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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的告状行为是幼儿进行社会化的重要过程，它属于幼儿与教师之间的一种互动。究其原因与幼儿自

身、家庭结构以及幼儿园管理等方面息息相关，面对幼儿的告状行为，教师和家长应透视幼儿告状目的，

采取积极的策略；加强家园合作，传递正确的育儿观念；优化教育管理，加强教师的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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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complaint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which belongs to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The reas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ren themselves, 
families and kindergartens. In the face of children’s complaint behavior, teachers should under-
stand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children’s complaint and treat them differently; strengthen 
home cooperation and transfer the correct concept of child-rearing; optimize education manage-
ment and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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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幼儿告状行为是指幼儿因为受到同伴的欺负，以及发现同伴的行为违背了幼儿园的管理规定或与教

师的要求背道而驰，幼儿向幼儿教师发起的一种互动行为，目的是为了阻止同伴的行为[1]。告状行为是

幼儿专有的一种比较典型的社会性行为，是幼儿的社会化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行为之一[2]。在幼儿园中，

幼儿常常产生告状行为，几乎一半以上的幼儿都喜欢向教师告状，比如：“某某打了我，他抢我的玩具”

等，这一现象在中班的幼儿身上最为明显，此阶段的幼儿已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又中班幼儿处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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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来，研究者对 4~5 岁的幼儿告状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对幼儿的告状的动机、原因以及活动

类型的差异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杨忠忠将幼儿的告状类型分为求助型、表现自己型、辩解型以

及检举型，分析其原因有幼儿心理因素，家庭教育因素以及幼儿教师因素[4]。郑名、李春丽对 4~5 岁幼

儿的告状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 4~5 岁幼儿的告状行为无性别差异，但在不同的活动中幼儿的告状频率

不一样，在自由活动中发生的告状行为最多，在游戏活动中发生的告状行为最少[5]。同时，张娇指出，

幼儿告状行为具有年龄特点，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因为资源占有、自我表现引起的告状增多[6]。 
中班的幼儿告状是一种频繁且常见的现象。对此，已有的研究探索了中班的幼儿的告状行为的动机、

原因，以及具有活动类型方面的差异，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故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厘清幼

儿告状行为形成的多重因素，本研究将着重对幼儿告状行为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结合 4~5 岁

的幼儿的年龄来分析其原因，为幼儿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 

2. 中班幼儿告状的影响因素 

2.1. 幼儿自身因素 

2.1.1. 保护自我，寻求帮助 
保护自我是指当幼儿与同伴产生了利益的冲突，或者同伴已经危害到其自身的利益时，幼儿主动寻

求教师的帮助，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让教师替自己想办法或者帮自己解决困难。幼儿以自我为中心，对

自己的物品非常的看重，故幼儿在资源的争夺方面的告状行为比较突出，幼儿还未有与同伴相互分享的

乐趣，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不够，并且在这个阶段的幼儿想要获得教师的关注，满足自己的表现欲，

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对自己抱有盲目的自信。幼儿面对同伴的欺负时，想要维护到自己的利益，就不得

不求助教师的帮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当幼儿不能自身独立解决问题时，他会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在幼儿的心里，教师具有神圣不可侵

犯的权利，所以幼儿理所当然的认为如果跟幼儿教师告状，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幼儿园，幼儿常

说：“老师，他把玩具藏起来，不让我们玩；老师，他把水弄到我的身上了；老师，他超过这条线了”

等等，幼儿似乎无时无刻都在告状，哪怕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一般在这种情境下，幼儿极其渴望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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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教师能够站出来替自己主持公道。幼儿一方面觉得同伴已经伤害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集体的利益，

尤其是当玩游戏的时候，某些幼儿没有遵守游戏规则，幼儿就会立即向教师告状；另一方面，幼儿自身

的力量微弱，不敢与同伴冲突的时候，就会去求助教师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对那些寻求帮助的幼儿，教

师应先听清楚他们所讲的内容，明白他们的用意，再决定是否给予直接的帮助或间接的帮助。教师应对

这些行为做出判断，如果幼儿真的需要帮助便伸出援手，若是幼儿自己可以做到，教师一定要鼓励指导

幼儿自己去做。 

2.1.2. 表现自我，获得关注 
表现自我是指幼儿想要获得有权威的大人的表扬，如教师家长等，获得他们的关心以及关注，来满

足自身的表现欲。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个幼儿都希望做一个好孩子，他渴望得到教师的关注和关

心，尤其是缺乏安全感的幼儿，更希望教师把所有的目光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幼儿通过告状，获得教师

的短暂的关注，但是幼儿园的同伴很多，幼儿为了持续获得教师的关注，不得不做一些可以吸引教师注

意力的事情，告状就是幼儿获得关注的手段之一。 
幼儿通过告状行为来抬高自身的地位，第一时间对同伴的不当行为进行举报，并且会把同伴的行为

与自身的行为进行比较，以此来获得教师的好感以及关注，获得教师的赞赏。比如：“老师，小雨把玩

具丢在了地上，我是放在桌子上面的”、“老师，你看小红把书撕坏了，我都是保管得好好得”、“老

师，他破坏游戏规则了，超线了，我们都是没有超过这条线得”等等，幼儿希望教师认为他是一个听话，

守规矩的好孩子，获得教师特有的宠爱。这种宠爱给予了幼儿极大的“虚荣心”，内心获得极大的自豪

感，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存在感。每个幼儿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幼儿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是

教师眼里的乖宝宝，幼儿通过这种行为来满足自身的表现欲，获得教师的关注。 

2.2. 家庭教育因素 

2.2.1. 家庭结构的影响 
幼儿告状行为主要受到父母家庭结构特点的间接影响。一方面，现在我们大多数家庭的构成方式是

核心家庭，很多时候幼儿属于独生子女，父母一般对一个幼儿就会格外的上心，这时候幼儿基本上就是

一个全家生活的中心，一切事情都得围绕那个幼儿的转，幼儿可谓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另一方面，

父母们对自己幼儿更加的特别娇生特别惯养、格外溺爱，导致幼儿会时刻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必须围着

他来转，使得幼儿变得自私、任性、骄纵，为了极快地获得教师、家长的关注，幼儿会通过告状行为来

达到目的。 
独生子女的中国家庭，让大多数家长因为过度地重视培养幼儿自身的智力潜能开发，而恰恰忽略掉了

促进幼儿之间分享、合作、关心尊重他人、团结有爱互助等优良品质上的协调发展，让这些孩子们养成起

了过分以个人自我需求为发展中心、任性、依赖性较强等许多不良健康的行为习惯。这时期幼儿几乎没有

独自与家中兄弟姐妹单独相处学习的具体经历，缺乏必要的幼儿园集体生活的能力，家中父母长辈们对幼

儿生活的种种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幼儿缺乏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所以，当幼儿在幼儿园遇到困难时，

哪怕是一些微小的事情，幼儿也会第一时间寻找教师的帮助，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并且在这样的家庭结构

中，幼儿受到家庭成员因素的共同影响，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幼儿逐渐形成出了这种告状的行为。另外，很

多家长包揽了幼儿的一切大小事务，致使一些幼儿们在园中的幼儿生活上不能自理，遇到什么问题时只能

通过寻求其他教师适当的指导帮助，便只能用告状的方式去尝试来获得其它教师有效的指导。 

2.2.2. 家长教育方式的影响 
家长错误的教育引导方式会大大助长了幼儿们的各种告状行为。一方面，是家长自身教育观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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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正确。普遍家长认为幼儿的告状行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潜移默化中助长了幼儿的告状行为

的频繁而发生，使得很多幼儿从偶尔的告一次状，到一天要告三四次状。长此以往，幼儿缺乏独立解决

事情的能力，遇到困难只会找老师，找家长，并且严重的会危及到幼儿与幼儿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伤

害到同伴之间的感情。告状的行为多表现出学生对教师过度的心理依赖等心理，不利于学前幼儿的学习

身心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是部分家长的教育子女方式用的并不完全恰当。父母永远是培育幼儿的最好第一任指导

老师，家长们的很多不正确、不太恰当的引导行为，都会可能给幼儿身心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致使某

些幼儿容易养成各种不好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现在大多数的幼儿家长过于溺爱自己的孩子。家长对幼

儿的过于重视，幼儿的地位也随之增高。久而久之，幼儿逐渐成为家中的小霸王，不可一世。当幼儿在

幼儿园与同伴产生冲突时，大多数家长会说：“跟老师告状，让老师教育他”，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会

让幼儿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遇到事情直接就找老师，而不会尝试着自己解决问题。家长没有问幼儿事

情的经过、原因，只一句简单的要跟教师告状，无形之中助长幼儿的告状行为，不利于幼儿养成解决问

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幼儿园的因素 

2.3.1. 教师自身的因素 
作为一名学前幼儿教师，不仅要具有幼教专业性知识的全面知识能力储备，还应具备幼儿基本规范

的幼教职业素养，良好诚信的个人道德品质。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后，幼儿教师不仅承担着幼儿的学习、

生活、思想等方面的指导，还会影响着幼儿的行为。幼儿就像一面镜子，幼儿具有爱模仿的特点，幼儿

通过教师的行为来表现他所看到的一切行为。所以，教师要尊重幼儿，把幼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

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幼儿。 
教师也会存在教育理念的不恰当。幼儿园教师承担着幼儿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传授

知识，还要学会引导幼儿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要有面对未来的能力，使幼儿在幼儿教师的言

传身教的影响中不断健康地成长。教师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具有人情味的伟大工程。但是，有些

幼儿教师同家长一样，没有重视幼儿的告状行为，不把这种行为放在心上，认为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就会助长幼儿的告状行为的发生。有些幼儿教师会漠视幼儿的告状行为，对于真心求助的幼儿没有伸出

援助之手，对欺负幼儿的同伴只是说一句：“下次不要欺负同伴”，对幼儿的告状行为只是简单的说教，

这样一来，幼儿认识不到自身的错误，只会助长欺负同伴的行为现象时常发生，幼儿没有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之后仍是向教师告。另一方面，幼儿教师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恰当，也会影响幼儿的告状行为。 

2.3.2. 幼儿园集体管理的影响 
幼儿园属于集体性教学，每个班配置主班老师、配班老师以及保育员共三名人员，但是对于主班老

师要管理整个班级，要关注到所有的幼儿的话，人手是不足的。幼儿教师不可能关注到所有幼儿的情况，

但是每个幼儿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吸引教师的注意，就会引发幼儿的告状行为。教师处理的方式不

恰当，只是简单敷衍，或者对告状的幼儿特别关注，引来其他幼儿的嫉妒，也会导致幼儿告状行为。 

3. 中班幼儿告状行为的指导策略 

3.1. 透视幼儿告状的目的，采取积极的策略 

教师面对不同类型的告状行为必须要有自己的态度，比如面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首先，幼儿教

师们必须自己要详细了解造成幼儿告状行为的真实原因，如果确实是引起幼儿朋友之间有意见的不和，

争夺游戏玩具等矛盾纠纷，教师应让当事幼儿主动说明实际原因，这其实还很有利于教育幼儿主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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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合理的意见看法，锻炼出幼儿基本的语言及表达能力。其次，如果幼儿是被欺负的一方，教师要

先安抚幼儿的情绪，给予幼儿充足的安全感，对欺负同伴的幼儿进行严厉的批评，明确地指出错误的地

方。最后，对于这一类的告状，教师也要充分的重视，如果教师处理不到或者忽视，会导致欺负同伴的

幼儿更加肆无忌惮，导致幼儿之间的矛盾升级，不利于幼儿间的人际交往，不利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面对幼儿强烈的要求表现和自我的告状时，教师必须要能够充分的理解了幼儿急切想要从中获得自

我关注的这种心理，中班阶段的幼儿他们的语言行为也已经渐渐从“为我”逐步向“为他”的发展，他

们应该开始也逐渐学会注意到自己在社会、他人、家长心目中应有的社会形象，注意得到老师和父母对

自己的这种良好社会评价。教师不要盲目批评幼儿，中班幼儿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

还不够完善。对于幼儿是维护游戏规则的告状时，教师应鼓励表扬幼儿，中班幼儿正是游戏时期，规则

意识也在逐渐发展，所以说幼儿是为了维护规则的话，教师可以进行表扬。同时，教师在讲解规则时，

应该更加地清楚全面，有的幼儿为了吸引教师的关注与关爱，可能会出现谎报、乱告状等行为，也有的

幼儿可能会为了得到教师的表扬，而不进行游戏，而是选择去看同伴是否违规。所以说在幼儿进行游戏

之前，先讲清楚规则，同时要提醒幼儿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之中。与此同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夺玩具

的冲突等，教师尽量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游戏材料，满足幼儿的游戏需求，提醒幼儿之间要相互分享，互

相帮助，减少告状行为。 
教师需要不断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让幼儿自己想办法，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在平时的学习以及游戏

活动中，教师要经常锻炼幼儿的独立性，面对幼儿之间的纠纷问题，应当放手让幼儿自己先解决。教师

可以通过绘本故事，看动画片、做游戏等方式，有目的地引导幼儿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哪

些行为是错误的，哪些行为是值得表扬的，提高幼儿的对各种行为的认知水平以及评价的水平，有意识

地培养幼儿自主独立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自身的综合语言思维表达能力方面

的发展。幼儿在面对困难时，幼儿先自己尝试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教师再进行进一步的干预与帮助。

同时，教师可以帮助幼儿分析事情的利弊问题，也可以借助此类的告状行为给幼儿开展课程教学，潜移

默化培养幼儿的能力。 

3.2. 加强家园合作，传递正确的育儿观念 

幼儿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所以加强家庭与幼儿园的合作，实现家园共育是非

常必要的。首先，幼儿园的教师应向各位家长们传递一些更加正确而积极的家庭教育新观念，对于个别

家长过于溺爱孩子这种的行为，要积极适时地提出一点建议，给广大幼儿家长们要讲说清楚这种的教育

弊端，不要做什么的任何事情都是依着孩子，顺着孩子。家长更是应该要充分认识明白，真正的有效教

育是，家长真正为了孩子好，关键在于家长为了能培养的孩子幼儿们具备塑造良好品德性格、品质、交

往行为、认知自我及社会行为与同伴交往及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初步具有快速独立地处理解决问题的能

力，初步的社会学习能力，所以，当面对着幼儿告状时，家长应给予正确的指导，教授幼儿道理，让幼

儿明理。其次，家长切勿大包大揽一切事物，把幼儿看作独立的个体，充分尊重幼儿，家长对幼儿进行

鼓励式教育，让幼儿尽量独立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自己学习穿衣服、穿鞋等，幼儿在独立做事的时候，

会对自己有自豪感和满足感，幼儿的独立性被培养，有效减少告状行为的发生。最后，幼儿园与家庭要

达成共识，建立亲密的合作，要争取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并且家长也要参与到一起纠正幼儿的告状行

为之中。教师与家长的合力合作，不过也不要过度放大幼儿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始终尊重幼儿，理解幼

儿的想法，不要采取粗暴方式对待幼儿，更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分析幼儿的行为。 
家长与教师都是幼儿的学习的榜样，如果家长的行为与教师的行为相违背，幼儿就会陷入矛盾，家

长尽量与幼儿园教授的一致，共同合作。良好的榜样对幼儿具有积极的作用，幼儿喜欢表现自己，什么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28


瞿江洪 
 

 

DOI: 10.12677/ass.2022.1111628 4604 社会科学前沿 
 

事情都要和别人相比，幼儿对其他的幼儿产生嫉妒的心理，看不得教师对别人的夸奖，幼儿会通过莫须

有的事情去贬低同伴，借此把自己的地位太高。教师和家长要让幼儿看到自身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优点，鼓励幼儿之间相互学习，疏导幼儿的嫉妒心理。 

3.3. 优化教育管理，加强教师的职业培训 

幼儿园要优化教育管理，有的幼儿园招生的人数很多，但是班级很少，这就导致幼儿教师的教学任

务中，关注不到幼儿，有的幼儿为了吸引教师的注意就会不断向教师告状。幼儿园应配置合理的班级人

数，还要加强幼儿教师的职业培训。很多新手教师一开始应对幼儿的告状行为是招架不住的，幼儿园开

展职业培训，教幼儿教师应对幼儿告状行为，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幼儿的告状的根本意图，更好地应对幼

儿的告状行为。 
幼儿教师要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在准备一日活动时，要提前思考好在教学、游戏中需要哪些材料，

充分考虑幼儿的人数，幼儿的年龄特点，发展特点等，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也要预设好幼儿会问什么问

题，在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教师去提前思考的问题。教师要采取鼓励式教育，鼓励幼

儿自己学会去探索解决一些问题，对幼儿要有耐心，弄清楚幼儿真正的意图，及时对幼儿的困难提出自

己的看法。久而久之，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提高了，告状也就减少了。 
教师需要对幼儿的告状行为做出的行为反应，但是不是事事时时都做出反应，有的幼儿会因为教师

的反应，而告状的频率逐渐变高，其他的同伴也会纷纷效仿，大大提高了他们告状发生的频率。教师有

的时候要冷处理幼儿的告状行为，而是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或者活动来吸引幼儿转移注意力。教师要让幼

儿专心做事，而不是为了表扬盲目告状，教师要对这类幼儿充分重视起来，与家长进行及时的沟通，积

极应对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幼儿在幼儿园生活中告状行为是较为平常与频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师生互动关系，

告状行为是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教师要透视幼儿告状的目的，采取积极的策略，

要携手家庭教育进行深度合作，向家长传递正确的育儿知识，同时，幼儿园方面也要优化教育管理，加

强对教师的培训。幼儿的告状行为的改善，需要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解决，为了幼儿更好应对未来的生

活，需要多方进行合作，这有利于幼儿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有利于育儿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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