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现阶段农村幼儿很多

由祖辈抚养，祖辈教育理念

相对落后，导致部分幼儿与

同伴不能友好交往，同伴关

系比较紧张。教师及家长应

从日常生活、游戏等方面潜

移默化地引导幼儿学会分享

谦让、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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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同伴关系问题分析及
交往能力培养

夏  琴

一、 研究背景

由于生计问题，农村年轻的父

母大多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农村幼

儿大多数是由祖辈带大并跟随祖辈

生活学习，留守幼儿较多。很多老

人农活之余只能做到让幼儿吃饱穿

暖，对幼儿的行为习惯、能力品质

等方面缺乏培养教育，导致部分农

村幼儿进入幼儿园这个大集体后很

难适应，尤其在与同伴交往时不知

所措，遇到矛盾也无法解决，甚至

出现吵闹、打架等现象。

案例一：小班开学一周后的一

天，洋洋的脸蛋上出现了一道清晰

的抓痕。笔者询问之后才知道，洋

洋走路不小心撞到了齐齐，齐齐二

话不说直接朝洋洋脸上抓了过去。

笔者问齐齐为什么抓小朋友，他的

回答很简单：“奶奶说，谁欺负我

了就要还手。”

案例二：区域活动时间，每个

幼儿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游戏区。

不久，图书区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原来，涛涛和小雨都看上了一本关

于恐龙的图书，小雨已经拿到了手

上，涛涛不认输伸手就抢，而小雨

怎么都不撒手，两人你不让我、我

不让你地僵持着。

案例三：美术活动中，画完画

的玲玲发现油画棒忘带了，于是走

过来向笔者求救，笔者让她向别的

小朋友借一下，过了一会儿笔者发

现，她还没有动手涂颜色，原因

是她不知道怎么向别的小朋友借

东西。

二、 农村幼儿同伴交往存

在的问题

( 一 ) 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部分幼儿在家庭生活中受到了

父母、祖辈的宠爱，存在着以自我

为中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其他同

伴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总是以个人

的喜好或者利益为出发点，很少顾

及其他同伴的感受。这些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得十分固执，在

与同伴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

在游戏时，经常出现抢夺玩具、不

愿意与他人交流等问题，缺少对他

人的关爱，表现出了以自我为中心

的性格特点，当需要分享或出现与

幼儿个人意志不同的情况时，他们

往往表现出过于激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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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性格较为孤僻

很多幼儿在家庭生活中缺少同

伴一起玩耍，刚刚进入幼儿园，经

常会表现出比较孤僻、任性的问题。

例如，在游戏活动中，这类幼儿不

愿意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玩玩具。对于幼儿园组织的各种集

体活动如排球游戏、老鹰捉小鸡游

戏也不愿意参与，经常是一个人待

在一边，拒绝与其他同伴的交流。

这部分幼儿还经常表现出爱钻牛角

尖的现象，这给他们的健康成长带

来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有的幼儿还

会表现出更为激烈的问题，如推搡

他人、骂人、给其他小朋友起难听

的外号等。这不仅影响了幼儿个人

的成长，也给幼儿园的教学带来了

不良的影响。如果不能够及时地纠

正幼儿的这些行为，会使幼儿越来

越暴躁、娇蛮无理。

三、 农村幼儿同伴关系问题

的成因

通过上述案例和现状分析可以

看出，部分农村幼儿与同伴间的关

系比较紧张，甚至有时是敌对的，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 一 ) 家长育儿理念脱节

现在大部分幼儿都是独生子

女，长期待在老人身边，部分老人

对孩子宠爱有加，在让其和左邻右

舍的孩子玩闹时也不放心，生怕孩

子摔了碰了，同时也不忘千叮咛万

嘱咐“被欺负了要还回去”。长期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部分幼儿在和

同伴起了摩擦后下意识地就是要

“还回去”，不能让人随便“欺负”了。

( 二 ) 同龄伙伴缺失

独生子女最缺少的是同伴。现

在一个村子里同龄幼儿非常少，终

日陪伴幼儿的不是小伙伴，而是玩

具、电视、游戏机这些冰冷的“同

伴”。正因如此，幼儿在幼儿园和

同伴一起生活时不知道如何相处、

交往。此外，孩子与家人相处时，

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家人让

着他们，部分孩子认为别人让着他、

对他好是理所应当的。到幼儿园后，

孩子遇到摩擦谁也不肯让谁，教师

总是要忙着“灭火”。对此，幼儿

教师应该为幼儿打造一个友好、团

结、愉悦的氛围。

四、 农村幼儿交往能力的

培养策略

( 一 ) 幼儿园多途径培养幼儿
间的交往能力

（1）故事萌发了幼儿与同伴正

确交往的愿望。故事是幼儿最好的

学习伙伴，伴随幼儿咿呀学语、入

园甚至长大，幼儿从故事中学到

了很多知识，有文明礼貌方面的、

分享合作方面的、关心同伴方面

的……都能让幼儿形成初步的良好

交往意识。由于农村幼儿的特殊性，

父母不在身边或者早出晚归，没有

时间陪孩子阅读。作为幼儿园教

师，可以利用一些时间给幼儿讲一

些小故事，如利用晨间谈话、餐前

准备、午睡前等时间，用故事引领

幼儿了解如何与同伴交往。绘本教

育是笔者所在幼儿园的一个研究课

题，绘本图案夸张，色彩鲜明，文

字较少，更适合学前幼儿阅读。例

如，荷兰儿童插画家马克斯·维尔

修思的《找到一个好朋友》，这本

书讲述的是青蛙弗洛格和小棕熊的

友谊的故事。通过这本书的阅读可

以让幼儿懂得朋友的重要性，引导

幼儿学会交朋友，知道珍惜友情，

认识到拥有好朋友是一件美妙而快

乐的事情。在幼儿了解了朋友的意

义后，教师再结合绘本讲述“分享”

的故事，分享无处不在，分享快乐

了“你”“我”“他”，何乐而不为呢？

奥地利著名童书作家威宁格的绘本

《我们和好吧》，讲述的是每对好朋

友之间都会发生的事情——吵架。

小兔波力和埃迪吵架了，吵架的原

因大部分小朋友都遇到过——搭好

的树皮船被对方弄坏了，于是俩人

都生气了，谁也不理谁，但是最后

大家都原谅了对方。通过这本书的

阅读让幼儿懂得吵架没关系，但要

学会谅解、包容对方。通过故事绘

本的阅读，让幼儿对如何正确交往

有了初步的意识，知道了交往中哪

些行为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

的，为自己和同伴的交往做好铺垫。

（2）游戏是培养幼儿与同伴交

往能力的“试金石”。游戏是幼儿

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

最喜欢的活动。幼儿的学习从游戏

开始，如“过家家”等游戏伴随着

每个幼儿的成长。进入幼儿园后，

“钓鱼”“理发店”“喂娃娃”“医院”

等游戏成了幼儿的“新朋友”，大

多数游戏是需要幼儿合作完成的，

这就考验了幼儿与同伴之间的交往

能力。一次玩“甜甜的糖果”时，

部分幼儿“做糖”，部分幼儿“包糖”。

游戏刚刚开始，笔者就听到“包糖

区”传来了一阵吵闹声，走近一看，

原来是悦悦和小欣都喜欢红颜色的

糖纸，两人都想把红色的糖纸抢到

自己的面前，其他小朋友看到后纷

纷抢起了自己喜欢的糖纸，糖纸抓

得满桌都是。看到这个情况，笔者

先平息了自己的情绪，蹲下来轻声

对悦悦和小欣说：“怎么了？发生

什么事情了？”悦悦嘟囔着说：“我

喜欢红色的。”一旁的小欣气呼呼

地说：“我也喜欢！”笔者说：“老

师也喜欢红色的东西，比如你们身

上红红的衣服。我能把衣服抢过来

吗？不能哦。老师觉得只要看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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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开心了。这些糖纸是老师为大家

准备的，不是小朋友一个人的，你

把自己喜欢的拿走了，别的小朋

友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好朋友，要

学会分享哦。”孩子们听了点点头，

把手上紧抓的糖纸都放到了桌子中

间的篓子里。在以后的游戏中，抢

东西的现象也很少出现了，偶尔有

孩子争抢东西，就会有小朋友说“好

朋友要分享哦”。在游戏中遇到的

问题多种多样，教师要告诉孩子正

确的交往方法。

（3）日常生活是强化幼儿与同

伴交往能力的手段。幼儿与同伴的

交往能力还需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练

习强化。首先，在与同伴交往时，

幼儿要学会使用礼貌用语。早上

入（离）园时，要学会与同伴打招

呼“XXX，早安（再见）”；需要同

伴帮忙时要说“请你帮我……，谢

谢”；需要借用同伴东西时要说“你

能把 XX 借给我吗？”有礼貌的话

语能使人心情愉悦，拉近彼此间的

距离。其次，在与同伴交往时，幼

儿要乐于帮助别人。同伴有了困难

要及时给予帮助，同伴忘带铅笔能

及时递过去一支；同伴鞋带松了要

及时提醒；同伴跌倒了要及时扶起

来……不但帮助了别人，同时收获

了快乐，收获了友谊。最后，在与

同伴交往时，幼儿要互相包容，学

会谅解他人。在幼儿园这个小集体

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摩擦也并

不可怕，关键是事情发生后要多为

别人着想，学会理解与包容，主动

说“对不起”是交往中十分重要的

一点。

( 二 ) 家园合力，促进幼儿与

同伴正确交往

教育幼儿仅凭幼儿园单方面的

努力是难以成功的，家园共育是培

养幼儿不可或缺的途径，只有家园

同步才能促进幼儿健康、快乐地成

长。幼儿园在培养幼儿与同伴交往

能力的同时，还要纠正家长的错误

思想观念。

第一，开展年轻家长沙龙，就

“幼儿与同伴间的交往”进行案例

观察、讨论、研究。年轻人的思想

和老一辈有所不同，他们更能理解

正确的育儿观念。从爸爸妈妈着手，

将正确的思想间接传递给祖辈。

第二，开展专家讲座，请祖辈

家长参加，就“幼儿与同伴间的交

往问题”进行直接引导与交流。讲

座内容不仅包括如何正确引导幼儿

与同伴的交往，还包括幼儿与同伴

交往不当而引发的问题，理论与事

实相结合，深入浅出，相信一定能

让老人们理解并且纠正以前不当的

做法，实现家园齐力教育幼儿。

( 三 ) 传授幼儿基本的同伴交

往合作技能

在幼儿园中，无论是游戏还是

绘本阅读，都需要幼儿合作完成，

最终实现幼儿的共同发展。幼儿园

的社交活动以游戏为主，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传授给幼儿基本的交

往合作技能。例如，在游戏过程中，

可以通过角色扮演，鼓励幼儿选择

自己喜欢的角色，让幼儿通过游戏

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感受成功、

失败，使幼儿能够明确只有充分尊

重他人，与他人合作，才能够取得

集体的胜利，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

值，从而使幼儿学会尊重他人。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关注每一个幼

儿的表现。游戏结束后，教师要引

导幼儿反思，探讨在配合的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如何改进才能够玩得

更开心；表扬在游戏过程中尊重其

他小朋友、态度谦和的幼儿，共同

分享经验，让幼儿懂得如何与他人

交往，掌握一定的交往技能。

( 四 ) 创造愉悦交往环境，为
幼儿提供交流合作的机会

幼儿年龄较小，希望得到家

长、教师的认可，在交往的过程

中，愉快的经历不仅可以让幼儿拥

有成就感，也可以增强幼儿的交往

自信。同时，具有较强自信的幼儿

也会具有较强的社交主动性，最终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为幼儿创造与同伴交

往的环境，给予幼儿更多合作交流

的机会。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节

日活动，为幼儿创造相关的机会。

例如，六一儿童节是幼儿都十分喜

欢的节日，教师可以与家长进行沟

通，邀请家长来到幼儿园和幼儿共

同度过美好的一天，和幼儿一起进

行亲子游戏：可以让幼儿为家长穿

衣服，幼儿在起点，家长在终点，

幼儿拿起衣服为家长穿好，家长再

背着孩子从终点回到起点，最终获

得胜利的幼儿能够得到家长和教师

的鼓励。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幼儿

一起进行其他的集体性游戏，让幼

儿在亲子游戏过程中感受到游戏的

乐趣，扩大幼儿的社交范围，感受

与同伴交往的乐趣，与家长互动的

快乐，从而提高幼儿的同伴交往能

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幼儿的交往能力需要幼儿自己

日积月累的实践，也需要成人的正

确引导教育。幼儿只有在与同伴的

交往中感受到友谊的快乐，在成人

的引导下寻找到最佳的交往方式，

才能够真实有效地提高交往能力，

同伴关系才会更加和谐。（作者单

位系江苏省南通市海安高新区仁桥

幼儿园）

参考文献

[1] 田林.农村留守幼儿同伴关系调查研究[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1,31(1):113-117.

总第 216 期  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