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幼互动类型及成因的社会学分析研究 

——基于上海五十所幼儿园活动中师幼互动的观察分析
∗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  黄娟娟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学视野与研究策略，根据教师行为对象及师幼行

为属性为划分标准，发现幼儿园活动中师幼互动类型主要为师班互动、师个互动

和教师控制型—幼儿接受型，控制—服从型是主导的师幼互动类型，特别是在“集

体学习活动”、“运动活动”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师的价值取向倾向于

强控制、“秧田型”空间形态导致了教师集权控制下的“伞状空间”、教师习惯于

根据自己的预设框架展开教育教学活动。但幼儿具有主动交往和“角色主动化”

的权利，因此提出了发挥幼儿主体性、建立“启发引导—主动发问”师幼互动类

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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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师幼互动是指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

的各种形式、性质、程度的心理交互作用或行为的相互影响。这种交

互作用或相互影响既可以发生在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也可以

发生在非正式的区域、游戏等活动中；其内容也是复杂多样的，既有

教师对幼儿的知识传递、情感教育、规则培养、行为指导、生活能力

培养等，也有幼儿向教师提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寻求指导与帮

助等。 

围绕学前教育领域进行师幼互动类型研究开展的情报资料分析，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中促进教师教育行为变化的

研究”（课题批准号DHA070150）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市级项目“师幼和谐互动中提升教师

专业化水平的研究”（编号B0635）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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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外国学者主要从教师和幼儿角度出发，以情感表现与行为方式两

个维度进行师幼关系模式的研究
 [1][2]

。我国学者就某方面的研究涉及

一些师幼互动类型方面的内容，周欣（1990）在探讨教师在幼儿游戏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根据教师介入幼儿游戏的方式将教师与幼儿间

的互动分为平行式、合作式与外部干预式三种类型
[3]
；柳淑玲（1991）

在结合对幼儿教师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的前提下，立足于将教师指向

幼儿的行为中所伴随的情感状态把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分为严爱

型、慈爱型、一般型
[4] 
；刘晶波博士（1999）认为幼儿园师幼互动行

为的主导形态是非对称相倚型
[5]
。上述研究中比较多的是在心理学、

教育学领域进行研究，较少地在社会学范畴开展研究。 

幼儿园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传递和学习为基轴的教育过程及以个

体心理品质的培养与养成为主线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以人际互动为中

心的社会过程，因此幼儿园教育除了是“教育活动”以外，也是一种

特殊的“社会活动”。本研究借鉴社会学视野与研究策略，研究师幼

互动类型现状、特点，分析师幼互动类型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社会学

意蕴，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教师对师幼互动的本

质和规律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提高师幼互动有效性。这有利于改变传

统的灌输式教育、改变幼儿园小学化、学科化的倾向，帮助教师优化

教育教学行为，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同时，可更好地确立幼儿在活

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幼儿想象力、

创造力的发展，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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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记录的方法 

2007．3-2008．3 ．对上海 50 所不同区县、不同等级幼儿园中

的一位教师及所在班级的幼儿，随机抽取周二至周五中的任一天，从

上午 8：00 至中午 11：30，采用时间与事件取样相结合的方法，以 5

分钟为一个时间段，观察、记录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的第一次师幼互

动行为事件（包括每次互动过程中被观察者的每一个表情、行为与话

语），直至互动行为结束。 

（二）师幼互动分析工具的建立及数据的整理 

观察记录后，通过对获得的师幼互动第一手资料反复阅读、分析，

建构起一套合适的分析师幼互动的概念工具和分类指标。包含：（1）

基本情况：班级、幼儿性别、幼儿性格、幼儿发展水平、活动内容等；

（2）师幼互动：互动行为主体、教师开启互动内容、幼儿开启互动

内容、施动方式、反馈方法、互动形式、幼儿对互动内容接受程度等。 

根据师幼互动概念工具和分类指标，将文字转换成数字，并输入

计算机登录表进行数据整理。50 位老师共有 50 份观察记录表，实有

师幼互动行为 2033 次，其中教师发起的互动行为 1522 次，幼儿发起

的互动行为 511 次。  

（三）数据的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进行单变量频数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师幼互动类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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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社会学视野与研究策略，根据教师行为对象及师幼行为属性

为划分标准来研究师幼互动类型[6]。 

（一）根据教师行为对象划分的师幼互动类型 

根据教师发起互动时的行为对象，可将活动中师幼互动类型划分

为师班互动、师组互动、师个互动三种类型。通过对 50 位教师活动

中发起的 1522 次互动观察结果统计分析，发现教师行为对象的三种

师幼互动行为类型的情况是不同的。（见表 1） 

表 1  不同活动内容的师幼互动中教师不同行为对象的百分数比较（%） 

 师班互动 师组互动 师个互动 

游戏活动 45.6 8.8 45.6 

生活活动 40.6 12.0 47.3 

运动活动 56.7 10.8 32.5 

集体活动 71.4 7.2 21.4  学习

活动  区角活动 26.8 13.4 59.8 

其它活动 51.4 9.9 38.7 

合计 49.7 10.6 39.8 

（注：其它活动是指来园活动、过渡活动和自由活动。下同。）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总体上而言，师班互动比率最高，占 49.7%，

其次是师个互动，占 39.8%，第三是师组互动，占 10.6%。说明在幼

儿园师幼互动类型中，师班互动和师个互动是主要形式。 

从表 1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集体学习活动”、“运动活动”中以

师班互动为主，特别是在幼儿园“集体学习活动”中，师班互动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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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势，高达 71.4%，与 1997 年小学课堂师班互动的一项研究相比

较
[7]
，在幼儿园“集体学习活动”中，师班互动比率上升 17%，可能

教师认为幼儿年龄小，更需在教师控制下开展活动；师组互动比率上

升 7%，说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师们开始认识到小组群体的重

要性，开始关注与小组幼儿的互动。但需注意的是，在幼儿园各项活

动中，师组互动均是比率最低的。说明幼儿小组在幼儿园活动中虽已

引起教师的关注，但并未成为主导的互动群体。 

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出：在“区角活动”中，师个互动占明显优势，

比率超过 50%，反映了这类活动的特性。 

 

（二）根据师幼行为属性划分的师幼互动类型 

根据师幼行为属性，从控制—容许、拒绝—接受维度，将师幼互

动类型划分为控制型、容许型、拒绝型、接受型四种类型。 

1、将互动发起者作为考察的对象，从控制—容许维度划分师幼互

动的类型，教师发起互动和幼儿发起互动被分别赋值 1、2，以平均

数 1.50 为界，1.50 及以下为教师控制型、1.50 以上为幼儿容许型。

根据活动中教师发起1522次、幼儿发起511次互动行为，运用One-Way 

ANOVA进行方差分析，得到不同活动内容中互动发起者的差异情况数。

（见表 2） 

表 2 不同活动内容的师幼互动中互动发起者的均数比较 

学习活动  游戏 

活动 

生活 

活动 

运动

活动 集体

活动

区角 

活动 

其它 

活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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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102 512 375 328 314 402 2033 

平均数 1.33 1.30 1.19 1.16 1.29 1.27 1.25 

标准差 0.47 0.46 0.39 0.37 0.45 0.45 0.43 

 

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及不同活动内容的师幼互动中，互动

发起者的均数都不超过1.50，因此，均为教师控制型。 

从表2中进一步可以看出：运动活动、集体学习活动平均数低于

合计的1.25，其余活动平均数都高于合计的1.25。进一步做方差分析

发现，运动活动、集体学习活动和游戏活动、生活活动、区角活动、

其它活动间均有极显著性差异。说明运动活动、集体学习活动中教师

控制得很厉害。 

 

2、将师幼互动中教师发起互动时幼儿反馈方法、对互动内容接

受程度作为考察的对象，从拒绝—接受维度划分师幼互动的类型，从

“拒绝”到“接受”被分别赋值 1、2，以平均数 1.50 为界，1.50 及

以下为幼儿拒绝型、1.50 以上为幼儿接受型，根据活动中教师发起

1522 次互动时幼儿的反馈方法及对互动内容的接受程度，运用

One-Way ANOVA 进行方差分析，得到不同活动内容中幼儿反馈方法、

对互动内容接受程度的差异情况数。（见表 3） 

表 3  不同活动内容中教师发起互动时幼儿反馈方法、对互动内容接受程度的均数比较 

学习活动 游戏

活动

生活

活动

运动

活动 集体

活动

区角

活动

其它 

活动 

合计 

幼儿反馈 次数 68 357 305 276 224 29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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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 1.93 1.95 1.95 1.97 1.96 1.96 1.96 方法 

标准差 0.26 0.21 0.24 0.22 0.19 0.19 0.22 

次数 68 357 305 276 224 292 1522 

平均数 1.96 1.96 1.96 1.96 1.96 1.97 1.96 

幼儿对互

动内容接

受程度 标准差 0.21 0.21 0.23 0.22 0.19 0.16 0.21 

 

（1）从表3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及不同活动内容师幼互动中，教

师发起互动时幼儿反馈方法的均数都超过1.50、接近2，因此，均为

幼儿接受型。集体学习活动、区角活动、其它活动平均数等于或高于

合计的1.96，其余活动平均数低于合计的1.96。进一步做方差分析发

现，集体学习活动和游戏活动间有显著性差异，说明集体学习活动中

更是幼儿完全接受。 

（2）从表3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及不同活动内容师幼互动中，教

师发起互动时幼儿对互动内容接受程度的均数都超过1.50、接近2，

因此，均为幼儿接受型。进一步做方差分析发现，各活动间均没有显

著性差异。 

 

四、社会学视野下的师幼互动类型特点分析 

由现状研究可见，目前幼儿园活动中师幼互动类型主要为师班互

动、师个互动和教师控制型、幼儿接受型。不同的师幼互动类型有如

下特点： 

1、师班互动：教师行为指向全班幼儿群体的师幼互动。这种互

动主要发生在“集体学习活动”、“运动活动”的组织教学（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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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说明、指示）（13.5%）、提问（47.3%）等过程中，这反映了幼

儿园师班互动仍以教师对全班幼儿的“满堂灌”为主。 

2、师个互动：教师行为指向幼儿个体的师幼互动。师个互动主

要发生在“区角活动”中，而且师个互动具有倾向性，教师主要是与

男孩（52.4%）、性格外向（65.1%）、发展水平中等（50.8%）的幼儿

互动。教师在与个别幼儿发生交互作用时，倾听幼儿、给幼儿表达的

机会、让幼儿学习沟通的技巧、和幼儿一起探索、并分享相互的情感

等。这种具有预期目的与明确对象的师个互动行为表现在要求与反应

（47.6%）、提问与应答（24.2%）、口头表扬与批评（8.9%）以及个别

指导（21.3%）、身体直接接触（69.1%）、眼神交流（29.8%）等过程

中，教师表露出对幼儿的期望、偏爱或偏见，幼儿则体验着归属、自

尊、对自己的评价等。 

3、教师控制型和幼儿接受型。控制是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社会学

本质，与之相应，幼儿回应教师控制行为的接受型可以归结为“服从”，

因此，师幼间行为的主要属性是控制与服从，控制—服从型是主导的

师幼互动类型。教师在师幼互动中表现出高度的控制性，特别是在运

动活动、集体学习活动中，教师始终把握着师幼互动过程中的主动权，

决定着师幼交往的目的、内容、方式和时间，幼儿则处于被动的地位，

采取服从的态度，扮演着服从和依赖的角色，日复一日，这就必然增

强教师的控制性，相应又使幼儿更服从，形成恶性循环，教师的绝对

地位容易导致其独断专行与幼儿完全被动的弊端，最终导致幼儿主体

地位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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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幼互动类型的社会学意蕴 

多年来的教育改革，尽管教育理论界从“应然”角度出发提出了众

多的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的模式，教育实践界也不断探索现代教育教

学模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大多极少触及幼儿园

活动中的社会学层面，因而从社会学角度作实际分析，可发现幼儿园

活动中的“社会学面貌”基本上是依然如故——仍以教师控制为主，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严格控制着教育教学活动的进程。 

1、就教师的价值取向而言，倾向于强控制。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

作为幼儿个体社会化承担者教师，被社会认定为“制度领导者”。在

幼儿园活动中，教师往往不知不觉地充当定向、定规和定论者，扮演

着“领导角色”，对活动进行控制。 

另外，教师的强控制和社会对其成员的控制方式有着内在的统一

性。我国社会控制的基本特征是以显形控制为主，即以明确要求、明

言规定为本。幼儿园师幼互动就现状而言分享了社会控制的基本特

征，即教师对幼儿普遍采取单一的、显形的控制方式，这具体表现为

教师个体与全班幼儿、与个别幼儿交往过多，师幼互动中总是以显在

的形式表现出来（语言互动占 95.5%），因此，这种强控制有其内在

的社会学依据。 

2、“秧田型”空间形态导致了教师集权控制下的“伞状空间”，

幼儿所处位置基本上处于教师的全方位控制之下。从“空间构成”上

看，集体学习活动、运动活动的空间形态几乎均为“秧田型”。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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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意义上说，这种秧田型空间形态毫无例外地导致集体学习活动、

运动活动的“总体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教师集权控制下的“伞状空

间”（见图 1）。在这种伞状的总体空间中，只存在着一个个封闭性极

强的幼儿个人的“私有化小空间”，幼儿处于拘束、压抑状态。 

 
教师  

 

 

 

 

 

 

 

                                   幼儿 

图 1 伞状空间 

而在游戏活动、生活活动、区角活动的场所中，虽然幼儿是呈散

状分布的（见图 2），但在教师创设的环境、提供的材料中，体现了

教师的目的、意图，因此，幼儿不完全受控于教师、可发挥自己主动

性的自由度是极其有限的。 

C C

C C

T 

 

 

图 2  散状空间 

（图中 T：teacher（教师）  C：child（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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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教育行为上看，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普遍习惯于根据自己的

预设框架来展开教育教学活动整个过程，面对幼儿生成的虽不太规

范、但却完全正确甚至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预

设框架加以“格式化”，普遍习惯于采用转移话题、异议留存等“策

略”来回避幼儿提出的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以维护自己的“绝对”

权威，领导、控制着幼儿的一举一动。 

 

六、发挥幼儿主体性、建立“启发引导—主动发问”师幼互

动类型的建议 

1、教师应重视教育社会学理论对师幼互动的指导作用 

幼儿园教师理应自觉地把教育社会学作为师幼互动的理论基础

之一，重视教育社会学对师幼互动的指导作用，注意研究幼儿园活动

中的人际关系、空间布局等，充分“激活”活动中的全员交往，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师幼互动作用的最大化。 

2、增加师组互动的比例 

国外的部分学者研究表明，教师与学生小组的互动，甚至分组行

为本身都会对学生行为和教师行为以及对师生互动产生一定影响，最

终影响课堂互动的整体效果
[8]
。这是因为师组互动是在幼幼互动基础

上，与教师发生互动，其较单个幼儿直接与教师互动，互动水平更高，

因此，在今后的师幼互动中，教师应当充分重视幼儿小组的使用，引

导、帮助幼儿建立具有实际意义的功能小组，增加师组互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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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多向的师幼相互作用模式 

师幼互动的本质是一个双主体的、以情感为基础的连续的过程。

这是因为“互动”的英文是“interaction”，它特别强调动作或情感

相互作用的对等性或对称性。因此师幼互动的双方必然同处于主体地

位，因而，在师幼互动的实践中，教师应当让幼儿充分享有“主动的”

社会交往的权利和机会，有意识地多赋予幼儿主动与教师互动的时间

和机会，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幼儿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展。因此，倡

导如下师幼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图 3） 
                            

C

C C

C

T 

图 3 师幼、幼幼间相互作用模式 

（图中 T：teacher（教师）  C：child（幼儿）） 

     

在这样的师幼相互作用模式中，教师和幼儿、幼儿和幼儿间充分

地进行相互作用，让幼儿自己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让

幼儿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创造思维，进而建立教师启发引导、幼儿主

动发问的师幼互动类型，这将有利于幼儿主动性的发挥、有利于创造

型人才的培育。 

 

 12



 

参考文献： 

[1] Pianta,R.C.(1994)Patter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32(1) ,pp.15-31. 

[2]Howes,C.,C.E.Hamilton,C.C.Matheson.(1994)Children’s 

relationships with peers: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with aspects of th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Child Development,65,pp.253-263. 

[3] 周欣.试论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1990，（4）. 

[4] 柳淑玲.幼儿教师的个性特征与幼儿的发展[J].学前教育，1991，（12）. 

[5] 刘晶波.师幼互动行为研究——我在幼儿园里看到了什么？[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234-235. 

[6]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89-299. 

[7] [8] 亢晓梅.师生课堂互动行为类型理论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

2001，（4）.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Type and Caus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During Activities in Fifty in Shanghai  

 

Abstract：In this paper, use sociology vision and research strategy，take the teachers 

behavior objects and behavior property between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the 

division of standards, found the main typ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during th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a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hole class children and 

teachers,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hild and teachers ,teachers controling and 

children controlled. Control – obey is the dominan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especially in the "coll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sports activities".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values tropism of teachers tend to control strongiy, "Yang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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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pace form lead to "umbrella space" under the teachers’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control, 

Teachers are accustomed to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ng based on their design framework . But 

Children have the right of initiative intercourse and "the role of the initiative ".Therefore suggest 

to develop child’s principal part, construct  an “elicitation-initative questio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Key words: typ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teacher’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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