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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扬对于幼儿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被广泛地应用在幼儿园教学中。幼儿教师应加强重视力度，合理进

行创新，从而提高教师表扬行为的有效性。本研究分析了幼儿教师表扬行为存在的问题，再根据实际问

题尝试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进一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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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ise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children’s growth and is widely used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praise behavior,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make innovations reasonabl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eschool teachers’ praise behavior, and then tried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sug-
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roblem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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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与知识，而在于激励、唤醒与鼓舞。”幼儿的良好行

为受到表扬，良好行为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教师要想使幼儿的某种行为或反应巩固下来，需要

在幼儿出现良好行为后给予表扬、及时强化[1]。一些研究表明，教师评价幼儿行为并做出是否给予表扬

的决定，对幼儿自我认同、自信和自尊建立及学习品质养成等有重要影响[2]。因此，本研究对当下幼儿

教师表扬行为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帮助幼儿园教师树立正确的表扬意识、提升表扬技巧，更好

地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提升，进而保障幼儿园的生态系统能健康的运转。 

2. 当下幼儿教师表扬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缺失过程取向的表扬行为 

按照表扬的内容取向可以划分为三种——个人取向，过程取向和结果取向。个人取向评价是指老师

仅仅通过对幼儿的特质或者能力来简单的表扬，例如“你好聪明”、“你真棒”等。结果取向评价是指

多注重客观结果，例如“你今天的作业全对”这样的语句在意的是幼儿最终的结果展示。而过程性评价

是指关注幼儿活动过程，对过程中的表现提出评价。例如“你刚才一直在认真的完成自己的手工作品”。 
研究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幼儿教师使用个人取向表扬的方式，会时常夸赞幼儿能力强，很厉害，很棒

等等，这些表扬属于对幼儿的概括性评价，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赞赏，多数幼儿教师认为这样的评价方式，

幼儿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对幼儿也十分有效[3]。其次，也有较多幼儿教师会采用结果取向评价，较少幼

儿教师使用过程表扬，表扬幼儿过程中的努力以及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幼儿教师

趋向于能力表扬而忽略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集中认真及所付诸的努力。总之，教师由于自身文化背景影

响，对于结果取向和个人取向情有独钟。尽管教师有意识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我们在观察教师的表扬行

为中会发现教师对表扬行为本身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未能真正的把握表扬行为的价值所在。教师在教学

中，潜意识的还是以结果取向和过程去向为主，未能真正的发挥表扬行为的价值，让表扬行为名存实亡。 

2.2. 匮乏鼓励赞赏 

鼓励赞赏是指以幼儿自身的标准进行衡量，当出现了进步或者好的行为，为幼儿的进步而感到高兴，

真诚的激励幼儿，使幼儿进一步表现自己。显然，鼓励赞赏是指向于幼儿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但是通过访谈我们会发现教师的表扬行为背后的意图是约束纪律，幼儿教师通过表扬某个幼儿遵守班级

纪律，来使其他幼儿向他学习，达到维持班级秩序的效果。 
表扬的出发点也就是逻辑起点，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教师才用的表扬的行为指向的终点是什么？是为

了幼儿的发展还是单纯为了教师的管理呢？如果教师运用得当都会促进幼儿进步和发展，但鼓励赞赏的

表扬缺失，造成表扬失衡会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以及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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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表扬目的多是榜样示范和约束纪律，用于控制和管理幼儿，却忽视了幼

儿自身的全面发展。教师常常在活动中对幼儿的表现进行表扬，为了达到良好纪律的保持，从而完成教

学任务，而不是教育目标。因此，了解幼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保障表扬起点的正确性，进而确定表

扬行为出生的正统性，最后指向幼儿的终身发展。 

2.3. 频繁使用物质表扬 

物质表扬对幼儿特别是小班幼儿也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例如，可以每天放学总结时发小红花等对表

现好的幼儿进行物质表扬。但是我们在幼儿园会发现教师一味的进行物质奖励去表扬表现优异的幼儿，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这是典型的机械的行为主义，把儿童等同于动物，给予物质奖励，动物做出

反应。幼儿是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幼儿具有高级的心理结构和追求。 

3. 幼儿教师表扬行为建议 

3.1. 重视表扬过程取向为主 

比起过于笼统的表扬，可以提供具体的表扬有益于提高幼儿的胜任感和自信心。即在表扬时不仅将

焦点放在结果上，而且还将注意点放在一些新奇或其他吸引的具体方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过程取向评

价。在过程中要明确地告诉幼儿哪里好，为什么说好，让幼儿明白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需要改进。以这

样一种方式可以让幼儿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自身所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我们的表扬上，同时，也通过过程取

向的表扬引导幼儿慢慢掌握判断事物好坏优劣或进行自我思考的能力，幼儿对活动的控制感和自我感会

得到增强。例如，“这幅画画的真好看，我很喜欢”和“你刚才完成的十分认真，在涂色的过程中也非

常努力的将颜色搭配得绝妙，内容生动形象，我很喜欢”对比来看，后者更加注重过程，幼儿不仅知道

自己的画画得好，而且还知道老师关注自己完成作品的过程，也得到了评判绘画的标准之一，能对如何

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定的掌握。 
研究发现，与其他形式的表扬相比，幼儿更容易接受过程取向表扬，幼儿在受到这类表扬后在活动

中的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逐渐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关注自己的能力提升，大多产生积极的心理感

知。过程取向表扬的幼儿即使在挫折或失败后多表现继续坚持的反应。这是由于接受过程取向表扬的时

候能够获取怎样将这件事做好的知识，即更有利于幼儿的智力发展，学会把成功和能力归为努力，而不

是已经固定的能力。因此，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表扬过程取向为主，充分调动幼儿内在的学习

动机，不能单纯的为了表扬而表扬。表扬过程取向的重点在于指向幼儿的发展，而不是通过结果的评价

给予幼儿的定性。 

3.2. 注重表扬目的以鼓励赞赏为主 

事实上，幼儿是敏感的，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微笑或表扬是否真诚，虚假的表扬会使幼儿感觉受到

老师的愚弄和控制，对表扬不理不睬，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对幼儿的表扬应该真诚，愈真诚愈能

激发幼儿的进一步良好发展。真诚的表扬是发自内心的对幼儿的欣赏或赞美，而不是为了控制和管理，

表扬的内容也应真实而具体，符合幼儿的真实情况，而且能明确地指出幼儿的长处，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的坚实基础，从而提高上课效率。 
瑞吉欧课程里面又这么一句话“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教师的表扬行为就是再一次把球抛给学生。

我们表扬行为的球击打的位置不是约束学生而是学生更好的控制住球。幼儿教育不过多注重榜样示范和

约束纪律，而是一定以一颗真诚的心与幼儿进行交流互动，对他们的表扬是真诚地发自内心。所谓真诚

的表扬就是要注意表扬时的真情流露，对幼儿进行表扬时应该真诚地看着他，同时注意语言，行为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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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一致，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只有这样带有真情实感的表扬才能够带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

表扬更加有效，对教学也相对更有效率，也更能拉近老师与幼儿的距离[4]。 

3.3. 混合使用表扬的形式 

不同形式的表扬对不同个性、不同年龄的幼儿会有所不同。物质表扬对小班幼儿效果更明显;中班和

大班的幼儿认知水平和思维发展有一定的提高，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和反思，所以更倾向于精

神上的表扬。因此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表扬时，应根据真实环境下运用适宜的表扬形式，意识到多种

表扬形式混合的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表扬行为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最好的方式，如果教师能正确地使用表扬行为，那么表扬

行为一定会成为教师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怎么样做到正确使用表扬行为？教师自我更新表扬行为的理

念，深刻理解表扬行为背后的价值；教师还要通过鼓励赞赏的方式去引导幼儿向好的、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特点的幼儿，进行混合式表扬的形式，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教师要用一颗爱心去发现幼儿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善于利用多样的教育方式，给予幼儿鼓励和表扬，

让幼儿乐于接受教育，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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