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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告状行为对于幼儿有着特殊的教育价值，教师处理方式对幼儿的安全感、自我效能感、人际交往能力的

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观察法、内容分析法，对中班幼儿告状案例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幼儿告

状行为发生的活动类型具有明显差异、动机以求助和检举动机为主、教师回应影响幼儿告状频率。因此

提出教师应创设适宜的活动环境、培养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幼儿告状动机选择适当此策略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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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aint behavior has special educational value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eachers’ handling me-
thods are crucial to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 self-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In this study, 
the observation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ere used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com-
plaint cases of middle school children,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types of activities in which child-
ren’s complaint behavior occurred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motivation was mainly for help 
and inspection mechanism, and the teacher’s response affected the frequency of children’s com-
plaint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create a suitable activity environment, cul-
tivate children’s independent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choos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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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ildren’s motivation to com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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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告状行为是幼儿在学龄期最常见的一种社会性行为，因中班幼儿处于道德实在论阶段且伴随着语言

表达能力的提升，故告状行为在中班出现频率较高。研究表明，幼儿的告状行为大多基于“价值困境”

和“行为困境”发起[1]。因而告状是幼儿“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并且满足幼儿自我表现、被赞扬及

认可的需要，即告状行为对于幼儿具有特殊的价值。本研究拟通过案例观察法收集中班关于幼儿告状行

为的详细经过，分析中班幼儿告状行为常发生的活动类型及发生动机，并提出教师回应策略，以期提高

师幼互动质量。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非参与式事件取样观察，以郑州市郑东新区 O 幼儿园两个中班幼儿为研究对象，其中 A
班有 11 名男孩和 13 名女孩，B 班有 13 名男孩和 14 名女孩，年龄为 48~50 个月之间，幼儿多为片区周

围居民子女；班上有 4 名教师，2 名带班教师和生活教师年龄均在 30~40 岁之间，从教七年，1 名实习教

师无从教经历，其中 2 名带班教师为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学历，生活教师为学前教育专业、中专学历、

无职称，实习教师为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2.2. 研究过程 

研究成员以实习生身份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观察，班级教师指导实习生在班级做论文资料收集。采取

事件取样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运用观察记录表记录每一个告状行为过程，以幼儿向教师发起告状行为作

为观察的起点，记录告状案例的教师基本情况、事件经过、起因、反馈行为等，直至事情结束。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以每个中班告状事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对每一个告状事件的活动类型、行为动机、教师回

应方式三个维度特征进行内容分析。收集数据后，将数据录入 SPSS 19.0 数据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3. 研究结果及分析讨论 

3.1. 中班幼儿告状行为发生的活动类型分析 

本文以黄谨从教育活动特征出发对活动类型进行的划分为基础，进一步将其划分，根据幼儿一日活

动时间安排特点，将幼儿一日生活划分为生活活动、自主活动、户外活动和学习活动四种类型[2]。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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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是指满足幼儿基本生活需要的活动，主要包括进餐、睡眠和盛洗等。自主活动是指教师不给幼

儿布置任务，幼儿自行活动，没有外部监督。学习活动指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幼儿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下所进行的班级统一活动，具有教育目的确定性、教学活动组织性、持续时间固定性等特点[3]。
游戏活动是指充分满足幼儿玩的需要的一种活动。以下是对幼儿告状行为发生的活动类型的分析。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hildren’s complaint behavior 
表 1. 幼儿告状行为统计表 

 自主活动 生活活动 学习活动 游戏活动 
总计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A 班 21 24.2% 36 41.4% 12 13.8% 18 20.6% 87 

B 班 20 24% 33 39.7% 13 15.6% 17 20.4% 83 

合计 41 24.1% 69 40.5% 25 14.7% 35 20.5% 170 

 
中班幼儿在不同的活动中告状行为发生频率亦不同，根据表 1 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不同活动中幼儿

告状行为的发生次数由高到低为：生活活动、自主活动、户外活动和学习活动。生活活动中幼儿的告状

行为是最多的，次数高达 69，占总数的百分比为 40.5%；排名第二的是自主活动，幼儿告状行为的发生

次数也很高，次数为 41，占总数的百分比为 24.1%；排名第三的是游戏活动，幼儿告状次数为 35，占比

为 20.6%；排名最后的是学习活动，告状次数最少，共有 25 次，占总数的 14.7%。在生活活动和自主活

动中，虽制定有相关规则，但在实际情况中，秩序相对混乱，幼儿容易违反规则、调皮捣乱，因此告状

行为发生频繁。在游戏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幼儿感兴趣的活动内容、丰富的活动材料、使得幼儿的活动

的注意力比较集中，沉浸在自己的活动中，很少关注其他幼儿的表现，因此告状行为相对较少。 
根据表 1 对表中的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发现，所选取的两个中班班级幼儿告状行为本相差不大。但因

他人违反规则所引起的告状行为最多，尤其是在生活活动中。在两个中班里幼儿告状行为发生次数分别

为 36、33 的生活活动中，幼儿因他人违反规则而选择告状的次数占大多数，两个班级分别为 20、21 次。

这与中班幼儿道德认知发展的萌芽有关，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过

程，中班幼儿处于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第二个阶段他律道德阶段，认为规则是绝对的，固定不变

的，是权威给予的[4]。处于这个阶段的中班幼儿不但关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一般以教师

制定的规则为依据)，而且更加关心同伴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当同伴违反了教师制定的规则，

幼儿出于对规则的维护和对教师权威的服从就会向教师告状。 

3.2. 中班幼儿告状行为的动机分析 

“动机”是幼儿产生告状行为的核心，是划分不同告状行为事件的基本尺度，反应了告状者的主要

原因和需求。以下将从嫉妒、求助、逃避、表现、检举五个维度对幼儿告状行为动机进行分析。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motivation of kindergarten children to complain 
表 2. 中班幼儿告状动机统计表 

动机 嫉妒动机 求助动机 逃避动机 表现动机 检举动机 

案例数量 10 70 8 32 50 

案例总数 170 170 170 170 170 

百分比 5.8 41.1 4.7 18.8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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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中班幼儿告状行为动机中，寻求帮助占比最大，达到 41.1%，幼儿希望通过告状寻求第

三方的力量，帮助自身摆脱困境，维护利益；其次是检举动机，占比 29.4%，这部分幼儿认为规则是不

可违背的，自己有责任维护幼儿园的规则和秩序，期望可以通过惩罚维护权威；再者，排名第三的是表

现动机，根据雅克布松的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着积极肯定自己，希望得到他人表

扬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儿童遵守道德规范秩序的原因之一[5]；排名最后的是逃避惩罚和嫉妒他人的动机，

分别是 4.7%、5.8%，是构成幼儿告状行为最深层的情感动机，幼儿在学龄期时高级情感开始逐渐发展，

例如“嫉妒”“羞愧”“羡慕”[6]。所以说幼儿的告状行为还可能是单纯的嫉妒，希望能够通过与别人

的比较，使自己成为成人眼中的好孩子。 

3.3. 教师回应方式分析 

教师应对幼儿告状回应方式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回应，是指教师耐心倾听幼儿讲话并作出回应，

鼓励幼儿独自处理或者和同伴商量一起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二是消极回应，指教师的态度带有明显的

不满、恼怒的情感特征，对幼儿大声训斥、不耐烦制止等。三是中性回应，是指教师不对幼儿的告状行

为做任何反应或置之不理。以下是对三种教师回应方式次数的分析。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teachers’ responses 
表 3. 教师回应方式次数统计表 

 积极回应 消极回应 中性回应 
合计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A 班 37 42.5% 19 21.8% 31 35.7% 87 

B 班 40 48.1% 18 21.6% 25 30.3% 83 

合计 77 45.2% 37 21.7% 56 33.1% 170 

 
由表 3 可知，在两个班级中教师积极回应占比最高，占比为 45.2%，积极回应能帮助幼儿对自己的

不好的行为有更深刻的认知，加强幼儿对正确行为、正确观念的掌握，同时也期望幼儿能在以后的日常

生活中减少告状的行为。其次是中性回应，两个班级占比为 33.1%，一般情况下，教师忽略幼儿告状行

为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幼儿告状行为的复杂性，幼儿告状的目的和起因各异，教师容易受主观经

验影响；二是幼儿教师琐碎事务繁多、工作压力大，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幼儿的告状行为[7]。最

后是消极回应，两个班级占比为 21.7%，经常使用消极回应会对幼儿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若教师盲

目制止及呵斥，幼儿则会感到害怕，甚至阻碍幼儿的自信心、表达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性交往能力的

健康成长。因此面对中班幼儿过多的告状行为，对教师的教育机智、教育理论、教育能力带来极大挑战，

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根据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情境及幼儿的个性特点，选取适宜的回应方式。 

4. 建议 

科学的应对幼儿的告状行为能够帮助幼儿掌握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提高其自身同伴交往的方法，

促进其社会性发展，以下是根据上述的分析所提出的适用于一线教师的建议。 

4.1. 创设适宜的活动环境 

4.1.1. 物质环境的创设 
一是自主活动环境的创设。在自主活动时班级常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研究分析发现，一日生活常

规的培养对自主活动的秩序至关重要，若常规培养效果不佳，自主活动的就会处于混乱状态。因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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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科学有效的应对自主活动中幼儿的告状，一是需要教师在一旁协助，维持秩序；二是教师应注意特

别注意自主活动的规则意识的培养，必要时将其纳入到一日生活常规的培养中，让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 
二是生活活动环境的创设，幼儿在生活活动中告状行为的次数是最多的，这与幼儿正在形成的规则

意识有关，在这一时期道德感处于发展高峰时期，因此，教师在制定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时要切记一定要

简单清楚明确；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给幼儿制定过多的规则。 
三是游戏活动环境的创设，要注意游戏材料的数量，根据幼儿游戏发展水平投放适宜的材料；以及

注重真游戏的氛围，给予幼儿选择游戏的主动权同时教师在选择游戏是也应注意培养幼儿的团队合作意

识；最后注意引导幼儿大胆自信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学会观点采择，逐渐培养起耐心倾听他人想法的好

习惯。 
四是学习活动环境的创设。通过研究发现，教学活动中幼儿告状的次数较少，多是因为幼儿碰到他

人而引起的告状行为。所以，教师可以预先布置座位，避免过于拥挤或无意碰撞等引发的不必要的告状

行为去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4.1.2. 精神环境的创设 
第一，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榜样，需以身作则。幼儿园潜在课程的学习占有重要比例，教师的一言一

行皆被幼儿看在眼里，学在心里，教师指向幼儿的行为态度会影响儿童行为，如果教师温柔平和，尊重

幼儿的想法，以平视的视角与儿童平等的交流，那么幼儿也会宽以待人。所以，教师在面对幼儿频繁的

告状行为时，自己首先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然后在处理幼儿的告状行为，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教师因

情况而定。第二，温馨宽松的心理环境，教师平时应注重班级氛围的培养，创设一个幼儿能够积极表达

自己的观点、与同伴沟通交流的班级环境，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当教师语言童趣活泼使，那么为

幼儿营造的一定是温馨舒适的心理环境。 

4.2. 培养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2.1. 把握时机，教给幼儿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幼儿与他人发生冲突时，第一时间就是寻求教师的帮助，希望借助权威的力量解决问题，但以幼

儿的年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幼儿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只是缺乏技巧和方法。所以，我们应给与

幼儿符合社会观念的价值观以及处理问题的技能。 
那教师应该帮助幼儿树立什么样的观念和技能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教导幼儿。一是

学会原谅，在生活中，幼儿需要交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冲突，这个时候幼儿就需要分清楚什么是“故

意”，什么是“不小心”，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二是适当提醒，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感受语言的魅力，

尝试去与他人沟通，用像“这样的行为是不正确的”的礼貌话语让他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三

是学会警告，如果对方仍不悔改，可以尝试警告对方，“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是不改的话，我不跟你

玩了”等话语，使幼儿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让对方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以上的方式能够帮助

幼儿有效的处理冲突和矛盾，有利于提高幼儿同伴交往能力。 

4.2.2. 鼓励幼儿大胆尝试解决问题 
告状行为其实是幼儿想要依赖外界权威帮助自己，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避免不恰当的

介入，尽量最大程度的培养幼儿独立的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尝试自己解决问题，但要注意当幼

儿提出解决方案时，教师要切忌不能直接否决，避免伤害到幼儿的自尊心。当教师认为此次事件比较复

杂，以幼儿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时，可以与其一同商量如何解决。这样幼儿也在处理矛盾中增强

了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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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据幼儿告状动机选择策略 

4.3.1. 应对受到侵犯告状行为的方法 
第一，应对幼儿自身受到侵犯的告状。对前来告状的幼儿，教师首先要做的是产生共情，使幼儿知

道自己的困境被理解了。接着，鼓励幼儿直面问题，引导幼儿自己说出解决方案，如果幼儿说不出解决

的办法，就由教师说出几个供幼儿进行选择，以保证幼儿选择的主动权。在应对这类告状时，教师切忌

为幼儿包办所有，虽然前来寻求帮助的幼儿处于弱势，但是教师不能因为他们受了委屈就代替他们解决

所有。 
第二，应对因他人受到侵犯的告状。这代表着幼儿的同情感逐渐发展，幼儿积极帮助其他同伴，这

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品质[8]。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对于前来告状的幼儿，应该给予

鼓励表扬，并鼓励幼儿尝试解决。对于受欺负的幼儿，教师应帮助幼儿增强自信心，掌握一定的社会交

往技能，对于被告状的幼儿，教师要明确告诉幼儿欺负他人的行为是不对的，过后可在日常的生活中慢

慢引导幼儿。 

4.3.2. 应对幼儿因规则告状的方法 
根据所统计的案例发现中班幼儿告状多是因为班级同学违背了老师所制定的规则，所以如何应对这

类告状有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合理使用鼓励与惩罚。教师要需要明确制定规则的初衷是培养幼儿良好的习惯。也就是说，

规则对幼儿来说不应该是附属物，而是幼儿成长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在幼儿一日生活活动中，教师为

了维护自己制定的规则，会着重表扬检举他人违反规则的幼儿，并惩罚破坏规则的幼儿。这样的行为会

强化幼儿告状的外部动机，反而不容易使幼儿养成规则意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幼儿攀比的不良

思想。 
弱化规则，使用儿向语言。制定规则的初衷是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教导幼儿遵守规则的

同时教师需要意识到规则的内化需要经过三个过程，在规则逐渐内化的过程中教师要切记不能过于强调

规则，否则极易导致幼儿为了迎合权威而去遵守规则，不利于规则的内化，并且容易引导幼儿朝着过于

表现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面对每日大量的幼儿告状行为，教师不能过于反复强调规则，否则结果可能

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尽量减少使用命令强制型语言，采用儿向语言，

即成人使用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言语。例如：“太阳公公回家了，月亮姐姐出来啦，月亮姐姐说宝宝该

睡觉啦”等儿向语言与幼儿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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