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500-9505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68     

文章引用: 张芷诺, 汤玉龙.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幼儿园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体系[J].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500-9505. DOI: 10.12677/ae.2023.13121468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幼儿园防诱拐安全教育

课程体系 

张芷诺，汤玉龙*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应用心理研究所，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8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日 

 
 

 
摘  要 

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助于幼儿园以整体思维构建由幼儿、教师、家庭、社会多社会主体参与的防诱拐

安全教育课程。就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构建来说，幼儿园应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秉

持大课程、大教学和大健康的思想教育理想，在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下，以幼儿的实际安全意识和抵制诱

拐能力水平为教育的起点，引导教师在明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的基础下，利用支架式和互惠式教学模式，

促进语言在教学中的中介作用，提升幼儿自我安全意识的抵制诱拐能力。 
 
关键词 

社会文化理论，安全教育课程，抵制诱拐能力训练，学龄前儿童 

 
 

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Anti-Abduction Safety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Sociocultural Theory 

Zhinuo Zhang, Yulong T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Oct. 28th, 2023; accepted: Nov. 24th, 2023; published: Dec. 1st, 2023 

 
 

 
Abstract 
By incorporating sociocultural theory, kindergartens can develop an anti-abduction safety educa-
tion curriculum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hildren, teachers, families, and society. To construct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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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urriculum, kindergartens should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ideals of a compre-
hensive system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system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heal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ocultural theory. Multiple social acto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raising 
children’s safety awareness and resistance to abduction. Teachers should be trained to use scaf-
folding and reciprocal teaching modes, clarifying children’s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Pro-
moting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language in teaching can enhance children’s self-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resist ab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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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确保幼儿免受诱拐危险是国家、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1] [2]。2021 年 4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 年)》中就要求幼儿园等教育教学机构管理，开展人身

安全和反拐教育，提高师生反拐警惕性和人身安全意识，掌握反拐应对和求助方法[3]。同年国务院在印

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也指出要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

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继续实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而

根据目前的报道研究显示儿童被拐卖的形势仍然严峻，被拐卖儿童呈低龄化趋势，6 岁以下的学龄前儿

童是诱拐的主要目标[4] [5]。因此，对于幼儿园而言，设计合理有效的安全教育课程，培养学前儿童自我

保护的意识和抵制诱拐的能力，使其在面对诱拐的危险场景做出正确的反应显得尤为重要。而运用社会

文化理论的思想和理论可以拓宽幼儿园放诱拐安全教育课程构建的视野，帮助教师更好地发展专业知识

和培育实践智慧。幼儿园也应该应用社会文化理论去优化目前的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使幼儿

在交流互动中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2. 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和目标 

我国教育部于 2012 年发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3~6 岁的学前儿童应具备基本

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而目前的针对“打拐”的专项行动或措施，大多是从儿童被拐卖后的时

间出发建立快速的寻找儿童系统或者机制，例如，打拐 DNA 系统、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公安部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6]。新技术的运用和专项行动的展开，有力打击了国内儿童拐卖黑市的嚣张

气焰，但这些还不够，按照当前形势，不能只由公安机关实施被拐儿童的解救工作。对于学校教育工

作者来说，如何提升幼儿的安全意识，让儿童不轻易跟随陌生人离开，可能是从源头上解决人口拐卖

问题的一条途径。 
发生诱拐事件背后的根源是儿童的信任判断受到了无关因素的干扰，导致儿童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

灌输式的防诱拐教育是目前幼儿园的防诱拐安全课程教育主要形式，例如教导幼儿“不要跟陌生人走”。

这种从成人视角下的教育方式，形式单一且枯燥，带有浓厚的说教意味[7]。在一些情况下，即使幼儿拥

有安全知识，但是仍然依然抵制不住陌生人的诱惑，选择相信他们，出现了“知行分离”的现象[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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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式的防诱拐教育往往只是简单告诉幼儿“当陌生人靠近时，不要跟陌生人走”，而忽略告诉幼儿，什

么情景下可能会发生诱拐，以及在面对诱拐时具体应当怎么做。由此可见，只靠一味灌输的刻板教育方

式往往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虽然目前国外的研究表明，行为技能训练(BST)和原地训练(IST)对于提升儿

童的抵制诱拐能力具有显著的效果[8] [9] [10]。但是 BST 和 IST 需要专门的培训师实施并且耗费时间较

多，并且这两种方法通常进行一对一干预，不能使更多的幼儿学习抵制诱拐能力，这些局限性的存在降

低了这两种方法的可推广性。 
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园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迫在眉睫。儿童作为防诱

拐安全教育课程的主体，应被置于一切教育教学的中心。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包括环境变化、互动

模式改变等外部的影响，这些外部影响会以某种方式塑造着儿童的经历和经验。与此同时，儿童作为一

个积极主动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参与也能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交互作用。从儿童主体的角度出

发，对于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现应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是辩证统一的。探讨现阶幼儿园防诱

拐安全教育课程构建的问题，应当关注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复杂性，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

以及儿童在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中主体性和独特性。 
基于社会和幼儿的关系以及幼儿个体发展阶段，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该

理论认为幼儿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出人类特有的心理机能，而在这个过程中言语的习得和使用可以改变

幼儿的思维[11]。该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与社会互动对于幼儿认知发展的

影响，幼儿可以通过与成人或是指导者(通常是家长或老师)互动，从而获得示范行为或者口头指导，然后

将这些信息内化，进而指导或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二是认为语言在幼儿认知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

用，并具有两种功能。在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分享时，外在语言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文化工具。与此同

时，内在语言也可以用作幼儿自我调节和反思的心理工具。三是提出最近发展区与脚手架理论。该理论

认为实际学习水平和潜在发展的学习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并认为只有通过成年人指导，才

能弥补这一差距。其中教师的作用是确定幼儿当前的发展水平，为幼儿的发展提供脚手架，为他们提供

跨越最近发展区的机会。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脚手架，即教师如何为学生提供框架和经验，鼓

励他们扩展现有的模式，并纳入新的技能、能力和理解，帮助幼儿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工具。 
因此，从社会文化理论的教育思想出发，幼儿园在设计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目标时，应该让幼

儿在社会互动中自我探究和自我感悟，在语言的中介作用下，促进自我反思，从而提升自我的安全保

护意识和抵制诱拐能力。同时应该考虑到目前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中所折射出的“知行分离”的问题，

避免单一式的说教式教学，找出幼儿的最近发展区，进行支架式教学，从教育形式和方法促进幼儿的

抵制诱拐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目标应在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三个方面实

现幼儿的融合发展。在认知目标上，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应该帮助幼儿认识和了解诱拐发生时陌生人

会主要采用的诱拐手段，帮助幼儿了解此次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目的。在技能目标上，防诱拐安全

教育课程是要发展幼儿在面对诱拐时的正确应对方式，使幼儿对于诱拐的认识从知识层面走向技能使

用层面，使他们的学习不断走向内隐，避免“知行分离”行为的出现。此时教师应该训练幼儿具有独

立判断是否出现诱拐行为的能力，避免幼儿在经过课程教育后出现“一刀切”，的情况，片面的认为

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的情况。以及训练幼儿在判断出可能存在的诱拐风险后，做出正确拒绝行为的

能力。在情感目标上，防诱拐安全课程教育应该要注重培养幼儿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并使其将这种

意识从课堂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去。此外，教师还要通过安全教育课程激发幼儿保护生命、珍惜生命的

意识。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中的认知目标、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不能截然分开，三者的发生也并不存

在必然的先后关系。教师在设置教育目标时，要注重幼儿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融合，以发展的眼光来

看待幼儿的行为表现与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68


张芷诺，汤玉龙 
 

 

DOI: 10.12677/ae.2023.13121468 9503 教育进展 
 

3.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原则 

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建构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目的在于将社会环境和幼儿的主体性相联系，为

幼儿构建一种整体联系、多元交互的课程信模式，社会文化理论重视社会互动对于幼儿认知发展和技能

学习中的作用，因此在建构幼儿园安全课程内容时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防诱拐安全教育必须以幼儿本身经验作为其实践的基础，一切以提升幼儿抵制诱拐能力教育只

有指向幼儿发展本身才有意义。因此，教师在开展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之前，首先要思考的而应是什么

安全教育，以及安全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是什么。如果偏离这一原则，防诱拐安全教育就只能是一种浅显

的经验教育。 
二是师生互动是防诱拐安全课程促进幼儿安全意识和抵制诱拐能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12]。社会文化

理论认为认知活动是幼儿和教师共同经历的社会互动过程。因此，教师在设计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设计

时，应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幼儿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教育，使幼儿的安全课程学习与其目前的知识基础

以及师生互动模式相匹配。而幼儿的学习和和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理解发展的连续性，

在学习中密切观察幼儿在课程中所表现出的反应，使安全教育课程和教学与幼儿新出现的能力、需求和

兴趣相匹配，在师生互动中针对幼儿不断变化的能力帮助他们提升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抵制诱拐的能力

[13]。 
三是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的放诱拐安全课程的构建应该积极发挥利用语言的中介作用。语言作为幼

儿自我调节和反思的工具，幼儿可以通过与自己的对话(即自我中心语言)来监控自己的行为。教师可以通

过训练幼儿在面对诱拐情况下的口头拒绝能力，通过这种发声式口头拒绝的外在语言形式，不断强化幼

儿内在语言，借助这种语言符号内化的过程，完成安全意识的培养和抵制诱拐能力的学习。“发声式”

教学方式可能可以帮助幼儿跨越从仅仅知道安全知识但无法正确抵制诱拐的“知行分离”现象，到在具

有安全意识的基础下且正确做出抵制诱拐的行为的“知行一致”现象。 
四是教师应确定幼儿最近发展区，并为其提供脚手架，帮助其跨越最近发展区。此外，教师在组织

开展安全教育课程之前，必须确定其所在班级幼儿安全意识和抵制诱拐能力水平，将其安全教育的教学

设计略高于学生当前发育水平的发展水平。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动画的方式向幼儿介

绍诱拐手段，以及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幼儿在面对诱拐时的操作性步骤，保持幼儿对于课程学习的兴

趣，并激励幼儿完成教学目标。与此同时，教师也必须努力寻找幼儿目前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水平与需掌

握水平之间的差异，控制幼儿由于没有掌握安全知识所产生的挫折感。而班级中幼儿安全意识和抵制诱

拐能力水平差异现象的存在也可为幼儿合作学习的兴趣提供帮助。教师可以给予为班级中具有较高能力

水平幼儿帮助较低水平幼儿的机会，例如由较高能力水平的幼儿指出较低水平幼儿在遇到诱拐情况时行

为措施中存在的错误，并由能力水平较高的幼儿提供正确面对诱拐行为的做法来促进能力较低幼儿的学

习，同时这一做法也兼顾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在脚手架期间，随着幼儿对与诱拐手段的熟悉，教师应逐

渐减少他们对于幼儿提供的指导，并考察其在独自面对诱拐的行为。 

4.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确定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建构策略 

社会文化理论重视社会互动下幼儿的学习过程，并将幼儿言语能力和教师对于脚手架的建立视为促

进幼儿发展的重要手段，认为发展是幼儿与其所在环境中个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环境和环境中的个

体影响着幼儿，而幼儿也反过来影响环境和环境中的人。这一理论指出了幼儿认知发展的本质和过程，

以其为思想指导建构的幼儿园防诱拐安全课程可以从内容体系、教学方式和组织形式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 根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建构防诱拐安全课程的内容体系 
防诱拐知识的普及是幼儿园构建安全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基础，并指向安全意识的提升和抵制诱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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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技能的培养。因此，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的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内容的必须明确幼儿目前安全意识

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应需得到的发展情况，使得客体知识向幼儿防诱拐经验的转化。防诱拐安全课程内容

的设计的初衷应该让安全知识适应并促进幼儿的认知水平，而不是让幼儿的认知水平适应安全知识。教

师可分析幼儿的实际能力水平、收集幼儿问题、明确能力发展需要三个环节入手。首先，在实施安全教

育课程之前，教师需明确当前自己所带领班级幼儿的安全意识和抵制诱拐能力水平情况，并根据日常观

察或防诱拐演习中的表现对每个幼儿的情况进行评估。而在评估过程中，教师也可同时观察收集幼儿在

可能出现的非共性问题，例如在防诱拐演习中，部分幼儿可能会存在一种先跟着陌生人拿到陌生人提供

的玩具，拿到后逃跑的心态，但幼儿这样的心态也是危险的，应得到及时纠正。最后，良好的教学应该

走在发展前面并引导之。在实际的安全教育课程中，教师应始终坚持生成性思维，在对幼儿的实际能力

水平和在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该年龄段幼儿所应具备的防诱拐安全能力的课

程要求弹性设计课程内容。 
(二) 促进说教式教学方式向互惠式教学方式变革 
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式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表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这可能也与这一教学陌生没有注

重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他们进行自主学习有关。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社会文化理论

视域下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内容的实施过程可以借鉴“互惠式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幼儿抵制诱拐的能

力。课堂可以不再是教师口授“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并机械的要求幼儿进行牢

记，课堂也可以是教师设计诱拐问题场景，使幼儿在有意义的情境下理解并掌握防诱拐知识。教师可以

根据最近发展区，针对幼儿的现有水平，为幼儿提供足以解决问题的资料，为幼儿头脑内部新知识的建

构和获取奠定基础。在教授过程中，还应提倡发现式教学，教师可以启发幼儿通过独立思考和合作学习，

将安全知识的获取与正确抵制诱拐使用条件联系起来，在产生自己的意义和和理解的基础上，获得抵制

诱拐的技能。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使学习成为幼儿和教师之间的一种互惠式经验沟通，使得幼儿安

全意识的培养和抵制诱拐技能的获得发生在最近发展区中。此外，教师还应明确自身与幼儿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的角色，即教师是幼儿心理发展的主导者和促进者，幼儿是课程教育的主体，教师应该在观察、

倾听和分析的基础上以促进幼儿开口表达方式支持幼儿进行自主学习。引导他们将从社会的、集体的、

合作的活动中获得的经验转化成个体内在的经验形式，完成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心理

过程的转化。 
(三) 以系统的视角推动多社会主体对防诱拐安全课程的共同参与 
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获得来源于和他人的协同合作和人际交往。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幼儿园安全教

育课程内容的实施不仅是教师将活动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也是家长积极配合参与幼儿成长的过程，同

时也是幼儿自主探索发展能力的过程，它需要教师、家长和幼儿来共同参与构建课程的行动路径[14]。多

主题的互动形成了幼儿安全教育的不同情境和场域，他们是多样、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幼儿防诱拐安全

课程体系的建构应该以大课程、大健康的理念来打破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藩篱，通过三者之间的有

机融合共同为幼儿创设多层次的安全支持环境。除了在专门在课堂上的传授防诱拐安全课程教育，在日

常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叮嘱式教育也可培养和巩固学前儿童的防拐安全意识[2]。以往的幼儿安全教育

演习，大多发生在幼儿园内部，熟悉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对测试幼儿真实的抵制诱拐能力产生影响。在幼

儿的春秋游活动中，通过招募陌生的家长，在户外陌生场景而非幼儿园的进行实地情景诱拐演习，在生

活常规和集体活动中融入防诱拐安全教育。将防诱拐安全课程的实施的组织形式放在一切适合的地方，

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主体共同建构课程，以此来提升防诱拐安全教育课程的有效性[15]。综上，本研究

认为幼儿园应防诱拐课程的组织形式的开展，应该突破幼儿园本位的思维束缚，不能仅关注孤立的幼儿

个体或影响幼儿的某些环境因素，而应以系统的视角去关注这一过程中的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以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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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动态的思维内涵，着眼于幼儿安全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共同促进幼儿安全意识的培养，使防诱

拐安全教育课程更好地服务于幼儿发展本身，让幼儿获得层次性的发展。 

5. 小结 

本研究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在对构建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和目标进行论述的基础

上，对构建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的原则和构建策略进行了阐述。本研究不仅可以为幼儿园开发新的安全

教育课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提供理论指导，还进一步丰富完善幼儿社会认知发展领域与幼儿抵制诱

拐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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