表扬行为进行

反思吗?“我觉得教师对幼儿的表扬很重要，要鼓

励幼儿继续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一般表扬后不会

反思。”有的教师说：“有反思，表扬是一种正面强

化的方法，恰当运用能增强幼儿的自信心，促进

幼儿的进步。”还有一位教师表示：“教师对幼儿

做出及时的反馈语时非常重要的，能帮助幼儿明

白自己所做的行为是对还是错。不过在教学活

动结束后，我很少会对自己的表扬进行反思。”其

他教师均表示没有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说明

了该园多数教师较少反思自己在开展教学活动

时所运用的反馈语。

（二）教师负向反馈语过多

在教师反馈策略中，教师在正向反馈中运用

重复肯定型的反馈语类型最多，而负向反馈运用

要求命令型最多。针对这个问题，在访谈中设置

了这一问题：您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对幼儿反馈时

运用负向反馈的原因是什么？教师们都统一表

示，一些负向反馈语能快速维持教学秩序行之有

效的方法。有时幼儿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会走动、

吵闹，扰乱教学秩序，影响到教师和其他幼儿的

教学进程，所以教师为了维持教学秩序就会直接

命令幼儿回到位置上坐好，或者要求幼儿保持安

静和仔细倾听等。例如，在中班体育活动《蚂蚁

钻山洞》这一活动时，幼儿在练习侧身钻这个动

作，在练习时很多幼儿的身体并不是侧着过去，

而是弯着腰过去，教师在帮助幼儿梳理经验时就

会直接否定幼儿的动作：“有些小朋友是弯着腰

过去的，这样对吗？”教师可以运用其他方式引导

幼儿做出侧身钻的动作，由于运用直接否定型反

馈能够快速推进教学进程，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

时偏向于直接否定幼儿错误的行为，进而引导幼

儿思考正确的答案。

（三）教师反馈语策略单一

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时对幼儿的反馈策略

比较单一，采用直接告知或直接否定的言语策略

频率较高。在访谈中设置问题：您在对幼儿进行

反馈时有什么样的困难？教师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回应：“在运用反馈语是会感觉到词语匮乏，不

知道用什么话反馈幼儿的回应。”其他五位教师

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表扬

幼儿时经常运用肯定型的反馈，如“你真棒”“你

回答得非常好”“你表现得很棒”诸如此类的反

馈，没有具体说出幼儿回答的哪里棒，幼儿虽然

知道自己得到了表扬，但不知道具体哪个方面得

到了表扬，影响幼儿此类行为的持续发展。

（四）教师较少运用体态语言

有的学者认为，就信息量而言，依靠语言传

递的信息只占30%左右，70%的信息是通过非语

言手段表达和传递，非言语性反馈通常指表情、

注视、姿势、动作等，有的学者也将非言语性反馈

称为体态语言反馈。本研究主要研究教师的口

头反馈语，但在观察过程中发现教师的体态语言

反馈运用较少，因此，对此现状在访谈提纲中设

置了问题：您是怎样看待体态语言反馈行为的？

在运用时有什么问题吗？有的教师说：“平时我

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不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和动

作，感觉太浮夸了。”有的教师说：“体态语言反馈

应该就是肢体动作、表情什么的吧，我感觉自己

做不来。”有的教师说：“体态语有时候上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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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运用，感觉平时上集体教学活动轻松一点就

好。”还有的老师表示：“平时上课要是那样上的

话，老师会很累”“平时我很少用肢体语言”“我会

用点头、微笑等表达对幼儿的肯定，这个对幼儿

积极会用是很重要的。”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大部

分教师表示日常教学时很少运用体态语言反馈，

认为日常教学中频繁运用体态语言反馈较为困

难。只有一位教师会在日常教学中运用体态语

言反馈，认为体态语言反馈对幼儿的回应同样起

到重要作用。

（五）多媒体运用过多，幼儿缺乏直观感受的

机会

在信息化教学中，教师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

通过物化技术让幼儿直接感知操作、虚拟实验，

这不仅可以直接提升教学活动效果，而且可以丰

富幼儿的认知，扩大幼儿的直接经验［9］。在语言

教学活动中，教师在讲述绘本故事或儿歌等语言

领域相关的教学内容时，经常运用多媒体播放

PPT、音频等教学技术，较少运用玩教具等辅助材

料。多媒体在幼儿园教学的运用给教师的教学

提供了便利，也使幼儿能够看到更丰富的教学内

容。但是如果过度运用多媒体技术而忽略了实

物和其他玩教具等辅助教学材料，也会减少幼儿

对教学内容的多方面感知，长此以往，教师的提

问、反馈以及幼儿的回答会局限于目之所及的内

容，而无法延展至幼儿更多感官对教学内容的感

受和理解。

五、教育建议

（一）加强教学反思能力，增加师幼对话的

话轮

教学反思不仅是对于教师自身教学目标达

成的质量，还包括对自身的提问、对幼儿的反馈

语言等一系列行为的反思。教师应该进行经常

性的教学反思，在反思中提升自己对反馈语言的

认识和对幼儿进行反馈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师

幼对话的交互性及持续性反馈［10］，话语分析研究

表明，话轮（turn）是日常会话的基本构成单位，

话轮次数的增多更有利于师幼之间的互动循

环。高水平幼儿园教师提供在任务取向反馈模

式，设置游戏性、故事性以及可操作性强的任务

情景，以增加师幼之间循环反馈的次数［11］。如教

师发起—幼儿回答—幼儿点评—教师反馈的循

环话轮结构，持续性的话轮结构可以发展幼儿更

高水平的理解，增强师幼对话的话轮的同时也能

够促进高质量师幼互动的生成。教师反馈作为

师幼互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应该发挥反馈在教

学重的支架作用，实现高质量的师幼互动，而要

实现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就要作为有效反馈［12］。

教师应当结合幼儿回答的具体内容，给出有针对

性的、具体的反馈，而非是“回答得真棒”“很能

干”等笼统的反馈语言，应该结合幼儿所回答的

内容说明“为什么棒”“哪里棒”。

（二）注重语言的规范性，灵活运用反馈策略

幼儿通过模仿教师而习得更多的语言，准确

规范、有条理的集体教学活动语言，是开展活动

的基本前提［13］。教师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对幼儿

进行反馈时要注意自己反馈语言的规范性和发

音的准确性，在反馈时应使用易于理解的语言，

所表达的内容应该是符合幼儿发展水平的，这样

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师幼互动。教师应该丰富自

己的言语反馈知识，能够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幼

儿、不同问题和不同教学情境采取不同的言语反

馈策略，合理调节各类反馈语的频次。

（三）渗入情感反馈，注重体态语言反馈的

作用

有研究表明，教师激励性评价可显著提升教

师的师幼互动质量［14］。因此，教师对幼儿的批评

和惩罚应该具有鼓励性，对幼儿进行批评时不要

全盘否定幼儿的行为，而是带着鼓励性质来肯定

幼儿，在对幼儿进行反馈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

感传导。除了教师的口头反馈语言，也要重视一

些非口头语言行为的运用，如体态语、表情等。

如面对较为胆小不敢于表达的幼儿，应该多运用

表扬鼓励型反馈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

幼儿在回答时表现出因为紧张而支支吾吾的情

况，教师可以通过点头、微笑等体态语言鼓励幼

儿表达，还可以通过“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呢？”

“你有什么还办法”“回答得非常好，继续”等口头

反馈语言鼓励幼儿回答。如果听话人没有向说

话人传递反馈信息，说话人则无法确定其话语是

否已被对方理解，从而影响对话的顺利进行［15］。

所以，引导幼儿对教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也

是师幼对话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幼儿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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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并恰当运用体态语言可以更好地再现儿童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且契合幼儿以形象思

维为主的心理发展特点。［13］比如教师的一个小小

的微笑或者点头的动作就能给幼儿以鼓励。

（四）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帮助幼儿理解和

掌握教学内容

任何语篇的理解和掌握都要以掌握相关文

化为基础，这个过程也是产生具有文化特色的隐

形信息的过程［16］。以语言活动为例，在让幼儿听

故事或者看图片之前，应该先介绍绘本或者图片

的相关知识，这样不仅能帮助幼儿理解和掌握教

学内容，还可以吸引幼儿的兴趣。所以，教师在

开展教学活动尤其是语言活动之前，应该对教学

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正式开展集体教学活动

时可以先向幼儿介绍相关知识，幼儿通过对教学

内容相关知识的了解，会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也会

更加的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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