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教育科学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3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基于人际交往主题活动培养幼儿友善品格实践研究 
 

成珈其 

成都大学 成都市双流区公兴幼儿园 

DOI:10.12238/eces.v6i4.10700 

 

[摘  要] 人从出生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友善品格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先天具备,

而是后天交往中生成、习得。笔者以所在班级幼儿发展情况,围绕“促进幼儿交往合作中加强对友善交

往的行为支持”阐述在人际交往中培养幼儿友善品格的实践研究,从主题审议、主题设计、主题目标、

主题实施、主题评价等方面分享当前的实践经验,并在行动与思考中提出：营造氛围,榜样学习；观察与

倾听幼儿；回应与支持幼儿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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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birth, people are in a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hip. The friendly charac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development, but it is not innate, but rather generated and acquired through postnatal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cultivating children's friendly character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their class, focusing on "strengthening 

behavioral support for friendly communication in promoting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author shares curr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me review, theme design, theme goals, theme 

implementation, and theme evaluation, and proposes in action and thinking: creating an atmosphere, learning 

from role models; Observe and listen to young children; Responding to and suppor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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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品格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在集

体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核心品质。友善品格的获得不仅有助于幼

儿适应集体生活,还能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研

究基于人际交往主题活动背景,促进幼儿在交往中的友善行为

表现。通过对幼儿在活动中的观察和分析,结合主题目标、实施

过程及评价,探讨如何有效地在幼儿教育中融入友善品格的培

养,从而为其社会性发展提供支持。 

1 问题的提出 

国家层面：友善品格拥有渊源的历史,从儒家的仁爱、道家

的慈爱、墨家的兼爱都蕴含着友善的意蕴[1]。另外,“友善”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范畴,是我国塑造合格公民的

行为准则与和谐指标,是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

本道德范畴,也是幼儿应该具备的重要品格之一[2]。 

社会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友善品

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具备友善品格的人,

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还能为周围的人创造和谐的氛围。 

个人层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我的,又是社会性的,

人的本质是自我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做人,就是人要成为

人,是自我与社会性有机统一的实现[3]。而友善是社会性发展构

成的一部分,友善品格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一个

具备友善品格的幼儿,能够更好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促

进其心理健康的发展。小班幼儿踏入幼儿园集体生活,对于社会交

往技能面临着调整,而交往技能的掌握影响着友善品格的发展。 

2 基本理念与思路 

笔者所在班级于小班幼儿第一学期中开展与人际交往相关

的主题活动。而友善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人与己、人与人、人

与自然。当前,主要培养幼儿人与人的友善品格的发展。友善

品格教育主要表现为渗透性教育、迁移模糊、行为训练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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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因此,我们尝试将幼儿交往合作与友善品格有机结合,在人

际交往中培养幼儿的友善品格。基于此,在促进幼儿人际交往的

背景主题下,促进其良好的友善品格发展。在此基础上,“我的

好朋友”的主题活动应运而生。 

3 主题融合,渗透育人 

在行动初期,笔者所在班级主要在交往主题活动中培养幼

儿的与人友善的品格教育。依据小班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展特

点,设置教育目标,开展相应的活动。主题活动开展中主要以关

联形式的活动开展。如开展的《我的好朋友》凭借着交朋友的

载体,开展了对应的活动。幼儿在活动中发展,在交往中发展友

善品格。 

3.1主题审议,确定主题。主题活动实施前,我园开展了自下

而上的主题审议,分别包括班级审议、年级审议与园级审议。主

要从幼儿的兴趣、文件政策契合度、内容要素的完整性及途径

的丰富对预设的课程展开讨论。例如针对小班主题活动《我的

好朋友》,首先我班的3位教师对其“朋友”载体的选择展开了

论证,主要从幼儿的身心发展思考主题的适宜性；接着,年级教

研组重点从主题内容的丰富完整性、实施途径的科学性对我班

主题活动展开论证；最后,园级领导依据方针、政策为该主题活

动提出意见与建议；最终形成一份较完整的主题活动计划。 

3.2主题设计,预设内容。我们班依照所在园课程实施的原

则,遵循适宜性、生活化、整合性、生成性四个原则。基于幼儿

的兴趣,选择一是符合幼儿身心规律年龄特点及兴趣、二是贴近

幼儿现实生活、三是注重活动的整合性、四是框架的设计。基于

小班幼儿刚入园、无所适从的现实情况及交往水平,开展了“我

的好朋友”主题活动,旨在与同伴交往、游戏中生成友善品格。 

3.3主题目标,方向指引。根据《3-6岁儿童发展指南》《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依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教育发展需求,

设置了以下教育目标[4][5]。 

表1  小班友善品格发展目标 

主题活动 活动目标

《我的好

朋友》

1. 知道“友好”这一词汇，愿意表达自己对友好的看法。

2. 了解生活中的哪些行为是友好的，哪些行为是不友好的。学习

一些简单的表达友好的方式，能够用这些方式表达对身边人的友好。

3.愿意亲近老师、小朋友，融入班级环境。对班级的群体活动有兴

趣，愿意和老师、小朋友一起游戏。

4.能感受到班级生活的温暖和友好，喜欢上幼儿园。在温暖、友好

的物质环境和人际关系中获得对集体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3.4主题实施,重点引导。品格教育具有渗透性的特点,基于

此,笔者所在班级主题活动实施策略路径,主要包括班本活动、

走班活动。班本活动是指依据班级的现实情况开展的系列活动,

例如小班组《我的好朋友》依据小班新生交往困难、身心发展

特点制订的友善品格教育。首先开展班本活动,在与同伴幼儿友

善交往的基础上,开展同年级的走班活动。 

3.5主题评价,回归目标。基于人际交往主题活动的培养幼儿

友善品格主题活动初步尝试,在这初步阶段,从多角度探寻目标达

成性,形成计划、行动、反思、再计划、再行动的闭环实践研究。 

3.5.1角度一：幼儿发展。根据新西兰学习故事评价模式,

从质性研究角度,幼儿友善品格的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在主题

活动的专门性活动与一日生活中都存在友善发展的影子。例如

小班幼儿的学习故事评价,教师从幼儿的某一行为表现,对其交

往性、友善发展水平进行个体的纵向分析。 

案例1：我想你啦 

背景：和往常一样,我站在教室后门外的过道上迎接入园的

小朋友,远远地,就看到你如平时一样开心地从转角跑了过来。

只是不同的是,我正想你再近一点的时候与你问好时,你突然大

声地笑着说：我想你啦。 

注意：这次你第一次主动地向老师表达你的心意,老师十分

惊讶,于是再次询问道：你想谁呀？你看着我,咧着嘴笑道：你

呀,并抱向我。 

识别：你很少主动与同伴交往,常常喜欢独自游戏,语言交

流时,也时常得不到你的回应。在这次活动中,你主动向老师表

达了自己的情感,这表明你开始敞开心扉,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感受。这种情感表达对于幼儿的成长非常重要,有助于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与之前的沉默不语不同,这次你主动用语言表达

自己的心意。这种进步说明他在语言沟通方面有所成长,愿意与

他人交流,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基础。虽然你之前很少

主动与同伴交往,但这次你主动与老师建立联系,展示出他在社

交能力上的进步。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鼓励和引

导他与同伴建立联系,发展社交技巧。在这次活动中,你能够主

动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意味着你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自信心。自

信心的建立对于幼儿的成长至关重要,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中更好地应对挑战。 

总体评价：在这个故事中,你表现出了情感发展、语言沟通、

社交能力和自信心方面的进步。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鼓励和支

持你在这些方面的成长,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温暖、善于表达心意

的小男生,为他的未来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以上学习故事评价可以看出教师对幼儿友好交往行为做出

了观察、记录与分析。该评价模式并不是与同伴的横向比较,

评价维度主要从幼儿自身的前后发展进行评价分析。 

3.5.2角度二：教师反馈。从对教师的访谈研究、案例观察

调查研究中,得知幼儿在活动中友善品格发展成效初显。 

案例2：我们一起看 

午饭后,搬椅子、选绘本、看绘本成了孩子们的每日常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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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每一个最先吃完饭的孩子都会高兴的、自觉地寻找最爱的

图书。《好困好困的蛇》成为最近的“绘本小明星”。今天拿到

书的孩子是胡文喆,你高兴地跑过来告诉我拿到了小蛇书。随后

便去自己的小椅子看书了…… 

你正认真地看小蛇,并学着老师给大家讲故事那样自己讲

述着这本书。这时,壮壮走了过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直接上手准

备抢书,你被惊扰了,拿着书往后仰,但壮壮仍然没放弃,你们似

乎就要动手了。我准备走向你们,还没靠近的时候,你有点不高

兴地告诉壮壮：这是我先拿到的。壮壮似乎仍然没有放弃,双手

把书抓得紧紧地。看见迟迟未双手的壮壮,你有点着急了,也用

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书、焦灼且无助地看向了我。我示意你自己

想办法,这一次,你尝试用温和的言语解决问题,你仍握着书,但

降低了刚刚的音量,轻声说道,“我还没看完呢,看完就给你呀。”

可最小的壮壮认知发展还未较其他哥哥姐姐成熟,依旧不放弃。

就这样又僵持了几秒钟,这一次,你真诚地看着壮壮,轻声说道,

我给你讲吧。这时候,紧紧握着书的壮壮松开了自己小手。你拿

着书,学着老师的模样绘声绘色地讲着…… 

你独立且完美地解决壮壮抢书这件事。第一次你试图陈述

事实得到同伴的认同；第二次你在自己角度基础上,考虑了壮壮

的需求,做出了你自己的妥协；第三次你想到完美解决的好方

法。这个过程中,老师期望看到的不是你把书让给壮壮,而正是

你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解决的过程,当然,这个结果让我们都很

满意。老师相信,经过这件事情,能结合自己的需求也能考虑对

方的需要经过这件事情,喆喆更像是哥哥而不是平时那个倔脾

气的喆喆。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该幼儿遇见同伴争抢也没有哭闹、着急,

而是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说服同伴、解决问题,直到最后的成功。

教师对该幼儿表现的“友善”时刻及时观察记录,对幼儿的交往

行为表现分析。教师观察分析班级的每一位幼儿,有全儿童观的

视角。 

3.5.3角度三：家长反馈。品格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友

善品格教育的工作最后是落实到幼儿的发展上。家长与幼儿相

处时间长、感情深厚,因此家长是该活动成效的评价主体,教师

通过家访、入园离园环节的交谈、微信交流等形式与家长针对

幼儿在交往中的友善品格发展进行交谈,提出困扰、发现亮点、

解决困惑是当前家园沟通的主要内容。 

4 教育思考及下一步计划 

当前,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幼儿友善品格教育的

重要性,并尝试将其融入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活动中。然而,笔者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落差。虽然开展了一

系列以培养友善品格为目标的主题活动,但在教育方法上仍然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很多活动缺乏针对性和深度,导致幼

儿无法真正理解友善品格的内涵和重要性。现阶段,幼儿园在对

友善品格教育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的盲区。许多幼儿园缺乏系统

的评价体系,无法有效地反映幼儿在友善品格方面的成长与进

步；活动类型不丰富,关联性活动多,但专门性活动少。在开展

友善品格教育活动时,往往只是将其融入其他主题活动中,缺乏

针对性和深度。这样一来,很难让幼儿真正理解友善品格的内涵

和重要性。 

基于以上问题与思考,在下一步的行动中将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4.1丰富环境,榜样学习。SISSA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一个人

童年对今后人生的影响,不只是所受的教育,还取决于童年时期

对外界环境的观察。而环境包括了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在物质

环境中,我们丰富班级主题墙,创设交往角；在人文环境中,教师

营造宽松、自由、愉悦的交往氛围,同时,依据班杜拉的观察学

习理论,我们将积极采用榜样学习,对展示积极友善的交往行为

及时、有效、具体为幼儿做出直接强化,并做好其他幼儿的替代

强化。如在幼儿帮助、安慰另外哭闹的幼儿时,教师及时对该幼

儿具体性的表扬,并倡导其他幼儿学习。 

4.2观察与倾听幼儿。可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倾听墙、一对

一倾听、每日固定观察人数等多种方法观察倾听幼儿,丰富方法

的多样性,相互取长补短,促使教师能够在一日生活中注意、观

察、分析幼儿的友善交往行为,能够真正走进幼儿世界、倾听幼

儿。同时园方应鼓励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和分享友善品格教育

的经验和方法,提高教师的教育素质和能力。 

4.3回应与支持幼儿。我们将继续完善当前以新西兰学习故

事的评价机制,及时了解幼儿在友善品格教育活动中的表现和

成果,为教育实践提供反馈。同时,我们还可结合观察记录、评

价量表等多种形式,综合分析幼儿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以便针对

性地调整教育策略、及时回应、支持幼儿。 

5 结论 

基于人际交往的主题活动,可以有效地开展幼儿友善品格

教育实践。然而,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仍需要关注一些存在

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策略。通过加强家园协同、明确概念、建立

评价与反馈机制以及提升教师素质,我们可以使友善品格教育

更加系统、全面和有效。通过持续的努力,旨在培养出具备友善

品格的幼儿,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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