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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有国内的师幼互动研究,主要还是从成人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较少引入儿童的视角。针对幼儿在

互动中较为被动,施动行为发起较少等问题,本研究希望更多地倾听幼儿的声音,把儿童作为研究的重要参与者,

深入探查幼儿在互动中受到的阻力和限制,真正走近幼儿眼中的师幼互动世界。经调查发现:幼儿施动行为的发

起主要受到时空因素、教师因素、心理因素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揭示,对改进师幼互动状况、提
升互动质量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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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人们把儿童看作“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在社会文化中一直被视为是不成熟的社会存在,处
于“发展中”的“边际人”。同样,在成人掌握话语权

的教育研究中,儿童更多的是以研究对象出现,作为

研究客体被研究。但随着对儿童看法的改变,人们

逐渐意识到儿童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幼儿作为“自
我生活世界的专家”,对周围世界有着独特的看法和

体验[1]。相应地,儿童研究的范式也逐渐改变,质性

研究方法被更多地投入于“有儿童的研究”,而不是

“对儿童的研究”之中,帮助成人更好地倾听儿童的

声音,尊重儿童的参与权、表达权[2]。
现有国内的师幼互动研究,主要还是从成人的

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较少引入儿童的视角。但在

师幼互动中,师幼关系是被双向建构的,来自儿童的

声音需要被进一步重视[3]。而且现有国内研究发

现:幼儿作为师幼互动的主体之一,却存在主体性地

位不突出,在互动中较为被动,施动行为发起过少等

问题。所以,本研究希望把幼儿作为研究的重要参

与者,倾听幼儿的声音,探查幼儿在互动中受到的阻

力和限制,真正深入理解幼儿眼中的师幼互动世界。
一般而言,在师幼互动中,教师和幼儿互为施动

者和受动者,施动者发起施动行为,受动者予以反

馈,才能构成一次互动过程。所以,“施动行为”是指

在师幼互动进程中由施动者发出的、指向受动者的

行为[4]60。幼儿作为师幼互动的主体之一,当其主

动与教师互动时,才会发起施动行为。幼儿主动地

向教师发起施动行为,更有利于增强师幼之间一对

一的互动,建构和谐的师幼关系。但是,现实情况

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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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从幼儿的视角了解互动中幼儿施动

行为发起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的范

式。研究共选取了某市三所幼儿园中的3个大班班

级,在获得幼儿和教师的“知情同意权”(Informed
consent)[5]后,研究者基于设定好的访谈提纲对幼

儿进行深度访谈,最终共有36名幼儿继续接受访

谈,男女各半。在数据分析与整理方面,本研究共转

录了近3万字的访谈记录稿,并对幼儿提到的施动

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类属分析,最终确立三级编

码,总结提炼出幼儿施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而

且,本研究还注意保留幼儿表述中的“本土概念”和
“核心话语”,用以更好地解释幼儿施动行为发起中

遇到的困难和阻力。
一 师幼互动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

(一)生活情境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

生活情境中,幼儿发起的施动行为主要表现在

寻求照顾、征询许可、情绪告白等三个方面。

1.寻求照顾

在生活中,幼儿遇到“穿不好”、“够不到”、“打不

开”等力所不能及的困难时,向教师寻求照顾与帮

助,属于幼儿发起的“寻求照顾”施动行为。根据数

据统计,56%的幼儿表示自己“有时”或者“经常”向
老师寻求帮助,让教师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但

44%的幼儿表示自己很少向教师寻求帮助,这时幼

儿更多地表现出了对自己能力的信任,相信自己能

够做好。与此同时,幼儿还提到了“长大了”、“我是

大班的了”、“不是小孩子了”等概念。在幼儿看来,
“自己长大了,都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不用老

师帮忙了,再用老师帮忙就是小孩了”。所以,大班

的幼儿对自身逐渐形成一种“成长的约束”,相应地

减少了自身施动行为的发起。

2.征询许可

生活情境中,当幼儿的一些个体需求、需要被满

足时,幼儿提前主动告知教师,并征得教师的允许,
属于幼儿“征询许可”的施动行为。根据数据显示,

100%的幼儿表示自己去做一些日常所需的事情,都
需要得到老师的允许。正如幼儿所言:“所有事情,
老师同意了才能做,老师不同意就不做了。”对于幼

儿所言,教师的允许是他们行动的依据,他们不能不

经过教师的许可擅自行动,因为———“这是规矩,你
不能违法!”否则的话,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没
有经过大人允许,自己做了,大人会批评小孩”。所

以,教师的态度和要求明显地影响着幼儿征询许可

施动行为的发起。

3.情绪告白

幼儿因情绪变化,与教师进行的互动,可以被视

作幼儿发起的“情绪告白”施动行为,主要包括积极

情绪告白和消极情绪告白两种。其中,消极情绪告

白方面,根据数据统计,67%的幼儿表示经常会主动

寻求老师的安慰,使得自己的消极情绪得到缓解。
但是,还有33%的幼儿表示自己很少把自己消极的

情绪告诉老师。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和机会的不

足,比如有的幼儿表示:“我想告诉她的时候,她就是

很忙没有时间。”甚至有的幼儿表示:“自己忍着不就

行了吗? 我会自己安慰自己。因为找老师是非常麻

烦的事情,她们很忙,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幼儿还

表示若是自己的消极情绪是教师引起时,自己则不

敢告诉老师。如有幼儿说:“就是老师说我的时候不

开心,我只能记在心里……不敢告诉老师,我都害怕

得直打嘚瑟了。”
另外,积极情绪告白方面,58%的幼儿表示自己

并不主动向教师进行积极情绪告白。幼儿提到最多

的原因,就是不敢主动与教师互动———“不知道老师

让不让说”,或者担心老师可能会拒绝自己,对自己

说“别跟我说话”;而且由于之前没有和教师交流自

己积极感受的经验和习惯,幼儿还会表示:“我们谁

都没有这样过,天天都不这样,所有小朋友都不这样

做。”所以并不把开心的事情向教师分享。除此之

外,幼儿还提到时间的因素,常常表示教师很忙,自
己“想说的时候她就去忙了”。甚至,有时教师也会

由于忙碌,认为幼儿会干扰自己的工作,拒绝与幼儿

交流———“老师不让,老师说,有话回家跟爷爷奶奶,
还有妈妈爸爸聊”。所以,多重的因素制约并影响着

幼儿情绪告白行为的发起。
(二)教学情境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现状

在教学情境中,幼儿发起的施动行为主要表现

在寻求支持、提出问题、结果展示等三个方面。

1.寻求支持

教学情境中,幼儿在活动操作中遇到困难向教

师求助时,属于幼儿发起的“寻求支持”施动行为。
根据数据显示,67%的幼儿在遇到困难时,会主动向

教师寻求帮助,发起施动行为。但是仍有33%的幼

儿并不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幼儿表示不敢的主要

的原因是自己不敢找老师帮助。幼儿的“不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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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担心自己的行为会破坏了教学秩序,被教师

责罚,比如“我不敢找,因为不能随便说话和下地”,
所以没有办法找老师帮助自己;另一方面,担心教师

责怪自己没有认真听课,幼儿会表示———“教过了还

问什么问啊!”自己寻求帮助的行为,会暴露自己没

有认真学习的问题。幼儿还表示,“她有事的时候”
或者“没在我边上”,自己也难以寻求教师的支持。
因此,幼儿寻求支持行为的发起,受到了多种因素的

影响。

2.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是幼儿在教学活动中对教师讲解内

容产生疑惑后主动发起的以“询问或质疑”为主要形

式的一种施动行为。据数据显示,仅22%的幼儿会

向教师提问。根据幼儿的表述,可以发现:只有当幼

儿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冲突,而且教师靠近,或时机恰

当,幼儿才能够把握住提问的时机。但是,比例高达

78%的幼儿表示自己不会在教学活动中向教师提

问。幼儿表示这主要是因为自己需要服从纪律、保
持安静,比如幼儿表示“上课不许说话”;而且,幼儿

也会认为提问是不被教师允许的行为,担心教师不

喜欢自己的提问———“老师不管这些废话”,“不能说

一些没用的”,从而不向教师提问;幼儿还表示当教

师很忙时,自己就没有发问的机会———“老师很忙,
她有事的时候不能问”;甚至还有3名幼儿表示自己

没有疑惑———“上幼儿园一个问题都没有”。因此,
多种因素导致了幼儿难以发起“提出问题”的施动行

为。

3.结果展示

当幼儿完成活动操作后,把操作的成果向教师

进行展示时,属于幼儿发起的“结果展示”施动行为。
在幼儿发起的施动行为中,“结果展示”这一行为主

动发生的频率最高,几乎100%的幼儿表示自己都

会主动向教师展示自己完成的作品,寻求教师的肯

定,比如“我每次都给老师看,因为谁不想让老师表

扬啊”。而且,教师的肯定,会帮助幼儿获得更多的

积极感受,比如“老师会竖起大拇指,给我一个大印

章,我的心情就会很开心”。仅有2名幼儿表示,自
己有时会选择给同伴展示自己的作品,比如“我只给

我的好朋友看一看我的画。老师又忙,我不想打扰

她”,从而不向教师发起结果展示的施动行为。
(三)游戏情境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现状

在游戏情境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主要表现

在寻求帮助、邀请参与以及表达需求等三个方面。

1.寻求帮助

游戏中,幼儿常常会遇到“没搭好”、“纸没了”、
“拧不开”等问题,向教师寻求帮助。根据数据显示,

22%的幼儿表示,自己从没有在游戏中遇到困难,不
需要向教师寻求帮助———“自己玩就行,不用帮,没
有困难”。另外,78%的幼儿会寻求教师的帮助,但
是,即使幼儿主动向教师寻求帮助,也还会遇到一些

阻碍。比如幼儿表示教师在忙事情的时候,自己则

不敢随意打扰———“有的时候老师太忙了,我就瞎

玩,瞎玩我不会的”。而且,幼儿还会表示由于教师

在别的地方,自己无法寻求帮助的状况———“我没法

去找她,她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时间和距离这

两方面的因素,限制了幼儿在游戏中寻求帮助施动

行为的发起。

2.邀请参与

区域游戏中,幼儿主动向教师发起邀请,共同参

与游戏活动,是幼儿发起的一项重要施动行为。数

据显示:33%的幼儿表示自己有的时候会邀请教师,
但是教师有时也会予以拒绝,比如“你们自己玩吧”、
“老师休息”、“我不用玩”等。另外,67%的幼儿则表

示自己很少邀请老师参与游戏,频率较低,这主要是

由于幼儿并没有把教师作为自己游戏的伙伴。一方

面,部分幼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邀请教师,更愿意

与同伴游戏,因为“小朋友可以听懂我说的,她听不

懂”;另一方面,幼儿会担心“区域太小了,老师这么

高,还得弯下腰来,太麻烦了”,或者又猜测“老师是

大人,都玩腻了,不喜欢玩游戏”,从而很少向教师发

起游戏的邀请。除此之外,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因素

也制约了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有的幼儿表示:“我
们平常都不邀请,她太忙了,老多事了”,或者提到:
“老师没在我们旁边,在别的地方”而与自己距离较

远时,不方便与教师互动。因此,多重因素影响着幼

儿施动行为的发起。

3.表达需求

在游戏情境中,幼儿根据游戏材料或者区域设

置的情况,向教师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也属于幼

儿发起施动行为。据数据显示,仅25%的幼儿表示

向教师表达过自身的需求,而且即使表达了需求,教
师也有可能会拒绝。比如幼儿升班之后,对旧的玩

具仍然充满兴趣,希望利用它们进行新的玩法,就会

被拒绝———“老师就说不可以,因为之前我们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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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大了,不可以玩了”。另外,75%的幼儿表

示,自己从未向教师表达关于游戏方面的想法和需

求。这主要是因为在幼儿心中,教师对区域游戏有

着绝对的控制权———“都是老师说了算,不能说自己

想的”,否则的话———“那样就是坏孩子了”。而且,
幼儿也提到教师“跑来跑去的好忙啊”的状态,会阻

碍自身向其发起互动。比如有的幼儿表示:“上老师

跟前是很难的,我不想上跟前。老师会说,快走快

走,说啥事赶紧说!”因此,幼儿“卖手表的小店铺”、
“和小熊唠嗑”以及“加彩色串珠”的需求被深藏在心

里,抑制着自身施动行为的发起。
二 师幼互动中幼儿施动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以上三类情境中,幼儿描述了自身施动行为

的发起情况,并且解释了自身施动行为所受到的限

制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类属分析,可以把幼

儿眼中施动行为发起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时空因素、
教师因素以及心理因素这三个方面。

(一)时空因素

师幼互动中,即使幼儿希望与教师互动,但一些

外部的制约条件常常阻碍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其

中,“时间的不足”与“距离的疏远”,就是影响幼儿发

起施动行为的两个外部因素。

1.时间与机会

互动,一定程度上是施动双方“生命时间”的交

融过程。“我与你”的互动,其实也就是对彼此时间

的交付,以期在共同的时间内发生交流和碰撞。
但在数据的编码中,幼儿多次使用了“没有空”、

“没有时间”、“忙”、“很多事情”等词语描绘了教师忙

碌的状态,共计有117次,平均每名幼儿提到3.25
次。幼儿眼中的教师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使得幼

儿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时机和机会与教师互动,幼儿

常常表示———“老师在忙,不能打扰她”,“老师忙完

了才能去找她”。
因此,没有双方充足互动时间的保证,幼儿难以

与教师进行互动。时间与机会的不足,成为了幼儿

眼中限制自身施动行为发起的重要外部因素。

2.身体间距离

齐美尔在空间社会学中提到:人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除了它一般所包含的意义外,也被感到是空间

的填充。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彼此之间的相

互作用又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

我们来说实在的东西[6]293。

在数据的编码中,研究发现幼儿多次使用了“没
有挨着”、“不靠着”、“远”、“在别的地方”、“不在我

这”等空间概念,描述了影响师幼互动的空间限制因

素,共计62次,平均每名幼儿1.72次。对于幼儿而

言,只有自身与教师的身体距离处于合理的空间范

围之内,才能够更方便并合理地与教师互动。反之,
当教师与自身身体间距离过远时,幼儿会受制于其

他的各类因素,在互动中步履维艰。比如,幼儿就会

表示“老师不在我这”,“她都在别的地方”等与教师

身体距离相疏远的状态,用以解释未向教师发起施

动行为的原因。
因此,幼儿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当空间不利于师

幼一对一互动的产生时,发起施动行为的机会会大

大减少。空间距离的疏远也是影响幼儿施动行为发

起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二)教师因素

师幼互动中,教师作为幼儿互动的直接对象,教
师的行为和态度对幼儿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其中,教师下达的“规矩与命令”以及教师在互

动中的“惯习与示意”,是幼儿提到的影响自身施动

行为的重要因素。

1.规矩与命令

规矩,是指一定的规则和标准,其主要的功能在

于对行为的约束。在班级生活中,教师明确制定了

幼儿行为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保证了班级的秩序,
但也阻碍了幼儿与教师互动。在数据的编码中,幼
儿多次使用了“不让”、“不能”、“不许”、“不可以”等
命令性语句,用以解释自身不发起施动行为的原因,
共计96次,平均每名幼儿2.67次。

一方面,“规矩”对于幼儿而言,是“对与错”的严

格界限,也是他们行为的准则和尺度。若是没有规

矩,他们的行为则会失去依靠,无限的自由带来的是

茫然无措。规矩的存在,可以成为幼儿对“行为确定

性的寻求”[7]19的最佳尺度。因此,幼儿眼中教师的

命令不可违背———“这是规矩,你不能违法”,幼儿对

规矩有着高度的内部认同感。另一方面,在幼儿看

来,一旦违背了教师的规矩和命令,就会有面临被惩

罚的可能。这时教师的惩罚,作为一种外部约束力,
使得幼儿不敢轻易打破规矩,任意采取行动。可见,
幼儿对规矩的内部认同力以及规矩所带来的外部约

束力同时作用于幼儿,使得幼儿谨遵教师的指令,不
敢轻易与教师互动。因此,教师的规矩和命令,一定

711

王小英 朱慧慧 基于儿童视角下的师幼互动中幼儿施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程度上成为了制约幼儿施动行为发起的重要因素。

2.惯习与示意

惯习,亦或惯例,是指习惯性的行为或做法。调

查中幼儿多次提到,“我们没有这样过”、“一般都不

这样”等对日常互动情况概述的语句,表述了师幼以

往的互动惯习情况,共计26次,平均每名幼儿0.72
次。比如游戏中,幼儿会因为“老师一般都不跟我们

玩”,减少自己邀请老师参加自己的游戏的行为,保
持习惯性的做法。另外生活中,幼儿会因为“一般老

师不和我们聊开心的事情”,而不常常向教师交流、
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因此,幼儿与教师互动的

惯习,对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外,幼儿往往习惯于沿袭现有的互动惯习,保

持稳定的互动关系,不敢轻易打破。比如,师幼之间

的一对一的沟通交流行为较少,幼儿在解释原因时,
会表示“我们一般不和老师说自己开心的事,要是老

师问一问我,我才能告诉她”。可见,在互动中,教师

往往掌握着互动的发起权。对于幼儿而言,只有教

师的示意,才能打破原有的互动惯习;相反,若是教

师不向幼儿示意,幼儿则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不能

轻易发起施动行为,与教师互动。
因此,惯习作为幼儿和教师之间“约定成俗”的

互动模式,幼儿常常会沿袭这样的互动惯习,保证稳

定的互动关系。而且,若是没有教师的主动示意,幼
儿不敢轻易打破彼此已稳固的互动关系,主动与教

师互动。
(三)心理因素

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除了受到外部条件因素的

干扰,其内部的心理过程,也会对施动行为的发起产

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师幼互动行为并非教师

与幼儿之间简单的行为上的刺激与反应,而是拥有

心灵 的 个 体 与 个 体 间 有 计 划、有 目 的 的 行 为 往

来”[4]214。
“想象性预演”、“客我的约束”以及“经验的借

鉴”这三种内隐心理,是幼儿在互动中表露出的心理

过程,左右着自身施动行为的发起。揭示这些内隐

心理,可以更加深入地进入幼儿的世界,更好地了解

这些内部心理是如何作用、运转并最终影响到直观

的施动行为上来的。

1.想象性预演

想象性预演,是乔治·米德“符号互动论”中的

重要观点。“想象性预演”的具体含义是指“将扮演

他人的角色,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地位,设想那些与之

合作的他人的态度,从他人的角度来定义和解释周

围环境中的客体”[8]197。也就是说,个体在发起互

动前,会预想对方可能的反应,再进一步选择自己互

动的方式。
幼儿在互动中常常对自身施动行为进行结果性

的预演,推测教师可能的反应,进而决定自己是否发

起施动行为。比如幼儿在描述中多次使用“不敢”作
为自己不发起施动行为的原因,就是幼儿对教师可

能给予的互动反馈进行了消极的预演,推测自己的

施动行为可能会导致教师的惩罚,从而决定放弃发

起这项施动行为,最大程度地规避教师对自身的负

面反馈。正如米德所言,想象性预演使得个体得以

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动,以谋求彼此之间的最佳适

应[8]197。可见,想象性预演帮助幼儿更好地推测教

师的反应,使得自身与教师之间处于最佳的适应之

中。
另外,幼儿的想象性预演的结果,并不是幼儿纯

粹的臆想,幼儿往往能够结合教师以往的行为特征

和互动经验,推测教师下一步的反应。比如一名幼

儿“桃桃”曾主动与教师攀谈时被教师拒绝,在积极

情绪告白中,她就会预想如果自己向教师发起施动

行为,老师会命令她“别跟我说话”;同样在邀请教师

参与游戏的互动中,她也会预想“老师还不会来玩,
因为又是那句话,别跟我说话”。虽然,幼儿的预演

不一定是教师绝对的反应,但是如果教师拒绝的行

为出现的次数较多,幼儿往往会把教师的这些反应

进行泛化,成为推测教师其他行为的原始经验,在互

动中变得更加不主动。Bretherton等人在依恋理论

中也提到:在每日惯例的互动中,幼儿形成了一种彼

此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这一内部心理模型描述

了幼儿所形成的关于成人对自身关注和支持程度的

心理期望[9]273。可见,教师平时的拒绝和疏离,使得

幼儿对教师的心理期望逐渐降低,认为教师不愿意

与自身互动,最终也减少了自身施动行为的发起。
因此,想象性预演是幼儿在互动中重要的心理

过程,主要承担着推测和预演教师反馈行为的作用,
而且预演的结果也往往建立在以往的互动经验基础

之上。

2.客我的约束

“客我”的概念也是米德符号互动论中的重要观

点。“客我”是指个人从他人那里学到的有关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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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或观点,也就是把自己当作客体,并用群体的视

角来观察自己[10]115。客我的存在,使得在互动中,
个体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之余,也受到他人的态度和

期望的影响。
互动时,幼儿并不是完全冲动、随意、毫无考虑

地发起行为,幼儿会整体把握特殊情境中他人对自

己行为的期望和要求,这样的期望或要求就是“客
我”,一种“概化的他人”[8]199,从而客观地站在他人

角度上,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客我”是一种应然

的“我”。这种应然的我对幼儿的施动行为起到了一

定的影响作用。
(1)“成熟要求下”的客我形象。从个体成长的

角度上来看,“客我”常常是成人多次赋予的成熟形

象———你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幼儿会克制

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不告诉老师“还想玩以前的玩

具”,甚至在生活中也减少向教师寻求帮助的行为,
努力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总要找老师帮

忙”;这时的幼儿,在成熟和独立的要求下,相应地减

少了施动行为的发起。
(2)“好孩子标准下”的客我形象。从他人期望

的角度上看,儿童渴望成人的认可,这时的客我更多

地是成人所满意的“好孩子形象”,幼儿会在互动中

积极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成人的要求和标准。比

如,幼儿多次表示需要遵守纪律,而不能轻易向教师

发起施动行为,不然就是“不听话的小孩”;而且即使

有了想法和需求,也不能随意说自己想说的,不听老

师的安排,否则“那样就是坏孩子了”。
因此,当幼儿把自身设定为成长、期待的理性形

象时,幼儿心中应然的我被多角度的构建起来。这

些来自“客我”的“约束”最终成为幼儿在互动中的内

在心理过程,影响着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

3.经验的借鉴

任何互动都不是封闭的相互作用,而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和过程,随时影响着在场的他人,也受在场

的他人的影响。教师和儿童的互动,绝不仅仅只是

师生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其他儿童均存在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相互影响[11]195。
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建者班杜拉特别强调“观察

学习”、“替代强化”的重要性。幼儿通过观察“他人

行为的结果”,学习“他人的经验”,可以了解到哪些

行为会受到认可或反对,从而模仿受到奖赏的行为,
抑制受到惩罚的行为。在幼儿的表述中,明显发现,

幼儿经常参考其他幼儿与教师互动的经验,对自己

的施动行为进行调节。比如幼儿常常看到别的幼儿

在互动中被教师拒绝或惩罚,幼儿则会在自己与教

师的互动中,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相反,若是幼儿

观察到其他幼儿的施动行为,被教师认可或被给予

积极的回馈,幼儿则会模仿相应的施动行为,更多地

与教师进行互动。可见,在班级场域中,幼儿积极观

察着同伴与教师的互动过程,把观察学习到的有效

互动经验作为以后自己与教师进行互动的参考,不
断调节自身施动行为的发起状况。

因此,互动并不是封闭的相互作用,幼儿积极学

习和借鉴着同伴的经验,并进一步成为影响自己的

施动行为发起的内部心理因素。
三 构建良好师幼互动的教育建议

(一)倾听幼儿,重视幼儿的视角与想法

社会文化理论中强调:幼儿作为自我生活的主

体,对生活有其独特的意义生成途径[12]。在集体的

公共活动中,儿童并不是简单地内化社会规则和文

化,而 是 在 理 解 的 基 础 上 能 动 地 建 构 自 己 的 文

化[13]。幼儿在园生活是其总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和解释,有着属于自身的特

点。了解幼儿的看法,有利于真正接近幼儿生活的

本真状态。教育工作者需要带着对“未来大人”的敬

意,倾听幼儿的想法,给予他们表达的权利和机会。
另外,现有研究表明,4—6岁幼儿具有良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可以清晰地向成人表达自己的看

法[14]7。幼儿作为师幼互动的主体之一,他们对互

动的看法,需要被更认真地倾听和关注,教师需要真

正地尊重幼儿,把他们看作是自己在班级生活中的

“重要成员”,改进现有的互动状况,在班级这一场域

中,共同营造出属于彼此的最佳生活样态。
(二)克服障碍,减少时空的限制因素

师幼互动作为师幼双方的双向交流行为,必然

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时间与空间距离的限制,
是研究中幼儿反馈的影响师幼互动的主要外部限制

因素。幼儿多次提到教师因为过于忙碌、与自己距

离过远等因素,导致彼此的互动难以开展的问题。
在观察中发现,教师除了正常的保育与教育工作外,
还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要完成,教师常常要在班级

中进行处理,无暇关注幼儿。另外,班级师幼比过

大,确实导致教师难以及时地走近每一位幼儿,为其

提供帮助和指导,幼儿常常表示教师在别的地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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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地帮助自己。
所以,教师需要在时间、空间等方面打破现有的

互动障碍。一方面,教师需要解放自己的时间,把时

间分配开来,把更多的精力可以用于对每一位幼儿

的观察、互动与反思上。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提高

对个别幼儿的关注度,多与幼儿进行接触,真正减少

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走近每一位幼儿。
(三)积极反思,改进不良的互动行为

幼儿内部心理模型建立的原始材料,是一次次

与成人互动的具体经验,这些经验最终影响着幼儿

在师幼互动中的行为表现。
因此,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与以往互动的经验

密切相关。如果以往的互动经验并不鼓励幼儿发起

施动行为,幼儿则会减少和抑制这项行为的发起。
比如,教师常常在忙碌中,粗暴地命令幼儿“别和我

说话”,或者为了整体的秩序而严厉地让幼儿“不许

说一些废话”,这样的方式都会让幼儿建立起不良的

互动经验,在互动中变得更加被动和胆怯。甚至有

的幼儿表示“到老师跟前太难了”,“找老师是件很麻

烦的事”。这都说明,师幼以往的这些互动经验,若
不鼓励幼儿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则会极大地抑

制幼儿施动行为的发起。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反思

自己和幼儿互动的惯习和经验,思考它们对幼儿产

生的影响,减少不良的、命令拒绝式的互动方式。
(四)转变态度,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

师幼关系作为师幼互动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成

为师幼进一步互动发生的心理背景[15]。不难发现,
既成的师幼关系对幼儿互动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教师在互动中强硬的拒绝、冰冷的命令、习惯性

的忽视,使得师幼关系常常处于“被控制”、“被疏离”
的状态,进一步导致幼儿在互动中步步受限、举步维

艰。因此,教师需要打破师幼间不良的关系状态,建
立师幼之间积极的关系状态。

这种关系的改变,尤其需要教师更多地给予幼

儿互动的示范。因为对于幼儿而言,他们感受到自

身在互动中的被动地位,只有教师迈出“互动的第一

步”,才能让他们意识到老师愿意与自己互动,原来

可以这样和教师互动。也只有教师更多的示意和主

动,才有利于幼儿积累起更多的互动经验,更加主动

地向教师发起互动。而且,教师即使不能满足幼儿

互动的愿望,也需要耐心地向其解释,不能粗暴地拒

绝幼儿。只有这样,幼儿才会感受到教师与自己处

于良好的互动关系中,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影响

以后施动行为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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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InteractiveBehaviorsinTeacher-ChildrenInteraction
andItsInfluenceFactorsBasedonChildrensPerspective

WANGXiao-ying1,ZHUHui-hui2
(1.Facultyof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

2.DepartmentofChildDevelopment,SiliconLakeCollege,Kunshan,Jiangsu215332,China)

Abstract:Theexistingresearchonteacher-childreninteractioninourcountryismainlyfrom
theperspectiveofadultsratherthanchildrensperspective.Basedontheproblemsthatchildren
aremorepassiveintheinteraction,thisstudylistensmoretothevoicesfromchildrenandre-
gardschildrenasimportantresearchparticipants,soastoanalyzetheinfluencefactorschildren
encounteredininteractionwithteachers,andlookintotheinteractiveworldfromchildrensper-
spective.Investigationshowsthatthreekindsofinfluencefactorshavegreatimpactonchildrens
interactivebehaviors,includingspace-timefactors,teachersfactorsandpsychologicalfactors.In
aword,thediscoveryoftheseinfluencefactorshasimportantvalueinimprovingteacher-children
interaction.

Keywords:childrensperspective;teacher-childreninteraction;childrensinteractivebehav-
iors;influenc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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