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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班的幼儿即将进入小学阶段，在此阶段中，强化幼儿遵守班级规则可以帮助幼儿适应小学生活，从而

为幼小衔接打下良好的基础。本研究以3位教师和21位幼儿为研究对象，运用自然观察法对大班幼儿一

日生活规则执行现状进行研究。根据具体案例对大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幼

儿出现践行规则较弱原因主要包括大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个体差异与家庭教育的交互影响、大班幼儿教

师干预不及时与家园协同的断层以及大班幼儿班级规则社会文化因素的隐性渗透，最后针对大班幼儿规

则执行较弱原因的分析，提出一些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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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ior kindergarten children are on the verge of entering primary school. During this stage, 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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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ing children’s adherence to class rules can help them adapt to primary school lif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This study takes three teachers 
and 21 children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employs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cur-
rent status of class rule implementation among senior kindergarten children. Based on specific 
cases, the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ssues in class rule implementation among sen-
ior kindergarten childre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weak rule implementation among 
children includ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ule implement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untimely teacher intervention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collabora-
tion, and the implicit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on class rul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weak rule implementation,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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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科学幼小衔接成为当前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议

题。大班幼儿正处于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对其班级规则践行能力的培养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能

力与学业发展。幼儿园班级规则是班级常规的从属部分，是规范幼儿进行日常生活和活动的基本行为要

求和准则，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随着幼儿的活动进程进行调整和优化[1]。在已有研究中，学者陈世联

[2]从规则制定主体角度研究幼儿对班级规则践行现状研究，学者张莉，王俊力[3]从培养幼儿规则意识入

手，强化幼儿对班级规则的践行能力。学者赵艳红[4]认为大班幼儿还不具备非常强烈的规则意识，执行

规则的能力也有很多不足，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需要成人的反复提醒和督促。已有的研究较少从大

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能力方面进行研究，故此，本研究基于自然观察法，系统分析大班幼儿一日生活中

的规则执行现状，深入探讨“大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个体差异与家庭教育的交互影响、大班幼儿教师干

预不及时与家园协同的断层、大班幼儿班级规则社会文化因素的隐性渗透”等核心问题，并结合《学前

教育法》中“强化科学幼小衔接”的要求，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旨在为幼儿园规则教育实践提供理论

支持与实践参考。 

2. 大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现状 

在幼儿园里的班级生活中，儿童通过与规则的不断碰撞形成了他们对于规则的独特认识，同时在这

些认识的指导下，儿童也产生了自己对于规则的应对方式[5]。通过随机观察，研究者收集大班幼儿对于

规则的实践案例，分析这些案例，还原幼儿园班级生活中儿童对规则的执行表现。 
(一) 对班级规则的遵守 
在幼儿园班级生活中，对待班级规则，儿童表现出了对于规则的自觉遵守和维护。然而这种遵守与

维护也是幼儿对班级规则的内化和认可。所谓规则的内化，通常是指个体对行为规范的接受程度或水平，

也就是将外部的一些行为规范转换为主体自身的内在的、自发的行为要求。在幼儿园班级生活中，儿童

对规则的内化一方面体现儿童会承担起成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体主动自觉的遵守班级内的各项

行为规范，在面对班级规则时，会尝试维护规则的权威，带领同伴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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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结束后，第四组(C10、C12、C8、C7)负责打扫班级卫生，帮助保育教师将餐具放回餐具回收处，并把本班

用过餐的桌子用抹布擦干净，C10、C12 及 C7 3 位小朋友主动履行今日值日任务，本组幼儿 C8 忘记今天的值日，

C10 去休息区告诉 C8：“今天是我们这组值日”。C8 跟着 C10 回到班级，拿着抹布擦着自己负责的桌子。 

儿童自觉地遵守着午餐的规则，这种对规则的遵守来自于儿童日常经验的积累，儿童首先认识到这

一规则是集体都要遵守的，目的是保证午餐的完美结束，理解这个规则便会自觉的遵守。 

区域活动开始了，C9、C11 等幼儿来到图书角，一个人只能拿一本图书。C12 也走了过来，挑选了一本图书后

来到阅读区，没多久 C12 又去拿图书且没把手中的图书放回去，C8 伸手拦住了他：“你不可以拿绘本了，老师规定

一个人只能拿一本书，我和你可以交换着看。” 

无论教师是否在场，儿童都会有意识地自觉维护班级规则，这正是幼儿园对儿童的规则设定和角色

期待形成了习性[6]，使得他们认同并遵从。在随机访谈中，研究者问 C8 为什么要拦住 C12，她答道：

“C12 已经拿了一本书，老师说一个人只能拿一本书，他不能去拿。”班级阅读区域规定一个人只能拿一本

书看，不能同时拿两本书，在看到有人违反班级规则时，遵守规则的幼儿会有意识维护班级规则。 

(二) 对班级规则的挑战 
儿童认为幼儿园班级规则虽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因此

儿童在适应、执行规则的过程中渐渐地发现规则会因人、因事、因地发生变化，这便给了儿童发挥的空

间。 

在喝水区，C6 接水时，一边接水一边和旁边的小朋友聊着天。老师进来后看到他：“C6 请认真接水，不要聊天

了，其他小朋友都在你后面排着队呢，水还撒在地上了。”C6 在老师注视下看着自己水杯接水，不再与后面那位小

朋友说话，老师出去后，C6 再次与后面的小朋友说话，杯子里的水有些溅到地板上。 

接水区对于儿童来说，是较为放松的空间。当老师没有在场时，儿童便会自由开放些，案例中 C6 通

过慢慢接水的方式来给自己争取到更多交往和玩耍的时间，尝试探寻规则的边界。 

在户外练习篮球操时，C5 的球掉了，C5 站在原地看着球滚得越来越远，然后开始摆动着身体，慢慢地向球走过

去。走到球旁边捡起球，C5 抱着球晃晃悠悠地往回走，时不时地拍两下球。篮球操快要结束了，C5 回到了队伍里。

我问到：“球掉了你怎么不跑快点去捡呀？”C5 回答道：“我不想拍篮球，我不喜欢也拍不好。” 

户外篮球活动是较为自由的活动时间，虽然老师规定了球掉后快速捡起球归队这一规则，但对于儿

童来说，掉球便是逃避拍球的一种方式。 

在中午就餐时，C7 把饭里的骨头吐到其他小朋友碗里。老师说；“C7 不要把自己吃的骨头吐到别人碗里，每个

小组桌子上都有一个餐盘，把骨头可以放在餐盘里。”C7 慢慢悠悠的吃饭。保育教师打扫时，C7 把口中的饭乱吐一

地。 

在就餐案例中，C7 不停地挑战班级规则，无视班级的规章制度。在午餐结束后向老师进行询问，老

师表示道： 

“C7 是家里的独生子，也是老来得子，对 C7 比较放纵。因为他在班级中打扰同学学习，我们就让他在旁边听

课，结果他回家告诉家长我们打他，家长还去园长办公室把我们告了。之后在与家长进行沟通时，家长说是我们自

身问题，不是孩子问题。自从那之后，我们对他不太过分的行为，就比较忽视，行为比较过分时，我会让他站我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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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就餐行为和老师的描述，C7 的行为在挑战班级规则和教师的权威，C7 认为有家长作为支撑，

就比较无视班级规则。 
(三) 对班级规则的利用 
在幼儿园班级生活中，儿童对规则不仅仅是遵守或反抗，他们自己也会解读规则，在知晓规则的基

础上，去利用规则，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达到相应的目的。 

在户外集体活动老鹰捉小鸡时，C6 用手不断推搡着 C27，老师看到了：“C6 我有没有说过不遵守游戏规则，违

反我们之间的纪律，就要去旁边休息，只能看我们玩。”C6 没有理睬继续推着，于是老师请他到了一旁的树下休息。

C6 用脚踢着树叶，一会儿蹲了下来，摆弄着身边的树叶。我问：“你为什么要推其他小朋友呢？”他说：“我喜欢

玩树叶。”我问：“噢你是想来这里玩树叶是吗？所以是故意推其他小朋友的吗？”C6 没说话，笑着点了点头。 

老师制定了在户外活动时不可以伤害、影响到其他幼儿这一规则，并通过结束活动、单独休息的惩

罚方式，来减少幼儿出现类似的违规行为。但违反这一规则的后果对于 C6 来说并不是一个惩罚，因此儿

童便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违反规则获得“惩罚”的方式，满足了自身对玩树叶的游戏需求。 
但在幼儿园班级生活中也不乏另一种极端现象出现。 

吃完午饭，C15 如厕之后，从盥洗室冲了出来，快速跑回自己的位置上，搬起椅子又快速的向教室外跑去(先吃

完饭的儿童可以先去教室外等待，以便保育教师打扫室内卫生)。老师叫住了他：“C15 搬着你的椅子回来，重新走

一遍，知道搬着椅子该怎么走嘛？”C15 搬着椅子慢悠悠地走到老师身边，然后开始往教室外走，他搬着椅子，假

装做着跑步的动作，笑着看着老师，一跳一跳地往教室外走去。 

在班级里搬起椅子的时候不可以快速跑动是出于对儿童的人身安全而制定的规则。在向幼儿询问“规

则是否重要”这个问题时，儿童对类似的安全规则表示出认同且乐意遵守的态度。然而即使儿童了解规

则制定的目的，认可这一规则存在的意义，并且知道在规则的约束下该做出怎么样的规范行为，但是违

反规则的情况还是会出现。 
(四) 对班级规则的探索 

笔者观察 C3 在就餐、喝水、如厕、区角活动等等，时不时观察其他小朋友，并不断与班级规则进行

碰撞。根据这种现状，老师表示：“C3 是新转过来幼儿，没有对她进行常规的训练，不清楚班级一日生

活的规则。”对于转过来的幼儿，在不了解班级规则的情况下，会与规则发生冲突，慢慢的对班级规则

摸索，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班级的规则。 

3. 大班幼儿执行班级规则较弱原因探析 

(一) 大班幼儿班级规则执行个体差异与家庭教育的交互影响 
大班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向具体运算阶段过渡期，在研究过程中，一部分儿童对于规则“有章必

循”，另一部分儿童出现了言行不一的现象，即儿童虽认为在班级中必须遵守规则且规则是有用的，然

而行为上却表现出了对规则的挑战与试探，这种差异与家庭教养方式密切相关。宠溺型家庭的幼儿更易

出现“知行分离”，将规则视为外部约束而非内在需求。研究表明，家庭中规则模糊或过度宽松会导致

幼儿进入集体生活后产生适应性困难。例如 C7，教师在幼儿犯错时给予干预，并主动了解幼儿的生活情

况。家长反而觉得是老师的问题，不是自己的教养问题，对幼儿过于宠溺。有一次教师和他讲班级规则，

C7 突然说出“我让我妈打你”。直接削弱了幼儿对规则的敬畏感，形成“家庭规则豁免权”认知。 
(二) 大班幼儿教师干预不及时与家园协同的断层 
幼儿园每一个学期开学或者在上学期间，总会有生面孔的幼儿来到幼儿园。新来的幼儿一方面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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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则不了解，另一方面对自身所在的班级规则不清楚。 
教师既是班级规则的监督者，也是幼儿班级规则的引导者和培养者[7]。研究发现，教师对插班生的

“规则补课”常停留在口头说教，缺乏个性化适应方案。如未建立“老带新”同伴互助机制，或未将班级

规则转化为游戏化体验(如角色扮演区模拟规则场景)。且教师多采用“问题告知式”沟通，而家长缺乏参

与规则共建的渠道，如 C7，因为教师在班级惩罚 C7，(C7 只是单独面壁思过)，C7 告诉了自己的家长，

家长到园长办公室投诉班级老师。C7 家长投诉事件反映出家园在规则教育目标上的错位—教师侧重行为

矫正，家长侧重情感保护。 
(三) 大班幼儿班级规则社会文化因素的隐性渗透 
当前部分家长秉持“不让孩子吃亏”的教育理念，将幼儿规则意识培养异化为竞争技能训练而非社

会适应能力培养。以 C7 为例，作为独生子女的他在家中备受宠爱，家人仅以“不可以那样做”轻描淡写

地口头制止其越界行为，缺乏系统有效的行为引导。在班级发生冲突时，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就

到幼儿园里去申诉，这种家庭教养模式导致幼儿难以建立清晰的规则认知，同时由于教师群体面对类似

家园冲突的顾虑，在实际教育过程中采取妥协态度，如 C7 事件后放弃必要的惩戒措施，这种妥协反而模

糊了规则边界，形成“破窗效应”，使幼儿在反复试探中逐渐丧失对规则的敬畏之心，最终形成“家庭过

度包容-学校执行软化”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幼儿社会化发展进程。 

4. 大班幼儿对班级规则执行的优化策略 

对大班幼儿在班级规则中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对大班幼儿在规则教育中的行为有了整体的了解并

探究了其产生的原因[8]。 

(一) 家园合力，提高幼儿自我遵守规则的能力 
家园应通过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明确责任边界，定期反馈幼儿规则表现并分析行为动因，引导家长反

思过度宠溺对规则内化的阻碍；同时统一规则标准消除认知冲突，共同制定逻辑一致的双向规则清单并

通过家庭到幼儿园规则打卡任务强化实践；采用正向引导重塑规则认知，教师通过角色扮演等活动讲解

规则意义，家长避免外部威胁而用正向解释，当幼儿出现挑战行为时保持冷静并引导自主反思；开展家

园共育活动深化规则认同，组织家长开放日观察集体规则执行，设计家庭规则小剧场亲子任务建立规则

敬畏感。例如针对 C7 的威胁行为，教师可通过绘本引导情绪表达，家长避免强化特权意识，家园联合记

录每日进步重塑规则认知，最终帮助幼儿形成“我能遵守”的自我效能感，为小学阶段的独立自律奠定

基础。 
(二) 教师及时培育插班幼儿规则意识，协同家长共建班级规则机制 
幼儿园教师面对新来的幼儿，不是直接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而是要先对幼儿进行良好行为

习惯的培养[9]。教师可以通过幼儿日常生活的点滴对幼儿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不在班级里大声喧哗；

在就餐环节，不能边吃边说话，用过的餐具放回餐具回收处；如厕环节，要有秩序，有前有后，便后冲厕

所等。只有通过实际生活的真实教导，才能够更好地对幼儿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才能够让幼儿的学习

能力得到提高。例如，对于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孩子，教师可以针对新来的幼儿在吃饭之前养成洗手的习

惯；见到学校的老师和班级中的同学要主动地问好等，通过教师的引导，幼儿就能从自己日常生活的小

事中养成规则意识，更快融入班集体。同时，在制定班级规则时，允许幼儿家长参与制定，尊重幼儿家

长的意见，家长的支持，更加利于班级教师对班级规则的实施。 
(三) 家长转变教育理念，家校协同筑牢班级规则根基 
家庭是幼儿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对幼儿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教育所不能及的[10]。家长

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养观念，采用民主式教育，坚持以正面引导、鼓励教育为主，让幼儿合理解决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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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遇到的规则习惯问题，不断培养幼儿独立解决的能力起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11]。值得注意的是，

民主式家庭教育中家长加强与幼儿的交流沟通，让情感在家庭教育中发挥较强的感染力，对家庭调节起

到重要作用[12]。同时，家长自身要有教育幼儿规则的意识，其言行对幼儿影响重大。幼儿在园遇到问题

或出现违规行为时，家长应明辨是非，及时与教师沟通，如实告知孩子在家表现，配合教师解决问题。

面对教师指出的孩子不足，家长要深入了解原因并共同探讨对策。沟通前做好准备，观点不一致时协商

解决，避免过激行为。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大班幼儿规则执行的现状进行分析，C 幼儿园大班幼儿总体对规则的执行能力处于中

等，但仍有部分幼儿班级规则执行能力比较差。针对执行规则能力较弱的幼儿，教师要注重幼儿自身的

主动性，强化幼儿班级规则意识；家长应发挥自身的优势，注重民主式教育方式，帮助执行规则较弱的

幼儿提升其规则执行的能力；家园也应合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助力他们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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