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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观察在学前儿童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轶事记录法这一观察方法的

运用，来分析儿童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研究选取了学前儿童社会领域的一个具体活动视频，运用

轶事记录法记录并分析儿童在活动中的行为，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的行为进行深

入剖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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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observation in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or pre-
school children, especial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ecdotal record method to analyze chil-
dren’s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study selected a specific activity video in 
the social field of preschool children, used the anecdotal recording method to record and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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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ehavior during the activi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Guidelines for Learning and Devel-
opment of 3~6 Years Old Children”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f children’s behavior, and pro-
posed targete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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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前儿童教育中，社会领域的教育至关重要。社会领域的教育旨在培养儿童的社会性、情感态度

和道德品质，为其未来的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奠定坚实基础。而观察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对

于深入了解儿童在社会领域的发展状况、指导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轶事记录法为例，探讨

观察在学前儿童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中的运用。 

2. 轶事记录法的运用 

本研究选取了学前儿童社会领域的一个具体活动视频，运用轶事记录法记录儿童在活动中的行为。

在观察过程中，研究者详细记录了儿童在活动中的言语、动作、表情等，并注明了观察时间、地点、参

与者等信息。同时，研究者还根据观察目标行为，对儿童的行为进行了分类和编码，以便于后续的数据

分析。 

2.1. 轶事记录法的基本概念 

定义：轶事记录法是在自然状态下，观察者以记事为主，对幼儿典型行为或事件进行客观记录的方

法。这种方法旨在深入了解幼儿的发展水平，为改进教学和促进幼儿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目的：通过详细记录幼儿在自然状态下的具体行为或事件，包括言语、动作、表情等，以及观察时

间、地点、参与者等信息，来评估幼儿的社会性、情感态度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发展状况[1]。 

2.2. 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应用 

2.2.1. 社交技能 
同伴交往：观察记录幼儿在同伴间的游戏、合作、解决冲突等行为，评估其社交技能和团队协作能

力。 
成人互动：记录幼儿与教师、家长等成人的互动情况，如打招呼、寻求帮助等，以了解其社交礼仪

和沟通能力。 

2.2.2. 情感态度 
尊重与礼貌：观察幼儿对同伴和成人的尊重、礼貌行为，评估其情感态度和人际交往的成熟度。 
情绪反应：记录幼儿在社会情境中的情绪反应，如分享时的快乐、被拒绝时的反应等，以了解其情

绪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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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自我概念 
自信心：观察幼儿在挑战任务中的表现，评估其自信心和面对困难的态度。 
新任务尝试：记录幼儿尝试新任务、接受反馈的行为，了解其自我认知和成长动力。 

2.2.4. 适应能力 
社交场合适应：观察记录幼儿在不同社交场合的适应情况，如入园时的分离焦虑、参与新活动的反

应等，评估其社会适应能力。 
权威反应：评估幼儿对权威的反应、情绪稳定性及在社交场合中的适应能力。 

2.3. 应用策略 

明确观察目的 
针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活动，明确观察目的，如合作、分享、解决冲突等能力，确保记录具有针对

性。 
选取合适观察角度 
在自然情境下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如集体活动、游戏时间等，观察幼儿的社会交往行为，以获

得更全面的信息。 
完整记录事件 
详细记录行为发生的背景、过程、幼儿的言行及情绪变化，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避免主观倾向性 
使用具体、客观的语言描述幼儿行为，避免个人情感和主观判断影响记录和分析。 
深入分析 
结合相关社会教育理论，对幼儿行为进行深入解释和分析，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指导教育实践

[1]。 

2.4. 注意事项 

避免偏见：教师应努力避免受幼儿性别、外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客观公正。 
区分描述与解释：在记录卡中，对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应分开书写，确保描述的客观性。 
平衡积极与消极行为：记录时应兼顾幼儿的积极和消极行为，以全面了解其发展状况。 
避免草率结论：避免仅凭单一事件就对幼儿做出结论，需要多方面观察和收集资料以做出科学合理

的评价。 
综上所述，轶事记录法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活动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能够帮助教师全面、客观地

了解幼儿在社会性方面的发展情况，为制定针对性的教育策略提供有力支持[2]。 

3. 观察记录 

3.1. 观察目标 

观察幼儿在社会领域活动中的社交互动情况。 

3.2. 活动简介 

本次观察的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主题为“我是小司机”，活动过程中，第一个同学首先向儿童介绍了

该活动的道具有那些，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铺垫和引导，使幼儿快速进入活动当中。在游戏环节中，幼儿

参与其中，与同学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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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观察背景 

本次观察旨在记录一名 4 岁女孩嘟嘟在模拟驾驶体验中的行为表现与情感变化。嘟嘟是一个腼腆害

羞的孩子，在本次社会领域的活动中扮演小司机的角色，通过一些设计好的环节来观察嘟嘟在社会交往

中的行为。 

3.4. 观察过程 

在观察过程中，研究者详细记录了四岁女孩嘟嘟在模拟驾驶体验“我是小司机”活动中的一系列行

为表现。活动初始阶段，嘟嘟与同学们围坐一桌，聆听并接收来自老师关于活动道具及基本环节的介绍，

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一定的专注与接收信息的状态。随后进入探索阶段，嘟嘟开始积极尝试推动小车，

模拟驾驶公交车，她不仅熟悉并掌握了基本操作，如按喇叭、停车、礼让行人等，还细心地模拟了真实

驾驶场景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乘客上下车时，她不忘提醒乘客交钱，展现出了良好的社会交往意识

和责任感。然而，在驾驶过程中，嘟嘟也遭遇了一些挑战，如处理突发情况或与其他角色的互动等，但

整体上她能够积极应对并解决问题，这一观察过程充分展示了嘟嘟在社会领域活动中的成长与进步[3]。 

4. 观察分析 

4.1. 行为与心理分析 

4.1.1. 模仿行为 
嘟嘟在模拟驾驶过程中表现出了模仿行为。他通过模仿大人的驾驶动作和言语来丰富自己的游戏体

验，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和安全意识。 

4.1.2. 情感投入 
嘟嘟在驾驶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的情感投入。她也能投入到游戏中去，但可能由于游戏选择的原因

嘟嘟并不能很享受驾驶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这种情感投入不仅没有使嘟嘟产生过多高兴的情绪，相反

使嘟嘟出现了一些抵触情绪。研究者将观察目标行为确定为嘟嘟在社会化活动中的行为表现。通过轶事

记录法记录的儿童行为数据表明，嘟嘟大部分时间能够愿意参与这次活动，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交往能

力。但嘟嘟也在一部分时间中表现出一些拒绝行为，如不愿开口说话，拒绝推车前进等抵抗行为。 

4.2. 深化分析 

4.2.1. 社会交往能力的展现与提升 
嘟嘟在活动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她的社会交往能力。首先，她能够迅速融入角色，与同伴进行有效

的互动，这体现了她良好的角色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在模拟驾驶过程中，嘟嘟主动提醒乘客上车买票，

这一行为不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她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的体现。当遇到不遵守规则的乘客时，虽然

文中未详细描述嘟嘟的具体反应，但可以推测，这一情境为她提供了处理冲突、维护秩序的机会，有助

于她进一步学习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与人交往。 

4.2.2. 情感与态度的细腻变化 
观察过程中，嘟嘟的情感与态度变化也值得注意。从初始阶段的腼腆害羞，到逐渐自信地操控小

车，模拟驾驶公交车的全过程，嘟嘟的情绪状态经历了从紧张到放松，再到享受的过程。这种情感的转

变不仅反映了她对活动的投入程度，也体现了她在社会交往中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的提升。此外，嘟

嘟在驾驶过程中展现出的耐心、细心和礼让行人的行为，也反映了她积极、友善的情感态度和良好的

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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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规则意识与自我约束 
嘟嘟在模拟驾驶过程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如遇到红灯停车、礼让行人等，这些行为表明她具有强

烈的规则意识和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幼儿阶段，规则意识的培养对于其未来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至

关重要。嘟嘟的表现说明她在家庭或幼儿园中已经接受了良好的规则教育，能够自觉地将规则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 

4.2.4. 道德认知与行为实践 
嘟嘟提醒乘客上车买票的行为，不仅是对活动规则的遵守，更是她道德认知的体现。她能够意识到

购票是乘坐公交车的必要条件，并主动承担起提醒乘客的责任，这表明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道德判断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这种道德认知在行为实践中的体现，对于她个人品德的塑造和未来社会角色的担当具

有重要意义[4]。 

4.3. 结合《指南》分析 

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要求，学前儿童应具备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能够主动与同伴

交往与自己不熟悉的人交谈。在本次观察中，嘟嘟大部分时间能够符合这一要求，表现出积极的社会交

往行为。但也有一部分时间在“我是小司机”活动中表现出抵触情绪。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应根

据儿童的个体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5. 教育建议与措施 

5.1. 加强社会化教育 

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应加强对儿童社会化的引导。可以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游戏和实践活动，让儿

童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分享与合作的乐趣和价值。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培养儿童的勇于尝试的精神，让

他们学会在集体中可以表达自我。比如： 
1) 提供更多的社会互动游戏机会，让幼儿在模拟真实生活的场景中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培养他们

的社交能力和同理心。 
2) 鼓励幼儿自主解决冲突和纠纷，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适当引导但不

过度干预，让幼儿在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长。 
3) 加强对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通过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和奖惩机制来引导幼儿遵守规则并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同时，教师也要以身作则，成为幼儿遵守规则的榜样。 

5.2. 关注个体差异 

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应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了解每个儿童的性格、兴趣、家庭环境等情况。针对

不同儿童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和方法，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对于表现出不当行为的

儿童，教师应及时给予引导和纠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5.3. 家园共育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也应加强对儿童分享与合作教育的引导。可以通过与儿童一起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共同完成任务等方式，培养儿童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同时，家长还应注重与教师的沟通和交流，

共同关注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 

5.4. 小结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教育建议：一是继续加强嘟嘟在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培养，提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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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让她与不同性格、背景的同伴交往，以提高她的社会适应性和人际交往技巧；二是关注嘟嘟在情

感与态度方面的发展，通过正面激励和积极引导，帮助她建立更加积极、自信的情感态度；三是巩固和

强化她的规则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不断提醒和教育；四是加强道德教育，

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让嘟嘟在实践中加深对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同[5]。 

6. 结论 

观察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学前儿童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轶事记录

法的运用，可以深入了解儿童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为教育实践提供有力支持。在教育实践中，教

师应加强分享与合作教育、关注个体差异、实现家园共育等策略和方法，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同时，教师还应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观察方法和教育策略，为学前儿童社会领域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而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指引，这些社会领域的发展特征符合指南中提出的儿童发

展目标。指南强调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因

此，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幼儿创设温暖、关爱、平等的家庭和集体生活氛围，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让幼儿在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发展自信和自

尊，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及文化的熏陶中学会遵守规则，形成基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轶事记录法在观察幼儿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的作用。而 3~6 岁儿童在

社会领域的学习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需要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引导，以促

进他们社会性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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