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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9_BC_E5_c38_549790.htm 当前。教育界对班级

管理的关注主要侧重于中小学的班级管理，而对幼儿园班级

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幼儿园班级管理有其特殊性，幼儿园

班级是幼儿生活的情境，同时幼儿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决定了

学前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对幼儿进行生活管理与

教育，促进幼儿的自律与合作，最终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等

。可以说，幼儿园班级管理是幼儿生活的前提，它本身就是

一种教育，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加入收藏 由于现

代教育理念倡导要以儿童为主体，尊重幼儿的个性，因此幼

儿教师往往会考虑“管多了是不是会限制幼儿的个性”、“

要不要管理班级”，并且在具体的班级管理过程中遭遇很多

困难。同时，在幼儿园里不同的老师所管理的班级存在差异

性，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班级呈现不同的特点，发挥着不同的

教育功能，起着促进或阻碍幼儿发展的作用。教师是幼儿园

班级管理的主导，并对班级里的人、事、物进行全面的管理

。幼儿教师是否能在自己班级文化的矛盾、冲突与不一致性

等现象中进行教学与班级管理，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

真正进行班级管理的教师，影响与考验着教师的领导能力。 

幼儿园班级管理。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定义班级管理

，学者们大都赞同“由教师主导来管理、逐步引导学生参与

管理，班级管理最终实现班级常规良好，维持教学和学习顺

利进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观点，综合文献资料，本文

将幼儿教师班级管理定义为：幼儿教师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为依据，以学前教育原则与观念为指导，实现班级中的人、

事、物的互动，进而实现各种教育目标和幼儿发展的动态过

程。内容主要涉及到幼儿园班级的生活常规、教学、班级环

境、班级气氛、人际关系的管理五个方面，其中各个方面的

管理都是紧紧围绕幼儿养育的生活管理而展开，注重的是对

幼儿的引导和濡染。 幼儿教师班级管理。班级管理观念是对

班级管理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对其所涉及到的多种问题的认

识的观念的系统，包括了幼儿教师对班级管理的本质的认识

、班级管理主体的认识、班级管理目的认识、班级管理内容

的认识、对班级管理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等几个方面。教师

班级管理观念也是反映了教师自身的价值追求，而且还蕴涵

着人们对理想教育的向往，体现了教师对教育“应然”状态

的价值追求。 经过文献分析和相关的研究，对幼儿教师班级

管理观念的调查从教师能书面回答、言说叙述、行为表现及

策略三个方面来分析教师的观念。本研究首先是对幼儿教师

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问卷分析结果和幼儿园园长的推荐，

选取14位老师进行访谈和自然观察。 问卷调查与分析。本研

究选取北京市13所各类幼儿园的260名教9币为调查对象，发

送正式问卷。经过对问卷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即经

验丰富的、教学时间长的专家型教师比参加工作两年内的新

手教师的班级管理观念丰富、准确，具体表现如下。专家型

教师对班级管理的目的阐述的准确清晰。而80％新手教师对

班级管理的目的认识片面，认为班级管理主要是维持秩序、

纪律。专家型教师认为幼儿教师应当是班级管理的主导，幼

儿是班级管理的主体，只有老师注重营造一种自由、民主的

气氛，引导幼儿发挥主体性，实现幼儿的自制、自律；部分



新手幼儿教师还没有意识到班级管理应当是师幼共同完成。

专家型教师在观念中能清楚地意识到班级管理包括幼儿常规

管理、班级环境管理、教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班级气氛

管理；而新手教师注重常规管理，特别是并没有把教学也纳

入班级管理的部分，对于班级环境管理、人际关系、班级气

氛管理叙述的不太全面、深刻。专家型教师认为自己的班级

管理观念更多来自实践经验，是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与其

他教师的理论不完全相同；新手教师认为自己的观念更多来

自书本知识．但是他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实践和学习配班班

长的实践经验。 总之，经过对问卷分析认识到，初任教师缺

乏班级管理的知能，对学生、班级事件与情境没有足够的知

识，也缺乏来自班级情境中建构意义的模式。以引导有效的

班级管理；初任教师的认知模式尚不如专家的精致，无法连

结各种知识，做出明智决策以解决班级管理的问题；由于经

验的缺乏，使一些必须透过经验的反省才能获得的智慧，也

无从产生，而使初任教师在班级管理方面遭遇到足以使其丧

失教学信心与喜悦的挫败感。 对幼儿教师进行访谈。通过对

幼儿教师的结构性访谈和随机情境性访谈．发现他们对同一

问题的回答都有各具特色的表述，使自己的观念呈现出个性

。相对来讲，经验丰富的专家型教师回答非常全面、深刻，

认为自己的想法来自实践经验，并指导自己的实践。甚至有

的专家型老师还有自己思想的闪光点。与书面的理论不谋而

合，增加他们工作的信心；新手教师不能说出自己的观念，

比较模糊，对问题的回答相对简单、片面。教师们的回答大

都可以纳入以下三个取向，即预防性、支持性、纠正性。下

文，以对常规管理的认识为例做一解释。 设为首页 预防性。



教师在进行班级经营之前，必须透过计划来预测各种可能发

生的行为问题和成因，采取因应的对策．以防止不良行为的

发生。目的是在事先预为防患，减低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例

如学生想要争取机会说话或回答教师的问题时，常会遗忘“

说话前应先举手”的规定，容易在班级中造成骚动和混乱。

所以教师应在事前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对策以避免问题

的发生。 支持性。在学生某一项违反规定行为可能发生或尚

未形成前，教师所采取协助学生避免违规行为，或修正不良

行为的支持性措施，目的在帮助学生自我控制，借着精细的

技术，让学生再回到学习中去。例如，学生想要争取机会说

话，或回答教师的问题时，常会遗忘“说话前应先举手”的

规定，此时教师就可利用语言或肢体语言，来暗示或提醒学

生。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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