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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是以教育教学情境为依托、以互惠共生为核心、以情感交融为保障的双主

体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其对幼儿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尊重幼儿生态位，

与幼儿开展平等对话；调适师幼关系生态链，与幼儿进行情感交流；调整师幼关系生态模式，与幼儿共

享共创知识；优化师幼关系生态环境，形成幼儿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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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is a double subject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ituation, with mutual benefit and symbiosis as the core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guarantee. It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role played by kindergarten teachers: res-
pecting children’s ecological niche and conducting equal dialogue with children; adjusting the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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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chain of teacher child relationship, and carrying out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ld-
ren; adjusting the ecological model of teacher child relationship and sharing and creating know-
ledge with children; optim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form a joint for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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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幼关系是幼儿园教师与幼儿互动交往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关系，是幼儿园教育系统的核心关

系，“其良好与否直接关涉学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程度，并深刻影响学前教育保育和教育的质量”[1]。
然而，现实生活师幼互动中的师幼冲突现象却普遍而客观地存在，并往往“以幼儿的‘妥协’而结束”

[2]。同时，由幼儿园教师所发起的软暴力现象也广泛而普遍地存在于师幼交往中，并因“施暴行为无意

性与隐蔽性”[3]等特点而难以为人察觉。这不仅导致师幼冲突频繁发生且难以消解，影响师幼关系的和

谐发展，也导致学前教育保教质量每况愈下，影响整个幼儿园教育系统的健康运行。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已进入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时代”[4]，而高质量学前教育的

形成有赖于“教育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和教育外部良好生态的构建”[5]，师幼关系则是其核心要素。良好

的师幼关系必然是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应有之义，应具有“幼儿为本、情感交融性、互利共生性以及可持

续发展性”[6]的生态特征。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下，幼儿园教师与幼儿是幼儿园教育系统中的关键生态因

子，师幼双方体现为一种主体间关系，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共存、共融、共同发展，维持与促进幼

儿园教育系统的生态化。那么，如何理解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在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幼儿园

教师又应塑造什么样的角色，才能促使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是必然需要探讨的课题。 

2. 教育生态学的本质意涵 

1976 年，美国学者克雷明(L.A. Cremin)出版《公共教育》一书，率先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

并将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基本思想应用于教育学领域，分析各种教育现象与问题，探讨教育

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发展至今，国内外学者大都认为教育生态学是“教育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

[7]，主要“运用生态学的系统观、平衡观、联系观、动态观来考察教育问题”[8]，分析和阐述教育规律，

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下，教育属于自然界的重要分支，是整个物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自然生

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三种环境因素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并以生态系统的形式存在于

整个人类社会。具体而言，宏观上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自然环境等生态因子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影响，共同维系人类社会的平衡与协调，促进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微观上教育是“以教

师、学生、行政辅助人员构成，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动态和开放的系统”[9]。
其以学生为中心，关切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自然天性，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协同家庭、社会等直接影

响个体身心发展的生态因子，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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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 

传统上，师幼关系更多的被认为是作为教育者的幼儿园教师与作为受教育者的幼儿两种不同社会角

色的个体通过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事际关系。由于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在知识、身

体、心理、地位等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不对称性，作为“势强者”的幼儿园教师常常不自觉地扮演“压迫

者”的角色。当师幼交往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时，幼儿园教师往往凭借教

师固有的权威和力量迫使“势弱者”的幼儿予以妥协。这是一种不具有温度的师幼关系，无法带给幼儿

积极健康的心理感受，也无法产生教育教学的高光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心中的印

象也将不再深刻，抑或是留下深刻的负面形象，亦无法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师幼关系。横向来看，

这种缺乏温度的师幼交往过程终因缺少深度的情感沟通而难以变得亲密无间，仅仅表现为浅层的“其乐

融融”，这不仅会使得教育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也会促使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状态不断被打

破，当前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幼儿园“虐童”事件便是例证。 
与传统师幼关系不同的是，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是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在幼儿园日常生活和

教学情境这一教育生态系统中通过互动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系统，是以教育教学情境为依托、以互惠共生

为核心、以情感交融为保障的双主体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旨在促进幼儿园教育内部结构的

良性循环，维持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运行。其基本内涵包括：首先，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

幼关系是一种双主体人际关系。在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中，幼儿园教师与幼儿是师幼关系形成的关键生

态因子，师幼双方均为教育教学主体，具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两者的互动交往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关

系，而教育教学情境则是师幼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其次，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是一种社会关

系。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同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师幼双方在互动交往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既有

冲突也有合作，但始终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价值追求，共同决定教育教学的成效。最后，教育生

态学视角下的师幼关系是一种心理关系。幼儿园是幼儿进入学校教育的第一个场域，相较于其他年龄的

学生而言，幼儿心理与生理均存在极大的不成熟，需要教师给予更多心理上的关心与呵护，这一过程是

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之间的情感对话过程，是一种新型的、具有温度的师幼交往过程，进而维持与促进

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与平衡，保障学前教育的保教质量和发展水平。 

4.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教师角色 

以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审视师幼关系，教师角色成为决定师幼关系发展走向的关键一环[10]，直接影响

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能否持续保持良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幼儿在生理与心理各方面发展极不成熟，在师

幼互动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成熟个体的天然优势，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

权威者角色，幼儿则常常成为“闻道、受业”的“受抑者”。这将不利于师幼关系的和谐发展，也不利

于构建互惠共生的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来看，师幼关系作为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

核心要素，幼儿园教师作为其中的“势强者”，必然要进行自身传统角色的调整与更新，淡化其固有的

角色权威，与幼儿开展平等对话、进行情感交流、共享知识生成，并着力协调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教育

影响，以便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具体来看，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教师角色塑

造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4.1. 尊重幼儿生态位，与幼儿开展平等对话 

生态位是指在一个群落中，每个物种都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时间、空间位置，也包括在生物群落中

的功能地位[11]。在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中，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各有其特有的空间和地位，都有自己的生

态位。而不同生态位上的个体则意味着不同的想法、需求，乃至发展模式。因此，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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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境中，幼儿园教师不能将每位幼儿当成一个生态位实施统一化教学，而应充分尊重身处不同生态位

幼儿的个体差异性和个性化需求，为每位幼儿提供适应其发展需求的教育教学方案。同时，教师还应体

察到幼儿间生态位的时空位置和功能地位的差异性以及幼儿间因生态位的相似性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将每位幼儿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独立个体，尊重每位幼儿的表达方式，正确对待师幼间、幼幼间的不和谐

现象，形成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间平等交流、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友好氛围。在师幼互动中，只有首

先尊重每位幼儿的生态位，师幼间才可以开展平等对话；只有与幼儿开展平等对话，师幼间互动交流才

能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师幼双方信息的交流、交换才能畅通有效，教育内外部结构才能及时

有效得到调整、更新，教育内外部良好生态方能持续健康运行。而这需要教师和幼儿回归到“人”的角

色，师幼间的互动交往也只是“人”与“人”的交流，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动。 

4.2. 调适师幼关系生态链，与幼儿进行情感交流 

根据教育生态学的思想，教育教学中的任何生态因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的，共同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作为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的教师与幼儿两个生态因子，彼此

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天然联系，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必然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混乱和无序。

当师幼间冲突发生时，教师首先要认识到任何教育行为的发出都必然会引发幼儿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

因而教师需要以敏锐地眼光抓住师幼间共存、共融、共生的生态联系，对师幼关系生态链进行适度调适，

以期师幼交流中能够达成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另一方面，对于幼儿来说，从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陌生

的学校环境生活学习，意味着自身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去克服未知所带来的恐惧。而克服这种恐惧感的

关键因素则在于教师与幼儿交流中是否有积极情感的融入。具体而言，教师需要扮演一个“母亲”般的

角色，主动关心、爱护幼儿，给予幼儿生理上的愉悦感受。同时，教师还需要有温和、包容的言谈举止，

为幼儿营造一个温暖、温馨的生活氛围，给予幼儿心理上的舒适感。当师幼间发生不和谐现象时，教师

要耐心倾听幼儿的想法，找寻问题的根源，引导幼儿解决问题，成为幼儿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4.3. 调整师幼关系生态模式，与幼儿共享共创知识 

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下，互惠决定论是师幼关系生态模式的核心。换言之，师幼互动交往的过程既是

师幼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师幼关系互惠互利、协同进化的过程。而传统上，师幼互动更

多的被视为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对作为受教育者的幼儿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因而师幼关系也常常被看作

是一种不对称的获益关系体，其中幼儿是主要受益者。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幼儿

对教师同样具有教育影响的事实，既是对幼儿主体地位的不认可，也是对师幼关系生态模式的否认。事

实上，同为教育生态系统主体的教师与幼儿，其互动交往过程必然是共存、共融、共同发展的过程，本

质上体现为一种对称的互惠关系共同体。尽管师幼双方所获得的用于促进个人发展的教育影响在类型、

数量等方面不同，但这些教育影响的质量及其对个人发展的价值是等同的。对于教师而言，一方面需要

扮演好教师身份天然需承担的“传道者”“授业者”角色，传递教育教学知识，引导幼儿发展。另一方

面，教师需承认到师幼间互惠关系共同体的客观事实，秉持师幼交往的“共生互学观”，重视到幼儿对

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和作用，不断拓展自身角色，与幼儿分享与创造知识，成为幼儿成长路上“有能力

的同行者”。 

4.4. 优化师幼关系生态环境，形成幼儿教育合力 

根据教育生态学的思想内核，家庭和社会两种生态因子是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持续健康运行的重要

因素，也是幼儿园师幼关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师幼关系将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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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矛盾重重，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教育影响也无法形成合力，学前教育的保教质量也将日益下降。

而作为师幼交往中“有力量”的教师，其角色也必然因之实现新的转换，成为家庭、学校、社会三方教

育影响的“协调者”。为此，教师需做到：首先，加强与幼儿家庭成员的联系，尤其是与家庭中的“重

要他人”(如父母)进行沟通，了解幼儿的个性特点、年龄特点等，以便因材施教，促进师幼间良性交往。

其次，教师需关注社会因素对幼儿的影响，如多媒体、互联网等，进一步走进幼儿的世界，了解幼儿的

想法和需求，为形成有效的师幼沟通提供帮助。最后，教师在整合家、园、社会三方面的教育力量时，

务必要优化师幼关系生态环境，仔细分析与甄别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中的不利因素，以减少不利因子

对幼儿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促使幼儿园教育生态系统持续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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