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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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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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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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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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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