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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

良好的师幼关系对幼儿的学习和
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幼儿园一日生活
的过程就是一种对话过程。对话理念
强调师幼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尊重接
纳、倾听交流，共同参与、彼此滋
养，建立起共同建构、彼此支持、互
相促进的关系。

在对话中建构互相滋养的师幼关系

（上接第一版） 联动教研时，幼儿园教
师与小学教师探讨后认识到，如果将

“搭得稳”改成“搭得最稳”，或许孩子
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次联动教研让游华娟深受触动，
她意识到，幼儿园与小学双方缺少了
解。幼儿园游戏中出现类似情况时，如
果教师对小学课标有所了解，并适时给
予支持，结果或许就不一样了。

在幼小联动教研机制下，小学与幼
儿园在彼此靠近。

晓墅小学校长葛明星发现，幼儿园

孩子已经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在小
学上体育课时，孩子们却把衣服丢得到
处都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观摩幼儿
园的活动后，体育教师在操场上悄悄放
了一块垫子，孩子在幼儿园整理东西的
记忆迅速被唤醒。教师们意识到，彼此
走近，相互了解，才能科学做好衔接工
作。

而在湖州市实验幼儿园，从小班开
始，卞娟娟就带着教师们研读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并常态化地与湖师附小开展
主题教研，然后将小学低年级学生需具
备的核心素养，巧妙地渗透进幼儿的长
程式学习中。

实际上，2016 年，湖州市就开始
探索以教研推进区域幼小衔接。2021

年，幼小衔接省市联盟成立，26 所小学
与幼儿园两两结对，围绕“儿童为本、
多维合力、科学衔接”专题，开展双向
联动活动近 60 次。在一次次教研互动
中，大家慢慢澄清了误区：“零起点教
学”不等于孩子是一张白纸，“去小学
化”不等于不用做学习准备。

“近些年，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
以前是幼儿园单方面开展活动，现在小
学会主动联系幼儿园开展双向教研活
动。”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幼教教
研员莫娇说。

做有准备的学校，主动适应孩子

丁嘉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教师观察分析支
持幼儿游戏时经常出现以下问题：一是“流
水式”观察。教师日常工作繁忙，很多时候，
观察到的内容要下班后凭印象整理，观察内
容零散、琐碎、缺少层次。二是“套用式”分
析。直接套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等文件，幼儿经验与发展、行为与动机分
析等与具体案例脱节。三是“随意式”支持，
策略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基于此，我们采
用常态化访谈式教研切实提升教师观察、分
析、支持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

访谈式教研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方
法，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一对一访
谈是现场随机抓取游戏片段，访谈者根据
观察到的内容形成话题，与教师交流。一
对多访谈是由一至两名教师抛出话题、提
供素材，并结合自身实践困惑，与其他教师
进行讨论。无论哪种形式，组织者都要根
据教师的反应和需求及时调整内容和方
式，以提升教研效果。

一对一访谈，破“流水式”观察记录

一对一访谈的目的是了解教师观察什
么、思考什么，根据教师对幼儿游戏行为观
察的口头描述，了解教师观察是否有明确
的目的，内容是否客观，以此发现访谈问
题。访谈者可以在过程中辅助教师梳理关
键信息，加深教师对游戏中细微行为的印
象，解决教师抓不住重点的问题。

描述观察内容，锁定实际问题。访谈开
场，访谈者先引出问题：“请描述一下你所看
到的游戏片段。”被访谈教师描述了“收集雪
花片”游戏中观察到的内容：“奶油和文婷先
是猜拳决定谁掷骰子，然后根据骰子数量取
出雪花片。两人玩了5局，文婷总是输，有一
次还生气了，奶油看她不玩了就只好妥协。
后来奶油来找我看她的成果，我就表扬了
她，于是她们后来玩起了‘比谁的雪花片
多’，再后来就没玩这个游戏了。”

从教师的口头描述看，教师对幼儿的
游戏内容比较熟悉，但对幼儿行为的发展
变化缺少关注，且多为概括性的“流水式”
描述。

聚焦行为细节，确定观察目的。观察
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觉活动，是

“看—记—想”同步的过程。教师的描述呈
现出“流水式”，主要是教师“想”的过程比
较简单。而幼儿游戏行为的发生与变化源
自幼儿的内部动机，使用“流水式”描述容
易出现偏差，不能真正呈现幼儿的真实想法。因此，访谈者要借助理论
帮助教师明确观察目的，挖掘幼儿具体行为表现的内因。

访谈片段 1：
教师：文婷对奶油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发出了抗议，奶油想免去猜拳

环节直接取雪花片，但两人并没有进一步对规则进行协商（分析幼儿游
戏行为中的矛盾点和生长点）。

访谈者：规则行为是幼儿自觉遵守、理解和运用已有游戏经验或共
同协商的规则体系，以确保游戏秩序、推进游戏进程、维护角色关系，及
实现自身游戏兴趣与需要的行为。因此，描述的重点需要聚焦理解规
则、遵守规则、调整规则 3 个方面。幼儿的哪些行为表现突出了这 3 个
方面呢？

一份完整的观察记录，能看出幼儿与材料、同伴、环境的相互影响，
有助于教师后续分析幼儿在游戏中的个体发展差异。通过“一对一”访
谈，访谈者帮助教师聚焦观察目的，引导教师对幼儿游戏中的动作、表
情、语言进行重新思考，最终教师撰写了一份客观的游戏观察记录。

一对多访谈，破“套用式”游戏分析

教师对观察的分析之所以出现“套用式”，主要是教师无法准确捕
捉并分析幼儿在游戏现场获得的经验。于是，我们设计了开场问题、引
导性问题、备用问题、主要问题，帮助教师梳理观察信息，充分把握幼儿
经验的变化过程。

访谈片段 2：
开场问题：幼儿是否有遵守（理解 or 维护）规则的行为出现？怎么

识别的？
教师 1：通过猜拳游戏轮流掷骰子，他们知道根据骰子上的数字取

出相应数量的雪花片，整个游戏操作很顺畅。文婷对奶油中途不遵守
游戏规则的行为表示不满，这都说明幼儿已经理解规则，并出现了遵守
和维护规则的行为。

引导性问题：规则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教师 2：是因为得到了教师的肯定，中班幼儿具备一定的规则意

识，当环境发生改变，他们会调整规则来满足自身需求（试图联系幼儿
年龄特点思考行为发生的原因）。

备用问题：游戏行为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引导教师对幼儿行为
进行归因）？

教师 3：文婷看到教师表扬奶油的雪花片很多，所以她也到教师那
里去炫耀自己的雪花片。

主要问题：游戏中规则行为的新经验有哪些？
教师 4：对于文婷来说，新经验是没有遵守规则也一样能得到教师

的肯定。对于奶油来说，新经验是规则可以通过努力去打破。
在一对多访谈中，教师的观点各不相同，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和分

析，可以为当事教师补充更多幼儿行为细节背后的科学理论，帮助教师
进一步探讨幼儿游戏行为的内涵与意义，从而反思或调整支持方法与
策略。

分组回顾访谈，破“随意式”支持策略

分组回顾访谈是由组长聚焦教师的支持行为提出一个问题，与组
员进行深度交流的方式，旨在促进教师间的深度交流，识别自身的支持
行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访谈片段 3：
组长 1：教师支持的效果怎么样？
教师 1：支持的内容存在问题，我认为教师可以缓一步，在幼儿找

到教师时，教师可以诚实告知幼儿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给予幼儿解释
游戏过程的机会。

组长 2：教师无意识的表扬，阻碍了幼儿继续游戏吗？
教师 2：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教师的回应可以为后续的支持

提供反思，但幼儿的发展情况教师并没有思考充分，奶油的规则意识不
稳定，或许她是在试探规则，在试探的过程中得到了教师的暗示，因而
改变了规则。

分组回顾访谈有利于挖掘教师在实践场域遇到的真问题，从自身
经验出发探讨教育方法。与此同时，分组回顾后，每个小组会分享讨论
结果，并对教师的回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经历这样的过程，教师的
回应与支持，真正做到了契合游戏现场与幼儿需求。

运用访谈式教研，教师的游戏观察实现了从“流水式”到精准化，游
戏分析实现了从“套用式”到个性化，游戏支持实现了从“随意式”到严
谨化，真正促进了幼儿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白沙湾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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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放 接 纳 ， 尊 重 主 体 表
达 。 在 日 常 观 察 中 我 发 现 ，
点心、进餐等生活环节，教
师 有 时 会 习 惯 以 口 头 告 知 、
提醒为主，如“看好点子卡
取几片饼干、几颗草莓”“吃
饭 时 大 口 大 口 、 不 讲 话 哦 ”
等 。 师 幼 对 话 多 为 教 师 发
起、幼儿服从。当幼儿发起
某个话题时，往往还会被教
师提醒“要保持安静”。这样
的对话缺乏师幼间实质性的
互动交流，更缺乏对幼儿现
阶段发展情况的观察分析和
适宜引导。对话理念强调师
幼之间民主、开放的互动关
系，在生活活动中体现为教
师对幼儿生活习惯养成的信
任与适宜的引导上，更体现
在接纳幼儿的个体表现与尊
重主体的表达上。

当 教 师 明 确 平 等 尊 重 、
开放接纳的师幼对话有利于
良好师幼关系的形成，师幼
在生活活动中的对话方式与
内 容 也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 比
如，托班点心时间，有幼儿
将 咬 了 一 口 的 饼 干 举 在 手
中，向小伙伴喊道：“快看，

是山。”几名幼儿见状纷纷模仿：“看，我
的是小船。”“看，我的是小汽车，嘀嘀
嘀。”教师并未阻止幼儿的交流，而是加
入其中，引导幼儿进一步展开想象：“小
汽车和小船要到哪里去呀？”幼儿说：“小
船到山这里来。”教师继续问：“小船到山
那里去干什么呢？”幼儿马上说：“大家一
起出去玩，嘀嘀，出发啦！”

对话理念下的师幼关系，要求教师以
开放、接纳的心态倾听幼儿的想法，捕捉
师幼互动契机，引导幼儿展开想象、丰富
表达，营造民主平等的互动氛围。

关注需求，交流促进联结。师幼对话
是师幼间的一种交往关系，以幼儿为本的
对话理念，关注幼儿的内心需求，鼓励其
主动表达意愿和想法，大胆提出疑问，建
立情感联结。当幼儿向教师提出不寻常的
想法或需求时，教师的分析、判断与回应
影响着开放型师幼关系的建立。

比如，小班幼儿对教师每天早晨在
园门口值班很好奇，他们问：“老师你为
什么在门口呀？”教师回答：“我今天值
班，到门口来迎接大家呀。”当幼儿发现
教师值班就是把小朋友从校门口迎接进
班级后，他们主动表达了“想和老师一
起值班”的想法。教师问：“你想跟我一
起值班，具体想做什么呢？”幼儿凑在教
师耳边说：“我想和你一起把小朋友送到
班 级 。” 教 师 摸 了 摸 幼 儿 的 头 爽 快 地 答
应了。

师幼互动中，教师以平等、真诚、开
放的心态关注幼儿的想法，通过交流了
解幼儿的需求，是建立良好师幼关系的
基础。当教师满足了幼儿的愿望，幼儿
内 心 的 兴 奋 与 满 足 感 促 使 师 幼 情 感 升
华，那一刻，他们感受到被认可，感受到
自身有力量、很能干，从而建立起了自我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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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认知和思维过程的交流与碰
撞，是形成新认识、新经验的过程。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师幼是学习共同
体的关系。而在活动过程中，有时教
师习惯用“是不是”“对不对”“好不
好”等封闭式提问与幼儿互动，教师
假借提问直接告知幼儿一些知识、现
象、经验，活动过程无幼儿思维的主
动参与，师幼对话变成了“伪互动”。

有效的提问与启发，是有效的师
幼对话形式之一，是师幼间相互倾
听、了解原有经验的过程，也是教师
支持幼儿思维参与的过程。小班幼儿
周末将小鸭子分别带回家饲养后，周
一早晨开启的一段师幼对话，体现了
教师对幼儿观察、分析、了解基础上
的有意提问与启发。

幼儿 A：“老师，一只小鸭子回
来了。”教师：“这只小鸭子是谁带回
来的？”幼儿 A 环顾教室一圈后答：

“童童。”教师：“还有几只小鸭子没

回来呀？”幼儿 B：“还有两只没回
来，乐乐和妮妮还没来。”教师：“猜
一猜它们可能谁先来？”⋯⋯师幼问答
体现了教师对幼儿已有经验的关注与
了解，启发幼儿独立思考，引导其联系
已有经验、想法等进行观察、分析与表
达。不一会儿，隔壁小（2）班一名幼
儿经过鸭笼，看到只有一只小鸭子，便
停下来问：“咦，怎么只有一只小鸭子
呀？”教师：“应该有几只呢？”另一名幼
儿凑上来说：“不是有 3 只吗？”教师：

“缺了几只呀？”幼儿好奇地问：“还有
两只，怎么不在这里了呢？”教师：“要
不去问问小（1）班小朋友吧？”

教师及时回应幼儿的观察与好
奇，以适宜的提问启发幼儿思考，探
究发现小鸭子的数量，抓住了生活中
接触数概念、了解数量关系的随机教
育契机，促进了幼儿思维的主动参与
和认知经验的发展。

过程回应，引向深入学习。幼儿
的尝试探究活动时常需要教师的关注

与回应，这也体现在一日活动的师幼
对话中。但诸如“不错”“再试一下
吧”“相信你可以的”等表面、笼统
的回应，因缺乏对幼儿学习的具体引
领，无法引导幼儿展开深入学习。教
师的回应反馈，应基于观察进行具体
回应、精准点拨与支持。如幼儿画龙
时教师可就所绘的龙的整体情况进行
肯定，同时对部分细节进行引导提
升：“龙的头画得很大，眼睛瞪得圆
圆的，看上去很凶猛，但龙爪的锋利
可以怎么表现呢？”教师在肯定幼儿
龙头、龙眼绘画表现的基础上，提出
下一步发展目标，引导幼儿思考如何
表现锋利的龙爪，从而引发幼儿持续
尝试与深入学习。

具体的评价内容让幼儿感受到教
师的个别关注和具体指引，让幼儿的
进步与亮点看得见。幼儿在教师的肯
定和具体建议、期望中，萌发了再尝
试的愿望，拉近了师幼关系，产生了
进一步探究学习的欲望。

适宜回应，建立学习支持型师幼关系

思维发展，共建课程价值。对话
理念下的日常师幼互动呈现出自主
性、开放性与生成性等特点。师幼在
课程共同参与、共同经历中展开对话
互动，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幼儿的课程
体验与需求，及时捕捉幼儿的问题，
从而提供更适宜的发展机会，促使课
程更加动态、灵活与开放。

比如，大班幼小衔接主题活动
中，师幼围绕“我知道的小学”展开
对话。幼儿结合对上小学的已有认
知，表达对小学的教室、操场、食堂
等方面的了解，在对话中流露出对

“上小学后万一作业不会做”“考试考
不好”的担忧。教师捕捉到幼儿担心
的问题，顺着话题生发“为什么一定
要上学”等对话，引导幼儿思考。有
幼儿认为，不上学学不到知识，长大

就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养活自己；有
幼儿认为，不上学脑袋不聪明，就不
会分辨好人和坏人⋯⋯幼儿一边分享
自己的观点，一边也在开放、动态的
对话中唤醒主体意识，逐步梳理要上
学的认识，提升、丰富相关理解，激
发应对困难的勇气，从而实现课程的
价值。

师幼对话共同建构起课程价值，
实现了师幼、幼幼间的敞开、分享和
接纳，体现了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有效
互动与价值共建。

启发滋养，建立互促关系。师幼
间的对话互动不是单方面的教导和引
领，而是双向的互动，是师幼 互 相
启 发 、 彼 此 滋 养 、 共 同 成 长 的 过
程。如幼儿在户外玩平衡凳时，发
现站在不同高度、不同位置，影子

长短、朝向都不同。他们把这一发
现跟教师分享，教师获得课程生发
的灵感，与幼儿共同展开“影子从
哪 里 来 ”“ 为 什 么 影 子 的 方 向 和 位
置 都 不 同 ” 等 问 题 的 开 放 性 对 话 ，
引导幼儿探索发现太阳、小朋友与
影子三者间的变化关系，从而生成

“光与影”系列活动，形成了师幼对
课程的共同建构。

在课程实施中，通过对话，教
师、幼儿互相影响，不断打破自身
原 有 认 知 与 经 验 ， 在 双 向 的 观 察、
倾 听 、 了 解 中 感 受 新 奇 、 提 出 疑
问 、 探 讨 未 知 ， 课 程 开 展 的 过 程 ，
也成为了师幼间一段又一段有意义
的共同经历。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环
洲幼儿园园长）

分享启发，建立课程共构型师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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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值班员”护送小朋友回班级。 李娟 供图

（上接第一版）
这是家长全程、深度参与幼儿园管

理的一个小案例。
秀园幼儿园保教主任杨晶悦告诉记

者，家长不仅可以走进幼儿园体验营养
师、安全员、保育员等角色，还可以深
度参与园所的班级管理、课程研究以及
教研活动等。

“以前家长进校园，家长只是参观
者，但现在家长变成了参与者，全程渗
透园所的各项工作，这极大地提升了园
所的育人质量。”谷金双说。

在幼儿园里，随处可见家长深度融

入的痕迹：家长和孩子一起捡的贝壳、
鹅卵石和树枝成为自主游戏的材料；一
起缝制的“稻草人”成为向日葵的“守
护者”；一起录制的 《西游记》 音频成
为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

陪伴成长：
从“独资人”到“合伙人”

今年，幼儿园组织孩子们到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开展春游活动。在活动之
前，幼儿园与家长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包
括春游的目的、需要提前准备的物品等。

原 以 为 这 只 是 一 次 普 通 的 春 游 活
动，孩子们只是去看看花草、吃吃美食
而已。但没想到幼儿园小 （1） 班的乐
之却给妈妈带来了一个惊喜——一只黏
土做的蜗牛。这给乐之妈妈带来了很大
启发。“作为家长应主动从‘独资人’
转变为‘合伙人’，支持老师一起陪伴
孩子进一步探索。”于是妈妈也给乐之
准备了一只大蜗牛，和孩子一起观察探
索蜗牛。

秀园幼儿园教科研主任王芳告诉记
者，近年来幼儿园充分挖掘周边资源，
借助家长力量，拓展了课堂边界，探索

家园社协同模式，每学期都会有针对性
地开展一系列活动，而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的“‘拥抱自然、悦享美好’亲子春
游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现场翻阅了其他活动的照片，
看到幼儿园不仅邀请了社区工作人员和
家长走进园所开展健康宣教、升旗仪式
及法治教育等活动，而且还让孩子们走
进社区，在教师和家长的带领下参观附
近的小学，参加垃圾分类、社区早教活
动等。

采 访 结 束 后 ， 记 者 走 出 幼 儿 园 大
门，仍能听见门内孩子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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