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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是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本文结合《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的相关精神，发现当下幼儿人际交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相对应的对策，旨在促进幼儿人

际交往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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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kindergart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spirit of The Guide to Learn-
ing and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Aged 3~6 Years, this paper find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t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young children and analyz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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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阶段是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

人际交往能力对幼儿身心发展以及知识、能力和智慧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1]《3~6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明确提出，要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创造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最

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严禁“拔苗助长”式的

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2]。其中在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方面，明确提出四个目标：愿意与人交往；

能与同伴友好相处；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关心尊重他人。这就要求重视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

发展。目前，家长教养方式普遍存在的迁就和溺爱，从而导致幼儿不能良好与人交往的现象普遍存在；

幼儿园教师教学观念的思维定式，造成了只片面的强调幼儿的智力发展，忽视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

养；智能产品的频繁使用，幼儿过度沉迷于虚拟空间，从而隔绝了幼儿人际交往的发展。因此，作为一

名幼儿教师，必须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给予高度重视，并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采取合理、

科学的培养策略，不断发展幼儿与人交往的能力。为此，笔者在此谈谈该如何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为他们以后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 

2. 原因分析：幼儿交往的影响因素 

2.1. 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幼儿自身的身心特征一方面制约着同伴对他们的态度和接纳程度，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他们自身在交

往中的行为方式。行为特征是幼儿社会能力的重要体现。幼儿之所以在同伴交往中地位各异，主要是因

为这些儿童具有明显不同的行为特征。受欢迎儿童是因为他们对同伴友好，没有明显的攻击行为。被拒

绝儿童不会使用恰当的方式加入群体活动中，经常表现出许多攻击性行为。被忽视的儿童因为害羞与行

为笨拙，他们则很少表现自己也不攻击他人。研究发现，幼儿在合作方面存在着相当稳定的个体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预示了儿童以后不同的社交地位。例如，早期的争吵就预示了以后的社会接纳性。最初被

看作合作的儿童往往受人喜欢，而被当作好争吵的儿童，即使他们以后改变了这种行为也往往被拒斥[3]。 

2.2. 家庭因素对儿童的影响 

1) 家庭的教养态度 
父母错误的教养态度与方法(过分保护、溺爱、粗暴、冷漠等)会对幼儿的人际交往产生不良影响，甚

至引发心理问题。父母过分保护和溺爱已成普遍问题。有些家长对幼儿粗暴和过于严厉，对幼儿来说是

一种不愉快的经历，容易形成自卑、胆怯、孤僻和畏缩等不良心理品质，甚至通过模仿与学习，表现出

攻击性行为，使同伴不愿与其交往。 
2) 家庭关系 
良好的家庭人际环境有利于幼儿与同伴交往，而缺乏交往的家庭环境则会影响幼儿的同伴交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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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离异或不和对幼儿的影响极大。在没有双亲或虽有双亲却没有爱的家庭中，幼儿常因缺乏爱而不能有

正常的安定情绪。由丧失感、挫折感、不安全感等引发的欲求不满，使他们形成了攻击、破坏的行为习

惯，这对幼儿与他人交往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3. 学校对儿童的影响 

幼儿主要的同伴交往活动都是在幼儿园进行的，所以教师的道德素质、职业意识和教学水平都与幼

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息息相关。首先，良好同伴交往氛围的建立需要教师的努力。只有教师关爱每一

个幼儿，关注每个幼儿的发展，才能建立民主、宽松的交往环境，才能为幼儿的同伴交往提供前提条件。

其次，教师的交往态度和行为会影响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多数教师都喜欢那些能够积极回

答问题，能够遵守课堂纪律的幼儿。甚至教师总是把那些不说话的孩子定位好孩子，作为其他孩子学习

的榜样。这种不正确的教育观导致幼儿同伴交往气氛不活跃，有碍交往能力的发展；另外，许多教师对

于幼儿同伴交往中出现的攻击行为只是简单甚至粗暴的批评，不能抓住教育契机，这使得一些幼儿害怕

交往，不知道怎么解决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再次，师幼关系影响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教师公正，

过于严厉，不关心、尊重幼儿，惩罚幼儿都会导致师幼关系紧张，不良的师幼交往体验会导致幼儿在同

伴交往中退缩、不愿与人交往。 

2.4. 智能产品对于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 

“独享型”高科技产品玩具使幼儿同伴间的交流减少。幼儿不仅缺少与同伴交往的机会，而且极少

有机会体验融入大自然的乐趣和享受大自然的恩惠，他们在与同伴交往逐渐减少的同时，与大自然的交

往也逐渐成为一种奢望。  

3. 培养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策略 

3.1. 创造交往环境，激发交往愿望 

幼儿在环境中成长，“我们对儿童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影响到儿童全人的发展”[4]。心理学研

究表明，只有在生动、有趣的共同活动中，才能形成心理相容的集体，而心理相容的和谐集体，对发展

幼儿良好的社会行为又是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教师要鼓励善于交往的幼儿与胆怯、退缩的幼儿交朋友，

有针对性地克服、矫正幼儿在交往中产生的恐惧、紧张、焦虑、抑郁、自卑等一系列心理障碍，指导幼

儿处理好自己与伙伴之间的关系。教师要注意幼儿的社会行为，对于影响心理相容的退缩、反抗、冷漠

等现象要特别加以注意。比如，可以说出他最喜欢的幼儿名字，从中了解哪些儿童是大家共同喜欢的，

哪些是孤独的，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指导。由于不同幼儿的性格、认识水平不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与

人交往的能力也就不同。比如，有的幼儿性格开朗，喜欢和同伴一起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际交往能

力就强，而有的幼儿性格内向、害羞，这就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得不到发展，所以作为一名幼儿教

师，我们应多给幼儿创造一些与同伴交往的机会，使他们感受到与人交往的快乐和乐趣，进而变得愿意

与人交往、善于与人交往。如，我们可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如角色扮演活动，主题要选取幼儿感兴趣

的，如海宝小超市、乖乖兔病了、今天我是服务员等，让幼儿扮演导购员、顾客、医生、乖乖兔、服务

员等角色，这样，我们既能调动幼儿的参与兴趣，使幼儿乐于投入角色的扮演中来，又锻炼了幼儿的沟

通能力和与人交往技能，一举多得。 

3.2. 提供交往条件，创造交往机会 

对于刚入园的幼儿，教师可以让他们互相介绍自己，使他们逐渐消除陌生感和胆怯心理。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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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自己的思想、感情，了解别人的需要。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幼儿相互关心、相

互帮助，促进幼儿之间的交流。如一个幼儿摔倒了，教师可以让其他小朋友把他扶起来；幼儿之间出现

了争执，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自己解决，提高协调能力；通过节日庆祝活动、开故事会、做游戏等形式，

使幼儿增进了解、增进友谊，把班级建设成一个团结、温暖的大家庭。教师还可以提供一些适宜交流、

合作、协商、互学的教学活动，如建筑区、娃娃家、表演区等需要合作才能完成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意区角活动材料的投放。家长可以教孩子学着邀请小朋友来家做客，这样，幼儿就能学习到交往技

能，体验交友的快乐，培养人际交往的兴趣。 

3.3. 教给幼儿基本的社会交往技能 

教师要善于利用集体活动为幼儿创造交往机会，帮助幼儿提升交往技能，促进幼儿积极交往行为的

展开[5]。由于幼儿年龄小、身心发展不成熟，所以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尤其是跟同龄玩伴)，常常会出现

相互攻击、相互争抢的不良现象，或者是嘴里蹦出一些不礼貌的话语，这时，身为幼儿教师的我们就要

加强对幼儿的交往指导，使幼儿正确掌握与人交往的技能。首先，我们要通过采用各种有效方法，使幼

儿掌握合适的表达方式。比如，如何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想法，如何拒绝别人，如何与别人商量；也要教

给幼儿不同场合所使用的不同礼貌用语，如遇见老师了，要说“老师好”；其他小朋友给予了自己帮助，

要说“谢谢你”；不小心撞到了小朋友，要说“对不起”；接受别人的道歉时，要说“没关系”；和小

朋友、老师告别时，要说“再见”…… 
其次，我们要教给幼儿主动与人交往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让幼儿把自己在家经常看的图书和喜

欢玩的玩具带到学校，主动邀请其他小朋友一起看、一起玩，或者让幼儿讲一讲自己喜欢看的动画片的

故事情节……这样，幼儿就会渐渐变得愿意与他人沟通和交流，进而发展自己的交往技能。再次，我们

要教给幼儿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搭积木游戏过程中，我们要指导幼儿进行合理分工，在

遇到矛盾时，决不可互相攻击，而是大家一起协商、共同解决；或者是向幼儿提出一些与交往有关问题，

如“如果有一个玩具，你和你的同伴都很喜欢，这时应该怎么办？”“如何有一个小朋友打了你，你要

怎么处理”等等，让幼儿试着对这些问题说出自己想法，如果想法正确，我们要对幼儿进行表扬和肯定，

如果想法不合理，则要告诉幼儿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总之，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对幼儿各种

交往行为的指导，使幼儿掌握各种与人交往的技能，从而使幼儿成为一名身心健康的好孩子。 

3.4. 通过游戏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幼儿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通过游戏来获得知识经验，在学校老师应多给幼儿组织相关的集体游戏，

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甚至更多的小朋友合作的游戏。幼儿园应当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来进行相关集体

游戏的组织与指导，如幼儿园可以多创设娃娃家、小超市、理发店、小医院等相关的角色游戏或户外小

游戏丢手绢等，让孩子通过游戏里面的互动，懂得与别人交往与沟通，以及愿意主动与同伴交往。 

4. 结论 

学会分享对促进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幼儿园想更好地促进幼儿学习

与发展，就需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分享活动，有针对性地培养幼儿的分享意识，丰富幼儿

的分享体验，用具体分享成果的展示，使幼儿体验到分享的快乐，再加上教师、家长对分享活动的积极

参与，必然会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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