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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师需要具备的技能有很多,到底哪一项技能最为重要？反思能力很重要,但是幼师真正稀缺

的三大基本功是：观察、理解、支持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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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kill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need to possess, which on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ability of refl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three basic skill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are really scarce are: 

observation,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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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需要具备的技能有很多,到底

哪一项技能 为重要？反思能力很重要,

但是幼师真正稀缺的三大基本功是：观

察、理解、支持幼儿。 

1 观察幼儿 

在幼儿园,观察是教师收集幼儿发

展资料的重要手段,对幼儿教师来说要

教育幼儿,必先了解幼儿,而观察是了解

幼儿 重要、 基本的方法之一。每位

教师都须炼就“火眼金睛”能“眼观六

路”,准确、全面察觉幼儿各种行为反映,

以便及时调整教育行为,促进幼儿全面、

和谐、健康成长。教师只有在充分观察

幼儿、了解幼儿的发展水平、行为特点、

兴趣倾向和学习风格的基础上,才能设

计出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方案,使

活动灵活有效地开展,保持幼儿的兴趣,

并在活动过程中能根据幼儿的表现及时

做出调整,从而保证活动的适宜性和有

效性。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教师不善于

观察,捕捉不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能根据

幼儿的表现及时制定有效的教育方法和

措施。这就需要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观

察能力,以增强观察时有效通过对幼儿

教师目前观察状况的了解、调查、研究。 

1.1观察活动中比较普遍存在如下现

象：(1)随机性观察多,目的性观察少。(2)

个体观察多,观察集体少。(3)表面现象观

察多,深入性观察少。(4)一日常规活动观

察多,教学活动观察少。(5)观察时注重结

果多,注重过程少。(6)观察时目测多,运

用多种感官较少。(7)主观性观察多,客观

性观察少。(8)观察多,研究思考少。 

案例： 

近一周,幼儿在自由区域活动时,

更多的幼儿喜欢去“娃娃家”、“建构区”、

“美术区”活动,“故事屋”里光顾的幼

儿很少,只有几位幼儿到“故事屋”里转

一圈,连书都没翻就离开去别的区域活

动了,建构区、棋桌旁都是小朋友,为什

么幼儿对“故事屋”没有兴趣了呢？ 

(分析)“故事屋”自开学以来摆放

的图书都没有变,幼儿每天看来看去都

厌烦了,自然没有人去那阅读不感兴趣

的书了,要想让“故事屋”吸引幼儿,就

要去充实阅读的材料,让丰富的图书吸

引幼儿。 

(措施)“故事屋”选择在班级相对

安静的区域,让幼儿拥有一个光线充足、

空间适当、相对安静的阅读区,设置便于

取放的读书架,提供大量的根据年龄特

点的幼儿阅读材料,让幼儿能利用一日

各衔接环节(如区域活动、餐点后、离园

前等时间)随时可以接触到图书。教师可

引导幼儿带着目的、带着问题去看书,帮

助幼儿克服胡乱翻书的习惯。教师应为

幼儿在故事屋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幼儿读物,可每周更换一次,每天保证

一定的时间让幼儿自由阅读,让幼儿将

已有的阅读经验同化于自主阅读之中。 

造成观察活动中存在这些问题的原

因,归根结底是教师缺乏系统的观察方法

和丰富的观察经验。对观察幼儿的意义理

解不够深入透彻,不能全面地把自身的教

育观、儿童观融入到观察活动中,从而造

成顾此失彼现象。影响了观察的质量。 

1.2如何改善观察活动中的八多八

少现象? 

1.2.1带着问题进行观察,减少观察

的盲目性。(1)合理利用有意识观察。(2)

有效利用随机性观察。 

1.2.2运用多种观察手段解决集体

观察与个别观察的矛盾性。(1)选取合适

的观察位置。(2)以点带面。(3)采取扫

描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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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注重观察的客观性。(1)观察

要求详细准确,不仅要观察到事情的前

因后果,还要重视对幼儿行为过程的观

察。(2)观察要求反复进行。(3)提出递

进性要求,深入观察幼儿。(4)克服观察

者的主观因素影响。 

1.2.4提倡观察时感官参与多样化。 

1.2.5提高对观察结果分析的有效

性。(1)观察记录尽量做到完整、详细、

及时。(2)析观察内容时应客观深入。 

学会观察的同时,不仅更加了解幼

儿,也是在一次次的真实性观察中,不断

提升自己的观察能力,不断提高自己分

析问题的能力,日积月累中专业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懂孩子、了解孩

子的前提是“学会观察”,从观察中有所

思、有所行！ 

2 理解幼儿 

人们都认为,幼儿是不成熟的,需要

家庭和教师去教育、去照顾、去为他们

安排成长的道路,幼儿教师也是按照主

观的意识,去安排自己认为合理的幼儿

生活,将一日活动分解成若干个十几到

几十分钟不等的时间,将同样的课程内

容传授给几十位幼儿,比较幼儿掌握知

识的多少来评价教学的成功与失败。却

常常忘记应该留给幼儿思考、探索和分

享的时间,使他们成为教师手中的一只

风筝。在当他们出现一些如：打架、争

抢玩具、挑食、吵闹的问题时,常常用管、

吼、压的办法来处理,而不过是去了解他

们的内心感受。  

教师首先应该是幼儿的朋友,与他

们建立平等、合作、理解、宽容的氛围,

使幼儿在心理上受到安全的放松,能与

老师无话不谈。教师应当理解不同年龄

幼儿的各种奇思妙想,与他们共同建构

一些梦想。 

幼儿会犯错这是很正常的,教师不要

急于批评指责,也许幼儿犯错是有原因的,

对于幼儿来讲,他们内心也是不希望自己

会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站在幼

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千万不要误会或者

是错怪,一定要考虑到幼儿的感受。 

在幼儿活动时,教师对幼儿的失误

和偶尔犯的错误应给予理解,如:在日常

活动中,一名幼儿不小心将游戏材料弄

坏了,这种失误得到了教师的理解,确立

了自信心,在下一次玩的时候,会很小心

地去避免失误。平日对幼儿提出的问题,

让他们做事,教师要相信他们的能力,信

任他们一定会做好,使幼儿体验到成功

的快乐。这样,并不会让他们感到你是老

师在教育他们,而是一种他们更容易接

受的角色,使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能力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一个

游戏进行活动,并对多种游戏材料进行

探索,以达到互相间的理解、信任与尊重,

使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无需承担失败的压

力,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不断尝试,直

至成功。教师的理解是幼儿积极活动的

基础与支柱,反过来,在活动中,教师的

各种也会得到幼儿的理解。 

幼教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关

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到民族的未

来和国家的兴衰,面向新的世纪,全面实

施幼儿园素质教育是每一个幼教工作者

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些需要我们每一

位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者,不断学习、不

断反思,才能真正做到走进幼儿、理解幼

儿、做幼儿的知心朋友,与幼儿一起欢

喜、悲伤、想象、创造。让孩子们的童

年充满美好、欢乐,为他们一生的成长打

下良好的基础。 

3 支持幼儿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

“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位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

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学

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支持和引导

幼儿的操作摆弄、探究、实验、制作等

活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发现主动建

构有关的知识经验。” 

幼儿的自主性包括自立、自信和自

控三个方面能力,在幼儿园教育中进行

幼儿自主性培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的支持行为是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

的有效的教育行为。教师的支持行为从

表达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语言方式的支

持和非语言方式的支持,而这两种的支

持方式都对幼儿自主性发展有积极的影

响作用,找出其规律和特点对于我们培

养幼儿的自主性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

途径和方法。教师的语言是贯穿整个教

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幼儿的自主

性活动中,无论面对幼儿全体或者个体,

教师的支持性语言都是 直接的支持行

为。幼儿的自我意识发展规律,决定了

3-4岁的幼儿依赖成人的评价进行自我

评价,所以年龄越小的幼儿,教师的语言

支持就显得更为重要。 

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决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应成为幼儿学

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合作既是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也是

支持本身。而支持和合作都体现着教育

的意图,实现着教育对幼儿的直接或间

接的引导。要实现这一教学要求,就必须

正确处理好幼儿学习活动中的师生互动

关系,尝试者用不同的师生互动方式来

推动幼儿的学习,体现幼儿教师的这种

角色定位。以玩伴的身份参与活动,帮助

幼儿发现问题,持续不断地探索,把幼儿

的兴趣点转移到生活实际中去,从而把

幼儿的探索兴趣引向教师期待的方向。 

幼儿教师不是简单的管理者、指挥

者,更不是机械的灌输者和和传授者,而

是互动的创造者、交往机会的提供者、

幼儿发展的支持者、帮助者、指导者和

促进者,教师只有对自己的角色如此定

位,才可能更多的关注幼儿的实际情况,

关注幼儿的情感需要,而不是局限于约

束纪律和简单的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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