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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幼儿教师 (一)幼儿教师的地位、权利和义

务 1993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1995年3月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指出，幼儿教师是在幼

儿园履行教育职责、对幼儿身心施行特定影响的专业教育工

作者，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传播精

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历史使命。 我国幼儿教师的权利

有：①进行保育教育活动，开展保育教育改革和实验的权利

；②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

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③指导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评定幼儿成长发展的权利；④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

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带薪休假的权利；⑤参与幼儿园

民主管理的权利；⑥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 

我国幼儿教师的义务有：①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

人师表；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幼儿园

保教计划，履行聘约，完成工作任务；③按国家规定的保教

目标，组织、带领幼儿开展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④

关心、爱护全体幼儿，尊重幼儿人格，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⑤制止有害于幼儿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幼儿合法权益的行为

，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幼儿健康成长的现象；⑥不断提高思想

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二)幼儿教师的素质 我国《

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教师应当“热爱幼儿教育事业

，爱护幼儿，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化和专业水



平，品德良好，为人师表，忠于职责，身体健康”。这是国

家对幼儿教师素质的要求。 3．幼儿教师的能力素质 作为幼

儿教师，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幼儿与周围环境的相

互作用。因此，有效、高质量的与幼儿相互作用的知识、技

能和能力就成为教师必备的素质。 (三)幼儿教师必备的能力 

幼儿教师需要一个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

多方面的、宽广的能力结构。 1．观察力 幼儿教师的观察力

主要指对幼儿直觉的、原样的、不加任何操作的自然观察能

力，表现在随机的观察和有计划的观察中。随机观察可在一

日生活的任何时候、任何环节发生。凭借这种能力，教师达

到与幼儿的沟通，从而进行有效的指导。有计划的观察要求

预先有拟定的观察项目，教师根据观察内容选择最有代表性

的场景，列出最能反映问题本质的观察要点，然后按计划进

行观察。 2．沟通的能力 教师的沟通能力主要包括教师与幼

儿、教师与家长的沟通能力和促进幼儿之间相互沟通的能力

。 (1)教师与幼儿的沟通 教师通过微笑、点头等非言语的沟通

，表达出对幼儿的关心和爱护。也可以通过掌握一定的沟通

技能，用准确的言语沟通，平等地与幼儿交流。 (2)教师与家

长的沟通 家长作为教师的合作者加入到教育者一方，共同对

受教育者幼儿施教，极有利于提高教育的质量。但是，这一

合作能否取得成功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其中教师与家长的

沟通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不仅需要教师

掌握与家长沟通的技能，比如，根据家长的职业、文化水平

等选择沟通策略，还需要掌握传达信息的技巧。 (3)促进幼儿

之间的沟通 幼儿之间的沟通受到他们社会性发展、语言发展

等方面的制约，需要教师有意识地进行帮助。如果教师缺乏



相应的技能和能力，就难以达到目的。 ①幼儿之间的口语沟

通。幼儿之间的交谈可以极大地促进幼儿社会性、智力、语

言的发展。促进幼儿之间的交谈，需要发展他们自我表达和

理解他人的能力、听和说的能力，这是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

。 ②幼儿间冲突的解决。幼儿的冲突是其沟通不畅的最激烈

的表现形式，多发生在物的分配或活动机会的选择时。正确

认识和对待幼儿的冲突，是教师的基本技能之一。帮助幼儿

正确对待冲突、习得解决冲突的策略，通过冲突理解人际交

往的规则，认识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克服自我中心，是幼儿

园教育的重要内容。 3．组织分组活动的能力 在幼儿园中，

全班统一的大集体活动比重很大，难以顾及每个幼儿的兴趣

、能力、个性等的个别差异。不少幼儿园除集体活动之外，

还采用小组和个别活动方式。小组活动有助于幼儿更好地满

足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有助于幼儿之间更多地相互了解、相

互交流、相互作用；有助于幼儿更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倾

听别人的看法；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民主态度和发

展自律。在小组活动中，教师的角色由纯粹的教授者变为幼

儿活动的观察者、支持者和合作者，教育的方式方法也随之

发生改变。组织小组活动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 (1)

分组能力 分组是小组活动的第一步，分组的质量对活动的进

行影响很大。合理的分组表现出三个特点：有层次、有特色

、有变化。 有层次，指教师分组时纵向地考虑幼儿的水平差

异。例如，根据幼儿的经验、动作、思维、语言等方面发展

水平上的差异，结合活动内容的难易，按水平由低到高分组

，让每个幼儿能进行适合自己水平的学习。 有特色，指小组

各有特点。因为幼儿有不同的兴趣、性格倾向、学习方式上



的特点等，因此，每个小组的幼儿既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学习同样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学习不同的

内容来达到同一个教育目标。 有变化，指分组是动态的，不

是一劳永逸的。这可以根据幼儿的能力、经验等来划分。 (2)

指导小组活动的能力 指导小组活动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促进幼

儿小组活动的开展，帮助每个幼儿得到真正的发展上。它要

求教师： ①指导必须具备正确的教育观念。正确的教育观念

是分组活动指导的根本。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分组活

动必然失去促进幼儿主动学习这一精髓而流于形式，不过是

从集体灌输变为分组灌输，从大一统变成“放羊”而已。 ②

指导必须了解幼儿，遵循其身心发展的规律。分组活动虽然

为幼儿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如果指导不符合幼儿发展的

规律，仍然不能达到目的。 ③灵活地改变教师的角色，灵活

地改变指导方法。分组活动不像作业课那样以“教”为主，

而是以幼儿的自主活动为主。因此，指导分组活动的教师不

能像作业课上那样一直是教授者的角色，使用比较单一的方

法。分组活动的指导必须是灵活多样的，教师的角色也要根

据情况随时变化。这种指导难度很大，需要多种技能、能力

的结合，除观察、沟通、有针对性的指导之外，随机教育的

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幼儿教师的能力素质，除以上提

出的观察、沟通、组织小组活动等能力之外，还有许多其他

能力，如指导游戏、指导幼儿行为、评价教育活动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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