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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9_BC_c38_647370.htm 第四章教师和幼儿 上章内容：

2011年幼儿教育学基础讲义第三章: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 第一

节幼儿教师 [简答展开解释]幼儿教师的素质： （一）幼儿教

师的思想品德与职业道德素质 （二）健康的身心素质。 （三

）幼儿教师的能力素质 幼儿教师必备的能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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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机观察时，观察能力的高低表现为教师能否敏感地

捕捉到幼儿发出的动作、表情或语言等各方面的信息并且快

速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有计划的观察要求预先有拟定

的观察项目，教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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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观

察幼儿的发展水平差异，也可观察幼儿个体发展的独特性。

案例：一个教师讲手工课的观察感受。 （二）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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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言语和言语

两种。非言语沟通的途径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如微笑

、点头、抚摸、搂抱、蹲下看幼儿的眼睛等。在幼儿园中，

言语沟通方面存在下列问题： （1）教师习惯了自己讲幼儿

听，总认为自己讲的是有价值的，而对幼儿的见闻、感受、

提问等缺乏共鸣，所以很少有真正的双向交谈； （2）谈话

多在集体活动时，以教师提问、幼儿回答的形式进行，个别

交谈很少； （3）教师对幼儿的谈话中，批评、否定多于表



扬、肯定；指导、命令多于情感、经验的交流和分享。 （4

）教师以为幼儿理解了自己的话，其实幼儿并没有理解；教

师以为自己了解了幼儿的话，其实并没有理解。 （5）教师

缺乏与幼儿言语沟通的技能技巧或必要的倾听的耐心。比如

幼儿口齿不清、谈话内容含糊、语法错误多时，常打断他们

。 （6）对幼儿不能一视同仁，很少与那些教师认为不乖巧

、调皮、不漂亮的幼儿交谈。 具体的技能是： 引发交谈的技

能。善于敏锐地抓住时机，创造气氛，发现幼儿感兴趣的话

题，将幼儿自然地引入交谈之中，或者善于用多种方法引起

幼儿对某个特定话题的兴趣。倾听的技能。用恰当的言语或

非言语方式热情地接纳和鼓励幼儿谈话、提问，让幼儿产生

“老师很喜欢听我说”“老师觉得我的问题很有意思”的喜

悦感和自信心，并相信老师是自己随时得以交谈的对象。 2

教师与家长的沟通 了解家长的技能。一般来说，教师需要了

解家长的需求与希望、家长的性格类型、家长的教育观念和

方法、家长的职业、文化水平、待人接物习惯等，以确定自

己的工作方法和沟通策略。 家长有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的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对幼儿园的工作都有正确的态度，沟通、

合作都很容易； 第二类家长很关心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但对

幼儿园的态度可能不大信任，甚至对教师可能较多指责，因

此面对这类家长时，教师会感到压力，需要特别的冷静、理

智，严于责己。只要真心诚意地从孩子出发，就能找到与家

长沟通的渠道； 第三类家长一般信任教师，而时常把教育的

责任全托付给幼儿园。对这这种家长工作的重点是让他们关

心孩子的教育，帮助他们找回对孩子教育的信心，辅以有效

的方法指导，变消极为积极； 第四类家长常常让教师困扰，



自己不尽责任，可遇到问题就全怪罪教师。对这类家长特别

需要精心地、艰苦地、反复地沟通，并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来做家长的工作。教师与家长交流的技巧注意多用“描

述式”，避免“告状式”。 3幼儿之间的相互沟通能力 （三

）组织分组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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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指各组各有特点。因为幼儿有不同

的兴趣。有变化，指分组是动态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第二

节幼儿和教师的相互关系 儿童观的变化和对幼儿的影响： 儿

童观定义：指对儿童的认识、看法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观

念之总和。在欧洲古代和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认为儿童

仅仅是父母的隶书品，他们是带着罪恶来到人世的，打骂、

体罚儿童是那时教育的特点。文艺复兴运动后，儿童观开始

出现了大转折，18世纪法国卢梭确立的“自然论”的儿童观

，认为儿童有自己内在规律的自然的存在。美国教育学家杜

威的儿童中心教育，是一种革命。现代儿童观认为，儿童是

与成人平等的、独立的、发展中的个体，社会应当保障他们

的生存和发展，应当尊重他们的能力和个性，应当为他们创

造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第三节幼儿和教师的相互作用 幼儿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在活动中实现的： [概念]活动定义：幼

儿是在与环境积极地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的，这

一相互作用过程就是“活动”，大致可分为内部活动和外部

活动两类。 幼儿的实践活动： 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操作实际

物体的活动；二是人际交往活动。实物操作活动对幼儿发展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幼儿在实物操作活动中发展自我意识

。 2幼儿在实物操作活动中发展思维能力。 3实物操作活动是



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 人际交往活动的作用表现在：让幼儿

体验社会角色、是幼儿重要的信息源、是幼儿实际的社会生

活。现代社会儿童发展上出现的一些特点：“421综合症”、

“自然生态剥夺”。 教师的“教”和幼儿的“学”：教师的

“教”： [概念]一是直接的“教”：教师按照教育目的，直

接地把教育的内容传递给幼儿。 适宜的有：对幼儿进行优秀

文化传统的教育，使幼儿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人类用漫长时间

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规定必要的行为规范、行动规则，讲

解必要的社会生活常识等；教给幼儿必需的知识或概念，让

幼儿能高效率地获得比较系统的有条理的知识，如哺乳动物

的概念、生活习性、加减法等；某些技能、技巧，需要教师

用同种方法介绍给全体幼儿；传递必要的信息，如国家大事

等。 优点是：清楚明确、系统有序、省时经济，而且教师操

作起来有一定的模式的循。 缺点是：由于幼儿缺乏知识和经

验，对言语的理解能力又有限，因此对“教”的内容不容易

真正掌握；教师与幼儿之间难以双向交流；幼儿自主学习的

机会少，其主动性、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 [概念]二是间接

的“教”：指教师不是把教育要求直接讲给幼儿听，而是通

过环境中适当的中介，比如利用环境中的玩具、榜样、幼儿

关心的现象或事件的作用等，迂回地达到教育目的。 幼儿的

接受学习：在教师使用直接“教”的方式时，[概念]所谓“

接受学习”，是指学习者主要通过教师的言语讲授获得知识

、技能、概念等的学习方式。 [概念]发现学习：在教师间接

“教”的时候，幼儿通过动手操作，亲自实践，与人交往等

去发现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从而获得各种直接经验、体

验以及思维方法的学习方式。 影响幼儿学习的非智力因素：



主动性、好奇心、自信心、坚持性 相关试题：2011年幼儿教

师资格证学前教育学模拟试题及答案(一)2011年幼儿教师资格

证学前教育学模拟试题及答案(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