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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是建立在师幼身心接触

与相互交流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体现

发起与反馈的关系，且互动形式多样，是一个连续

的动态过程。建构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对于培养幼

儿的安全感、自信心以及促进幼儿童年期对事物的

积极探索都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对于教师提高教

学活动中的师幼互动质量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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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师幼互动行为概述

师幼互动行为主要是指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各环节

中，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和各

种程度的心理交互作用或行为相互影响的过程。这种

行为发生在幼儿的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建立在师幼

互动身心接触与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是一种双向的交

流，互动的形式和目的是多样的，是一个连续的动态

的过程。师幼互动在幼儿认知发展、道德养成和心理

健康成长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围绕学前教育领域师幼互动类型研究现状进行分

析，外国学者主要从教师和幼儿角度出发，从情感表

现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进行师幼互动关系模式研究。

我国学者就某方面的研究设计一些师幼互动类型方面

的内容，有学者在探讨教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时，根据教师介入幼儿游戏的方式将教师与幼儿

间的互动分为平行式、合作式与外部干预式三种类型；

有学者在结合对幼儿教师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的前提

下，立足于教师指向幼儿的行为中所伴随的情感状态

把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分为严爱型、慈爱型、一般

型；还有学者认为，幼儿园师幼互动行为的主导形态

是非对称相倚型。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教育

学领域。

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

观察的具体案例出发，针对案例中的师幼互动行为进

行分析，从而找出影响建构积极有效师幼互动行为的

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二、 师幼互动行为的具体案例分析

( 一 ) 案例 1：洛阳市某公立幼儿园区域活动
在故事屋玩的中班幼儿茜茜，她一直在焦急地走

来走去，笔者便安静地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等她

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笔者轻声问她：“你为什么要一

直走来走去啊？”她撇了一下嘴，然后对笔者说：“大

韩老师为什么还不来？她说她一会儿要过来买我的书

的，可是她一直在别的区域，还不让我去玩，我不想

玩故事屋。”说罢她依旧走来走来，大概持续了五分钟

左右，直到大韩老师过来，蹲下来问她：“多少钱一本

书？”她回答道：“5 块。”然后大韩老师又问：“那我

可以扫支付宝吗？”茜茜说：“可以。”然后大韩老师

付完钱，茜茜高兴地打烊了。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这是由幼儿发起的寻找关注

与安慰的上行型师幼互动行为事件，教师在作出接受

取向的回复时，其行为的性质是正向的。在这个案例

中，茜茜根据自身心理过程中的场景界定、角色认知

与行为期待，明确她将要开启互动的主要目的是得到

大韩老师的关注，而后将带有非言语的具体方式与正

向、进取的施动行为，呈现给受动者大韩老师。大韩

老师在接到信息后，根据自己本身对互动场景的界定、

对自己及对方的角色认知与行为期待，采取接受的行

为取向，将反馈行为采用言语与非言语的方式正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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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给施动者。至此此次师幼互动行为事件结束。

( 二 ) 案例 2：洛阳市某企事业单位幼儿园集体
教学活动

在中班集体教学科学活动中，教师在教孩子们学

习如何认识齿轮。活动的一开始，教师先给孩子们准

备了大量带有齿轮的玩具，并提前让幼儿认识齿轮。

活动开始后，教师让幼儿自己选择玩具，然后拆卸玩

具，亲自发现齿轮。可是有一个小朋友不太会用螺丝刀，

所以他的玩具一直拆卸不开。教师看到后，在幼儿并

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直接走上前去从幼儿手里拿过螺

丝刀，然后自己蹲下开始帮助幼儿拆卸玩具，直到把

玩具拆卸完，教师才把玩具还给幼儿。在教师拆卸的

整个过程中，幼儿静静地看着老师，教师也丝毫没有

让幼儿动手参与。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教师要让幼儿

自己动手动脑探索物体。教师应该鼓励幼儿进行探索，

让幼儿自己动手拆卸或自制玩具。但是在这个活动中，

教师处于主动者地位，控制着互动行为的发生，教师

依据幼儿在拆卸玩具的场景界定，根据自己作为一名

教育者应该指导幼儿活动以及希望幼儿能拆卸完玩具

并发现玩具中的齿轮，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的行为期待，

确立自己要帮助幼儿，用非言语的动作呈现出来。幼

儿依据拆玩具的场景设定以及知道教师要帮助自己的

角色认知，为了发现玩具中齿轮的行为期待，接受了

教师的帮助，从而采取平和的态度反馈给教师。这属

于一种倾斜模式的下行型师幼互动行为事件。

三、 师幼互动行为的发展现状

师幼互动行为时刻存在于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从

上面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师幼互动行为在现实中并不

都是积极有效的，可能是幼儿的请求得不到很好的满

足，或者教师在其中扮演着控制者、管理者角色。除

此之外，师幼互动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 一 ) 幼儿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从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茜茜不想玩故事屋，

可是大韩老师因为别的区域人员已满就不让茜茜玩，

以至于茜茜在故事屋玩得有点焦躁不安，因此在区域

活动中，茜茜的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集体教

学“齿轮”的科学活动中，教师以自己是教育者、管

理者的角色认知，在幼儿并没有求助的情况下帮助幼

儿，而且在帮助幼儿的过程中，没有让幼儿自己动手

去拆卸玩具，而是直接替代其操作，教师的行为带有

很强的教学目的性，但并没有关注到幼儿自主性的发挥。

( 二 )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行型与下行型特点
在师幼互动中，幼儿可能会为了寻求帮助、告状

等缘由呈现出上行型的互动行为，但是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发起的下行型师幼互动行为居大多数，且很多情

况下是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而去指导幼儿，并不是

真正为了幼儿的成长。

( 三 ) 教师多采用非言语型行为
从案例 2 中可以看到，教师采取非言语型的行为

直接去帮助幼儿，幼儿的反应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积极，

而是平和地接受。同时在这个互动中，教师并没有充

分地与幼儿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没有很好地去指导幼儿，

使这个师幼互动的行为并没有向积极有效的方向发展。

师幼互动中还存在着教师并没有真正认识幼儿的

思维和认知发展的水平以及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致

使幼儿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被

动接受教师的帮助。

( 四 ) 部分教师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素质有待发展  
作为互动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接收者，教师的个

人素养和教育理念对互动行为的整体效果有着很大的

影响。专业素质好、职业道德高、教学水平高的教师

所具备的仁爱、耐心等教育理念直接影响着其对待幼

儿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产生的结果。目前，部分教

师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素质有待发展，有些幼儿在师幼

互动过程中经常性受到教师的批评与忽视，产生偏激

或者内向的心理，从而丧失学习、活动的兴趣，不利

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四、 积极有效师幼互动行为建构的影响

因素

( 一 ) 幼儿的依赖性
当前，我国幼儿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从小受父

母、长辈的宠爱，长期生活在家庭的关爱与照顾之下，

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使得幼儿在幼儿园的活动中只

会被动地向教师发起求助和安慰的互动行为，并希望

教师能够对其帮助、抚慰和赞赏。这极大地影响了积

极有效师幼互动行为的建构。

( 二 ) 幼儿教师的教育理念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依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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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教育者的角色，而且受幼儿年龄小、需要教师管

教的观念影响，同时也为了达成自己的教学目标，会

在教学过程中直接去帮助幼儿，致使幼儿的动手能力

和思维能力能不到很好的发展。而且幼儿教师需要在

一日生活中照顾幼儿，完成幼儿园安排的相应工作等，

工作压力较大，造成幼儿园教师过于追求结果，而忽

略幼儿的全方位成长。

( 三 )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
有些幼儿园教师因自身能力欠缺，在教学过程中

遇到幼儿求助或者表现达不到自身的期待时，会直接

去代替幼儿，而不是采用引导性方式去发挥幼儿的主

体作用，使幼儿在教师的启发下增强自身的思维和认

知能力。因此，教师应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及时地

发现幼儿的不足并进行引导。

五、 积极有效师幼互动行为的建构策略

( 一 ) 创建安全、愉快且有利于互动的环境
环境是活动的载体，良好的环境能够诱发幼儿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削弱幼儿的依赖和求助心理，

促进幼儿主动参与师幼互动行为。因此，幼儿所处的

物质环境要“儿童化”，要创设贴近幼儿生活的物质环

境。同时教师也要正确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做幼儿

成长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给幼儿提供一个积极、

愉快的精神环境，从而提升幼儿参与师幼互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 二 ) 依据幼儿的年龄、个性差异，灵活运用多
样化互动方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教师应该成为幼

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这就要求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根据支持、合作与引导的需要，采

取相应的互动策略。

例如，根据大中小班幼儿年龄差别和生活自理能

力的差别，采取不同的支持、合作和引导的互动方式。

针对幼儿的个体差异，对能力强、爱展示自己的幼儿

多采取赞赏性和鼓励性的评价方式。针对敏感个性的

孩子，教师要运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多多去支持幼儿。

( 三 )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幼儿教师在幼儿的成长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对

幼儿以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幼儿教师

应该加强学习。幼儿园应该多安排教师外出培训，与

不同的专家、教师进行交流学习，提高自身能力。教

师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幼儿，把

话语权还给幼儿，重视与幼儿的情感交流，与幼儿进

行平等的交流，给幼儿造就一个平等、开放的整体氛

围，从而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提高师幼互动

的质量。

( 四 ) 树立正确的幼教理念
教师的个人素质和教育理念能够对师幼互动产生

较大的影响，因此幼儿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幼教观念。

幼儿本身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成熟性、阶段性，

所以需要教师对其有足够的教育和引导，以便促进幼

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幼儿发展具有敏感脆弱性，幼儿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情感引导，不能只重威严，对幼

儿的想法和选择肆意干涉或者否定，忽略幼儿的情感

需求。有些幼儿教师认为幼儿还小，价值观还没有形成，

缺乏对事物的判断，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认为应对幼儿

多管理、多教育、少引导，对幼儿的选择、行为进行

过多的干涉，这是不正确的幼教观念。教师应该正视

幼儿的自我性、发展性，从人本主义观念出发，提高

个人素养，增强教育教学能力，耐心陪伴幼儿，尊重

幼儿，多帮助、多引导，才能促进师幼互动的良性循

环发展。

任何形式的教育理念、活动设计要想实现其价值，

得到认可并对幼儿的成长产生影响，都需要借助师幼

之间的互动行为来实现。幼儿教育的互动实际上就是

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互相交流的过程。教师与幼儿的

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友爱、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

教师在幼儿的发展中要用平等、尊重的眼光去看待幼

儿。只有营造出开放、轻松、尊重、有爱的以及允许

自由表达的氛围，才可能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并学会思

考，从而达到理想的师幼互动效果，从真正意义上促

进幼儿的成长。（作者单位系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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