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第一节 案例 1

【案例】

小明在家里能说会道，想要干什么表达得一清二楚，还能把一家人

指挥得团团转，甚至稍不顺心就大喊大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

一出家门，到了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时，就像霜打的茄子。不

敢当众说话，见人只往爸妈身后躲，要是爸妈不在身旁，还会害怕

的大哭。

分析小明的的这种心理并提出教育措施。

【解析】

小明的这种表现貌足俗话说的“窝里横”，大多发生在 2-6 岁

的孩子身上。原因: 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和保护有关系。在外面感觉

害怕，从心理学上说是典型的自我力量不足，由于缺乏与外界的联

系，从在陌生环境就不知所措了。措施:改变溺爱的教育方式、停止

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不不要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宝进行比较。为孩子

创造交往的机会。有足够的耐心。



第一节 案例 2

【案例】

在伦敦举行的父母与子女会议上，英国“0 至 3 岁”公司总裁

马修·梅尔梅德说，很多父母热衷于让幼儿玩大量的益智玩具，安排

幼儿进行各种“开发智力”的活动，希望借此提高孩子的语言、认

知等能力。如果学习压力过重，幼儿的大脑会不堪重负。这样，孩

子长大后容易对事物缺乏兴趣和好奇心，竞争力弱，不善于为人处

世。 请谈谈在中国实际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重智育轻体育、重知识轻 

道德的表现，其原因是什么?

【解析】

（1）长期文化传统的影响。作为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人们较为重视给予儿童足够的文化知识，至于其他方面则可忽视。 

    (2)家长的功利需要。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十分普遍。许多家长过早地为孩子选择职

业定向，学习一技之长，希望孩子能够在人才竞争中取胜。

 (3)应试教育的压力。由于升学竞争和就业竞争的现实性矛盾，

学校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模式当中，而这种竞争也已经广泛深入影

响到幼儿教育阶段。

 幼儿体、智、德、美各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    

“特色园”“兴趣班”的做法常常只注重幼儿的某一方面发展，盲

目攀比，拔苗助长，如果利用不好会阻碍幼儿的正常发展，无视幼

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最终造成幼儿思维、个性发展的扭曲，与人们

愿望适得其反。 



第一节 案例 3

【案例】

晚上，2 岁半的可可独自玩自己的芭比娃娃，一会给她“梳理

头发”，一会又给她穿脱衣服，玩得很开心。当她给芭比娃娃穿上

白色纱裙时，对妈妈说：“妈妈，你看她像不像白雪公主呀？”妈

妈眼睛盯着电视，说：“像。”“那你给我讲白雪公主的故事

吧？”“一会儿。” 妈妈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电视。“ 不行， 这

会儿讲。”“ 我说，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自己玩。”妈妈生气

地说……

【解析】

亲子交往对学前儿童认知、情感、个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的发

展都有促进作用。上述案例中，可可的妈妈忽视了和孩子的互动。

正确做法：满足孩子此时的需求，给孩子讲白雪公主的故事。这样

做一方面可以增长孩子的知识，满足其求知欲；另一方面也可以促

进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父母要重视亲子之间的交往

活动，促进学前儿童健康成长。



第二节 案例 1

【案例】

  琳琳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楚楚动人，但是个性内向，各方面能力

都很弱。一次，班里开展“好朋友”主题活动，琳琳的“朋友树”

上挂着许多好朋友的名字，老师问琳琳，你的好朋友是谁？琳琳说

是明明，可是明明却说：“我不是琳琳的好朋友。”琳琳又说嘟嘟

是她的好朋友，嘟嘟否认了......琳琳一连说了几个小朋友的名字，小

朋友都否定了，这是为什么。

   

【解析】

    1.影响同伴交往的因素:教养方式;身体吸引力:行为特征;认知能力;

教师的影响。

2.同伴关系的功能:发展社会能力的功能:帮助发现自我的功能;提

供情感支持的功能。

3.行为特征是影响儿童同伴交往的因素之一，行为特征是儿童

社会能力的重要体现，儿童个体之所以交往成败不同、同伴地位各

异，主要是因为这些儿童具有各自不同的行为表现。

研究表明受欢迎的儿童，是因为他们具有外向、友好的人格特

征:而不受欢迎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往往是比较笨拙和不明智的，他

们尝试加入群体活动，但是往往被令人讨厌的特征拒之门外，而且

由于害羞，他们大多自己玩，很少见到他们表现自己。 

第二节 案例 2

【案例】

在美工角，洋洋找到一把剪子，烁烁也发现了它，于是他们就

抢了起来，谁也不肯让对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烁烁停止了争抢，

抬头看了看，央求洋洋说：“洋洋，还是给我用吧，你待会儿再

用。”洋洋摇摇头说：“不行，我现在也要用。”烁烁看这一招不

灵，就着急了， 说：“ 那这样吧， 我们还是‘ 石头、剪刀、布’，

 谁赢了谁用。” 洋洋马上就答应了，脸上的表情轻松多了。烁烁又



补充道：“就来一次，好吗 ?”洋洋点头同意了。他们开始认真地

进行“石头、剪刀、布”，第一次两人都伸出剪刀，打平了。两人

又开始新一轮的比赛，结果洋洋输了。洋洋准备拿玩具走开，但烁

烁叫住他说：“我们是好朋友嘛，还是一起用好了，你用一下，我

用一下。”洋洋想了想说：“那好吧，我们一起玩吧。”

【解析】

争抢玩具或游戏材料是幼儿同伴交往中常见的一种冲突形式。

本案例中，洋洋和烁烁因为都想用美工角的一把剪刀而发生争抢，

在争抢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烁烁主动调整了自己的交往方式，尝试

着用更为有效、积极和公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使矛盾得以合

理解决。在同伴交往中，幼儿作为平等交往的双方，既要发起交往

行为，又要关注对方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交手段，使交往行

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二节 案例 3

【案例】

毛子阳是幼儿园大班的一名男孩，好动，而且不懂得如何与同

伴交往。从进幼儿园开始，经常能看见他与同伴争抢玩具、椅子等，

所以小朋友都不愿意和他玩。到了大班，他很爱去同伴家玩，可每

次都因为和其他小朋友发生冲突而不欢而散，小朋友都不愿意与他

交往。一个周末，毛子阳去君君家玩，看中了君君的玩具飞机，就

要君君送给他，还“威胁”说如果君君星期一不把这个玩具带到幼

儿园送给他，就要打君君。君君的妈妈说这件事影响了君君上学的

情绪，君君一直吵着不肯上幼儿园。

【解析】

毛子阳属于典型的被拒绝型的儿童，这类儿童就是我们常说的

“爱惹事”的儿童。他们在同伴交往中表现比较积极主动，但他们

的交往方式却不友好，经常抢夺东西或对同伴采取攻击性的行为，

所以其他儿童拒绝和他们交往。因此，教师要掌握被拒绝型儿童在

同伴交往中的特点，并给予积极引导，帮助其建立和谐的同伴关系。



第三节 案例 1

【案例】

王老师组织了一次小班文学活动《谁的注意好》，布置了场景：

小兔的家。活动中，幼儿很投入地体验了不同的叫门方式。最后，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谁的主意好？幼儿回答：“小鸭的主意好”。

显然，大家没能说出“正确”答案，王老师又换了一个问题：“小

鸭和小鸡的主意，哪个更好”？终于，有几名幼儿想起文中小兔说

的“我想听到有礼貌的敲门声”，说出了“小鸡轻轻敲门的主意

好”。有老师指出：讨论这一环节，王老师应该让幼儿充分讨论，

未必小鸭的主意不比小鸡的好。您认为，王老师该如何处理这个环

节呢？

【解析】

首先，小班幼儿思维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好主意”的理解

受限于自己的经验。可能在他们看来，小鸭子声音大，能让小兔子

听见，所以选择题小鸭子。案例中老师的提问方式对孩子有误导。

如果想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老师可以把问题提得更清楚一些，比

如，“哪个办法更有礼貌”。基于前面活动的铺垫，幼儿应该能很

快找到“正确答案”，从而实现这次活动的教育目标。其次，教师

必须摆脱“我要教孩子”的想法，不要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

子，应该再听听幼儿的意见，在了解了孩子的想法后因势利导。本

案例中，如果通过这些引导，幼儿依然觉得小鸭子的主意最好，教

师不妨就按照幼儿的思路把活动开展下去。这是对幼儿的尊重，也

是对老师能力的一种考验。至于原先制定好的教育目标，教师完全

可以在其他活动中实现。

第三节 案例 2

【案例】

我发现班上大部分孩子洗手的方法还是不正确，手总是洗得不

干净。我们几位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我让孩子们相互看

看、摸摸自己和别人的手，比比谁的手干净，并让孩子们总结洗手



的“小诀窍”。有的孩子说“要用肥皂搓，再用水冲干净”。有的

说“洗手时要卷起袖子，不然会把衣服弄湿的”。我搬来了娃娃家

的“脸盆”、“肥皂”、“毛巾”等，请孩子们学习并练习洗手的

正确步骤：先卷袖子→打开水龙头冲一下手→用肥皂搓手心和手背

→用水冲干净→用毛巾擦干水。为了帮助孩子牢固地掌握正确的洗

手方法，我还画了一些洗手的小图示，将其贴在洗手池的上方墙上。

终于，孩子们都能按正确的步骤洗。

【解析】

教师恰当地利用了多种手段、多种原则来促进教学的实施，尤

其是对学生进行动手能力的培养。教师掌握了学生发展的特点，抓

住了学生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了这一教学难题。案例中教师利用

幼儿日常行为的教学来启发幼儿，让幼儿掌握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

能。幼儿园教师不仅是幼儿的教育者，而且是生活上的看护者，要

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之余，还应该对幼儿的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做到

保教结合。案例中教师很好地利用了教授幼儿洗手的机会，不仅很

好地贯彻了教学原则，还教会幼儿洗手的方法，做到了一举两得。



第三节 案例 3

【案例】

如今走在大街上，时常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小眼镜”；寒暑假，

各大医院儿童眼科专家常常要为前来就诊的大量眼疾患儿治疗。已

有 20

年幼儿教育教龄的罗老师感慨地说：“近几年，视力不佳的幼儿明

显增多了。” 结合以上材料，分析幼儿教师应如何帮助并教育幼儿 

注意眼的保健。

【解析】

   近年来，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很多幼儿沉迷于电脑游戏， 

导致视力下降，幼儿教师应初步具备帮助幼儿保护和提高视力的能

力。  (1)教育幼儿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地

方看书、画画；看书写字时眼睛距书本保持 1尺以上距离；不躺着

看书，以免眼与书距离过近；不在走路或乘车时看书，因为身体活

动可导致书与眼的距离经常变化，极易造成视觉疲劳；集中用眼一

段时间后应望远或到户外活动，以消除眼的疲劳。  (2)为幼儿创设

良好的采光条件、适宜的读物和教具。(3)定期给幼儿测查视力。要

定期为幼儿测查视力，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及时矫治。  (4)教育幼

儿注意用眼安全和卫生。幼儿教师要教育幼儿不要用手揉眼睛，毛

巾、手帕要专用，用流动的水洗手、洗脸，以防沙眼、结膜炎等；

教育幼儿不玩可能伤害眼睛的危险物品，预防眼外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