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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社会性发展对于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幼儿与同龄伙伴间的良好互动，能够显著促进

幼儿的社会性成长。本研究通过对某市幼儿园的幼儿进行细致观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来探寻幼儿在

同伴活动中社会性发展的状况，并据此提出适宜的教育建议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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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holistic child development, with posi-
tive peer interactions serving as a critical catalyst for advancing social growth.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volving meticulous observations of preschoolers in urban kinder-
gartens, to investigate patter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manifested during peer engagement. Find-
ings were analyzed to propose context-appropriat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for fostering social com-
petencies in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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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基于国家相关政策性文件的指引 

幼儿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基石，各类幼教机构需深化教育体系建设，旨在促进幼儿全面且均衡的发

展。我国幼儿园课程体系精心划分为五大领域，其中社会教育维度尤为注重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乐趣，

倡导合作、分享精神及同理心的培养。依据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核心理念，“幼儿需认

知并践行日常生活的基本社会礼仪与规范”，这强调了社会行为教育的重要性[1]。进一步地，在《3~6 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将“人际互动与社会适应能力”视为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核心议题，强调

幼儿在与成人及同龄伙伴的互动中，学会和谐相处与尊重差异[2]。鉴于此，幼儿教育应聚焦于幼儿社交

技能的培育，通过构建积极的交往环境，加速其社交技能的发展，从而为其未来融入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应紧随国家教育政策的导向，紧密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准施策，有效促进幼儿建立健康、和

谐的社交关系，为其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石。 

1.2. 幼儿社会性发展对幼儿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幼儿社会性成长的重要性，绝非单一维度所能涵盖，而是深刻贯穿于其整个成长轨迹之中，对心理

健康的稳固、认知能力的拓展、情感交流能力的提升、行为规范的内化，乃至日后的学术成就与职业成

功均产生着深远影响。在与成人及同伴的互动中，幼儿逐步构建起安全感这一心理健康的基石；通过细

致的观察与模仿，他们习得社交互动之道，进而促进了社会认知能力的飞跃；参与社交活动，幼儿不仅

学会了共情，理解他人的情绪与需求，也提升了自我情感表达的技巧，深化了与周围人的情感纽带。此

外，社会性发展是幼儿道德观念塑造的关键过程，引导他们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为重要的

是，与同伴的交往实践为幼儿提供了宝贵的社交技能学习机会，这些技能将是他们未来人际关系网络构

建的重要基石。同时，社会性发展还赋予了幼儿更强的适应力与韧性，使他们能够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

的各种挑战与变迁。 
综上所述，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全面性与深远性不容忽视。它不仅关乎幼儿个体幸福感的建立，更是

其未来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因此，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工作应当被置于幼

儿教育的重要位置，以确保每一位幼儿都能在健康的社会性环境中茁壮成长。 

1.3. 同伴交往在幼儿社会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脱离社会的个体，既非神祇亦非野兽，这一见解

虽与现代观念存在细微差异，但学术界广泛认同人的成长不可脱离社会土壤。幼儿，作为人类社会的幼

苗，其心理发展亟需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培育。多样化的环境孕育着各异的社会关系网络，幼儿在

这些环境中亲身体验，逐步揭开“社会”这一概念的神秘面纱，此过程构成了幼儿社会化的关键一环，

是其成长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幼儿园作为幼儿踏入的首个“微型社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幼儿通过多元化的互

动方式学习社交技巧，推动其社会性发展迈向新高度。研究表明，与同龄伙伴间的良好互动，能够显著

促进幼儿的社会性成长。随着年岁的增长，幼儿愈发倾向于与同龄人建立沟通桥梁，这一过程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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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应对纷繁复杂的同伴关系，掌握多样化的交往策略，从而在实践中不断锤炼并提升其社会交往能力。 

2. 概念界定 

2.1. 同伴互动 

陆小庆(2010)在研究中指出，同伴互动是指幼儿同伴互动的行为，是幼儿与同伴互动的过程当中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行为，是同伴交往的重要方面之一[3]。王秀秀(2015)把同伴互动界定为：“发生在自发

性游戏过程中的，与游戏主题和内容相关的同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指一个或多个幼儿通过语言、动作

等方式与其他幼儿所成的模仿、对话、协调的共同建构过程。”[4]因此，这里将同伴互动定义为：幼儿

同伴互动行为，是指发生在一日生活中幼儿之间的互动行为，行为包括语言、动作、情绪等。这种互动

是一种平行交往，互动由一方幼儿发起，另一方给予语言、动作、情绪等方式的回应。 

2.2. 社会性 

陈会昌(1994)教授指出，对于“social development”这个词，西方学者并不重视给予其确切的界定[5]，
他们更重视寻找和搜集关于儿童社会发展的实证资料，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对社会性发展的界定给予了

更多的关注，在我国，社会性发展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卢乐山(1995)教授在《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

中将社会性的概念界定为：“社会性指人们通过进行社会活动，与他人建立关系，在领会、掌握和遵守

社会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个体行为进行控制和规范的心理特征。”[6]孟庆艳(2015)认为，社会性

在广义上是指个体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从狭义上说，社会性是以人的生理特性

为基础而产生的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7]。邹晓燕(2015)教授在其《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一书中

指出：“社会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总和”[8]。郑

淮(2007)认为，幼儿社会性发展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的习得的内容，包括幼儿的情绪，自我概念，社会

适应与交往等行为，“合群”与“不合群”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状况的一种体现[9]。 

3. 理论基础 

3.1.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在其社会学习理论框架内深刻阐述了人类复杂行为的习得性本质，即这些行为主要通过后天

经验积累而塑造。该理论核心之一聚焦于一个对幼儿发展影响深远的机制——观察学习，它指的是个体

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习得新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具体而言，幼儿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精心挑选模仿对象，

细致观察并尝试复刻其言行举止，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桥梁，也是行为塑造的关键路径，更是社

会性的表现。因此，幼儿在同伴交往中的模仿行为也反映了其社会性的发展。 

3.2. 群体社会化理论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的社会化可以通过群体意识促进其发展[10]。儿童随着年龄的发展，儿童更

倾向于和同龄人进行交往。儿童的同伴群体形成后，儿童的社会发展主要在群体中发展。在儿童的群体

活动中，儿童会慢慢的学会所在群体的文化、规则等。幼儿进入幼儿园后，群体意识逐渐开始变得强烈，

为了使自己尽快融入集体，并与其他同伴交往，儿童会在交往中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风格。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的风格，会对之后的社会性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影响，幼儿在群体中学会

规则，获得交往技能，有利于社会化的形成。 

3.3.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理论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发展研究的生物生态学理论，他描述了影响人的三水平嵌套结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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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环境系统(直接环境成分，如家庭)、外环境系统(本地机构，如学校和工作场所)以及大环境系统(大背

景，包括文化价值观、经济政策、政治进程)。为了反映小环境、外环境和大环境系统之间的动态交互作

用，布朗芬布伦纳又命名了第四个系统——中环境系统——表示其他几个系统之间的互动[11]。因此，本

研究中幼儿同伴交往中的社会性发展也体现了小环境、大环境等的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 

4.1.1. 观察法 
观察法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或预先设置的环境中，对被研究对象的言语、行为等进行有目的、有计

划的观察、记录，以期获得其心理活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方法。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不介入教师的教

学活动和幼儿的自主活动，采用非参与式观察，不干扰幼儿的行为，并将互动行为做到客观真实的记录。 

4.1.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也称为个案分析方法或典型分析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事物(现象)进行周密而仔细的研

究，以获得总体认识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研究者通过对幼儿同伴互动行为的观察和收集到的观察记录

进行案例分析，是对观察法的补充，通过案例分析对幼儿的同伴互动加以剖析，进一步全面、动态地展

现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同伴互动行为，互动时使用的策略等进而体现其社会性的发展。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某市的一所示范幼儿园，通过两次下园观察，观察时间都在周五下午，对幼儿在同伴互

动中的社会性发展进行细致的观察，形成了 6 份观察记录。观察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observation subjects 
表 1. 观察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级 

小 A 男 大班 

小 B 女 大班 

小 D 男 中班 

小 E 女 中班 

小 F 男 中班 

小 G 女 中班 

4.3. 研究过程 

在研究幼儿同伴交往中的社会性发展问题时，合理的研究设计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系统的观察和分析，了解幼儿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及其发展特点。研究设计包括以下主要步骤，见

图 1。首先，明确研究的问题和概念界定，确保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其次，进行具体

的研究设计，包括确定研究方法、设计观察记录表以及实施观察。在确定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本研究选

择采用质性研究中的观察法，通过设计详细的观察记录表，确保能够全面、准确地记录幼儿同伴交往中

的行为。在观察实施后，进入资料整理与分析阶段。该阶段包括一级编码、二级编码和三级编码，通过

逐级编码分析，深入挖掘观察数据中的信息和模式，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最后，基于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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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优化和提升。整个研究设计流程如图所示，确保研究过程严

谨、科学，研究结果可靠、实用。 
 

 
Figure 1. Research design flowchart 
图 1. 研究设计流程图 

4.3.1. 观察设计 
观察提纲是整个收集数据阶段的指导性资料，是由围绕研究主题设计的粗线条组成的，只是在观察

过程中起提示作用，所以设计得简洁明了。观察提纲主要包括观察主题，观察目的，观察对象基本信息，

观察地点等信息。 

4.3.2. 观察实施 
在观察的过程中，当有幼儿和笔者进行交流的时候，研究者尽量采用式的方式给予回应，在尽量不

干扰幼儿活动的情况下，保证观察到记录能够反映幼儿真实的情况，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对幼儿互动进

行观察记录，严格遵守研究伦理，提前和幼儿园负责人沟通好，严格遵守负责人提出的注意事项，例如

不对幼儿进行录像，不随意摆弄幼儿的物品，尽量不干扰幼儿的活动等，保证观察对象的个人信息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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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保密工作，研究者的整个研究过程恪守学术伦理，符合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道德原则。 

4.3.3. 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以观察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对某幼儿园中幼儿的同伴互动进行两次观察，并

对观察结果客观记录，对互动的过程行为尽量做到详细的描述，以确保观察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

于整个同伴互动的过程，研究者主要采用白描的方式来进行记录，力求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4.3.4. 资料整理与分析 
第一步，初步整理所得资料，在观察结束后，研究者对于当天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由于观察过

程中时间限制以及不许拍摄视频等限制，资料收集需要进一步整理以便后期分析写作。 
第二步，对收集的资料的第二次整理，研究者把初步整理得到的资料反复阅读，把幼儿同伴互动中

的行为要素以及互动环节整理出来，汇总成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第三步，根据汇总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再次登录互动事件，进行编码，从开放式登录到主轴式登录，

最后进行核心登录，一步步摘取资料，进行质性分析，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寻找对本研究有参考价值的

相关理论，对材料中呈现的现象进行解释，以及提出建议。 

5. 结果分析 

在研究幼儿同伴交往中的社会性发展问题时，通过多个案例的观察以及对观察信息的编码(见表 2)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幼儿在解决同伴互动中的冲突、集体教学活动中的交往行为以及通过模仿发展社会性

方面所展现出的年龄相关差异和策略变化。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幼儿在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年龄

的增长，逐渐掌握了更合理和有效的冲突解决策略，更易于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积极的交往行为，

同时也通过同伴间的模仿促进了自身的社会性发展。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发现及其对幼儿教育

的启示。 
 

Table 2. Coding of observational information 
表 2. 观察信息的编码 

案例摘取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幼儿小 E 听见了但是没有理会，没有顾及他，依然滑了下去，达到终点

时，刚好踢到了男孩，男孩感到很生气，用手使劲地推了小 E 一把。 “推了一把” 肢体推搡 

解决冲突 小 B 骑过来说“你们都骑慢点不就好了”“走吧！我们去前面骑，前面 
好大”，一起向前骑去，小 B 还不忘叮嘱后面的小伙伴骑慢一点，不然 
又会被撞到。 

“你们都骑慢 
点不就好了” 积极干预 

小 C 主动说起他的困难“这怎么让水从这边流到这里啊？”有的小朋友 
蹲下来看这个搭建的水管通道有什么问题，有的小朋友到处寻觅，突然眼 
睛看见了漂浮在水上的连接口，兴奋地说“用这个！”小 C 说“那我们来

试试吧”，孩子们尝试合作建构水管通道，小 C 主动提醒“要把这个转

紧，不然就不行”，在自己尝试几次后，还指导旁边的小朋友。 

“那我们来 
试试吧” 沟通协作 

积极交往 

当周围小朋友在拍球时遇到困难，他主动上前说“不是不是，你别拍旁

边”，拿起自己的球示范给周围的小朋友看，“看！是这样，1, 2, 3……” 他主动上前说 主动帮助 

这时，他注意到旁边的小朋友跳得很好，便停下来观察她的跳绳方式。 
小 F 开始模仿同伴的手腕动作和跳跃节奏，明显感觉到他跳绳的技巧有所 
提升。他连续跳了十几下，没有出现之前那样频繁的失误。 

便停下来观察 
她的跳绳方式 停下观察 模仿观察 

5.1. 幼儿的年龄影响同伴互动中冲突的解决 

随着幼儿年龄的自然增长，其同伴间的互动行为呈现出逐步增多的趋势。具体而言，从低龄的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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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高年龄段的中班，特别是中班阶段，同伴互动的频次显著提升。然而，进入大班后，虽然互动次数

的增长不再如中班时那般显著，但在互动过程中，幼儿解决冲突的策略却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展现

出更高的合理性与主动性。这一转变表明，幼儿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面对冲突解决的能力与方式存在

着年龄相关的差异性，即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更加擅长以积极、合理的方式处理同伴间的互动冲突。 

案例一：(中班)在攀爬区域，我看到有六七个中班孩子在这里玩耍，三四个小孩已经爬上了小平台，而下面还有

两个小孩想要爬上去。这时幼儿小 E 准备往下滑，但是下面刚好有一个男生尝试往上攀爬，并大声喊着：“别下来，

我要上去！”幼儿小 E 听见了但是没有理会，没有顾及他，依然滑了下去，达到终点时，刚好踢到了男孩，男孩感

到很生气，用手使劲地推了小 E 一把。 

案例二：(大班)一场愉快的骑车游戏开始了，但在骑车的过程中，由于小 C 快速的踏着三轮车，不小心和迎面骑

来的小三轮车撞到了一起，小 C 生气的说“你撞到我了！”对面小朋友也不甘示弱的回复到“你也撞到我了！”小

C 哑口无言，小 B 骑过来说“你们都骑慢点不就好了”“走吧！我们去前面骑，前面好大”，一起向前骑去，小 B

还不忘叮嘱后面的小伙伴骑慢一点，不然又会被撞到。 

在案例一中，我们不难发现小 E 在下滑动作执行前，缺乏对周遭环境的全面审视，尤其是对下方幼

儿攀爬活动的忽视，且对同伴的警示呼喊未作有效回应，这反映出其在沟通机制上存在显著的不足。被

意外触碰的男孩，由于疼痛或惊恐的触发，情绪骤变，以直接的肢体推拒作为回应，此举彰显出其情绪

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待提升之处。该案例揭示，冲突的化解过分依赖于即时的物理性反应，缺乏必要

的沟通对话与协商过程，凸显了幼儿阶段在处理类似冲突时策略构建的不成熟性，同伴交往中社会性发

展较差。而案例二中，小 C 与对面小朋友在骑行碰撞后，双方均表现出初步的不满情绪，并陷入相互指

责的循环中，这标志着冲突情绪的初步显现。然而，关键在于小 B 的及时且有效干预，他作为第三方角

色，迅速介入冲突现场，提出了旨在减缓速度以避免再次碰撞的解决方案。此举措不仅遏制了争执的升

级，更在小 B 的引导下，促使双方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携手采取了行动，继续享受游戏的乐趣，这一过

程充分展示了孩子们在合作与协商方面的积极能力与潜力。因此，可以看出幼儿的年龄影响同伴互动中

冲突的解决。 

5.2.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容易引发幼儿的积极交往行为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通常给予幼儿明确的学习和探索任务，幼儿由于有共同的目标，往往会选

择与同伴共同制定计划，参与分工与合作，出现积极的交往活动，而在自由游戏活动中，由于幼儿的兴

趣差异性等，幼儿通常选择不同的活动，交往行为出现较少，并通常体现为对玩具，材料的争抢引发的

冲突。因此，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往往会选择积极的与同伴进行交流，讨论，共同解决问题。 

案例一：在玩水过程中，小 C 尝试搭建起水管通道，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水管接头的使用，水管通道失败了，小

伙伴们注意到了小 C 的举动，小 C 主动说起他的困难“这怎么让水从这边流到这里啊？”有的小朋友蹲下来看这个

搭建的水管通道有什么问题，有的小朋友到处寻觅，突然眼睛看见了漂浮在水上的连接口，兴奋地说“用这个！”小

C 说“那我们来试试吧”，孩子们尝试合作建构水管通道，小 C 主动提醒“要把这个转紧，不然就不行”，在自己

尝试几次后，还指导旁边的小朋友。 

案例二：刚入园时，我看到大班的很多的孩子们都会选择在班级外的运动场地进行拍皮球。小 A 非常兴奋地参

与到拍皮球的游戏中，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拍了几下，然后逐渐适应享受这个过程，他用双手握着球，用力向上抛，

然后尽全力去拍，经过几分钟的练习，他已经能够熟练掌握拍皮球的要领，几乎都是单手拍，并且连续拍十几下都

不会掉。当周围小朋友在拍球时遇到困难，他主动上前说“不是不是，你别拍旁边”，拿起自己的球示范给周围的小

朋友看，“看！是这样，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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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例一中可以看出，在合作过程中，小 C 不仅积极参与，还主动承担起指导的角色，提醒同伴如

何正确连接水管，这种角色分工和相互指导的行为促进了幼儿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它展示了幼儿在集

体活动中不仅能够自我学习，还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他人的“小老师”，这种双向的学习过程对于促进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整个过程中，孩子们通过相互鼓励、分享想法和共同努力，不仅解决

了实际问题，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在案例二中，小 A 从初学者的尝试到熟练掌握拍皮球技巧，

其进步过程不仅增强了自信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他小朋友的榜样。当其他小朋友遇到困难时，小

A 主动上前提供帮助，通过示范和指导，展现了良好的同伴互助精神。这种榜样作用能够激励其他幼儿

积极学习，同时也促进了班级内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他通过耐心指导和鼓励，让其他小朋友感受到集

体的温暖和支持，从自我探索到主动帮助他人，展现了幼儿在集体活动中自主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

他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调整行为策略，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人帮助，这种能力对于幼儿未来的社

会交往和团队合作至关重要。综上，两个案例都在集体教学活动中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幼儿的积极交

往行为，不仅提升了幼儿的认知能力和技能水平，还促进了其社会性发展和情感成长。 

5.3. 幼儿在同伴交往中通过模仿发展社会性 

案例：这时，他注意到旁边的小朋友跳得很好，便停下来观察她的跳绳方式。小 F 开始模仿同伴的手腕动作和

跳跃节奏，明显感觉到他跳绳的技巧有所提升。他连续跳了十几下，没有出现之前那样频繁的失误。看到小 F 的进

步，老师走过来表扬了他，并给予了一些改进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控制绳子长度和调整起跳时机。受到鼓励的

小 F 更加积极地练习起来，还尝试加入一些自己的小变化，比如加快速度等。 

幼儿的学习旅程中，模仿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幼儿迅速习得新技能的捷径，更是推动其

社会认知深度拓展的关键因素。在目睹同伴跳绳技艺的展现后，小 F 经历了自我反思与社会比较的过程，

意识到自己跳绳技能上的不足，进而驱动他主动调整策略，选取了模仿同伴精湛表现的道路。促使他形

成积极向上的自我提升意识，促进了社会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小 F 在模仿的过程中并未完全摒弃

个人特色，而是巧妙地融合了自身的创造力与个性，学习到新技能。 
综上所述，这个案例充分展示了幼儿在同伴交往中通过模仿行为发展社会性和技能提升的过程。观

察、模仿、自我调整、成人支持与指导以及创造性与个性化发展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幼儿全面而健康

的发展。 

6. 教育建议 

6.1. 开展社会领域课程，促进社会性发展 

在幼儿园的教育体系中，精心规划社会领域课程对于幼儿的综合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有

效提升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课程设计上应强化社交互动的内容，并确保这些课程能够全面促进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这不仅要求我们在集体教学中融入交往课程，还需将社交学习自然地渗透到幼儿的日常生

活与游戏之中，以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交学习环境。在具体实施时，幼儿园应基于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量身定制适宜的交往课程内容。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的需求，我们可以确保课程

既具有挑战性又符合幼儿的实际能力，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此外，利用游戏作为教学媒

介，是提升幼儿交往能力和促进其社会性发展的高效手段。游戏不仅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还能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分享意识和沟通技巧。因此，幼儿园应精心设计多样化的游戏活

动，以支持幼儿在玩乐中自然而然地发展社交技能。幼儿园应持续优化社会领域课程，通过集体教学、

日常生活与游戏等多渠道的融合，为幼儿提供一个丰富、全面的社交学习平台，进而促进其同伴交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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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会性发展的显著提升。 

6.2. 巧用幼儿冲突，发展社会性发展 

教育应根植于生活的自然脉络之中，而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提升同样需要融入其日常的点滴互动与

生活中。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冲突虽为常态，却也是实施有效干预的黄金契机。同伴间的冲突实则蕴藏

着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宝贵机遇，它构建了一个实践社交技巧的生动场景，促使幼儿学会倾听并吸纳同

伴的意见，从而培养其视角转换与协作能力。进一步而言，同伴冲突不仅是幼儿自我认知的催化剂，也

是他们调整社会关系、深化社会交往能力的关键桥梁。这一过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教师精心设计的引

导策略，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需敏锐捕捉冲突中的教育价值，适时介入，以促进幼儿积极解决冲

突，进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成长。因此，巧妙利用并转化冲突，成为提升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重要

途径。 

6.3. 家园合作，培养幼儿的社会性行为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家长乃幼儿园教育不可或缺的协作伙伴，需秉持尊重与平等

的核心理念，积极促进家长深度融入幼儿园教育进程。”[1]家庭教育作为幼儿成长的基石，其深远影响

不容忽视。为实现教育力量的最优化整合，幼儿园与家庭需携手并进，于细微处共同塑造幼儿良好的同

伴交往模式，强化其亲社会行为，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争取家长的全面配合与鼎力支持，

幼儿园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沟通渠道，构建紧密的家校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可采取一系列创新的家园

合作模式，以促进双方的有效联动。通过家园双方的紧密协作，共同激励幼儿展现积极的社会行为，如

分享、谦让及乐于助人等，引导他们在面对冲突时能够采取建设性策略，既维护同伴间的和谐关系，又

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与喜悦。这一过程，正是家园合作对于幼儿亲社会行为培养的生动

实践，旨在为其未来的人生旅程铺设坚实的基石。 

7. 结语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自然增长，其同伴交往活动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在

低龄小班向中班过渡阶段，幼儿间的互动频率出现显著跃升，中班时期成为同伴交往行为快速发展的关

键期。当进入大班阶段后，虽然互动次数的增长幅度趋于平缓，但幼儿在互动过程中展现的冲突解决能

力却发生质变，具体表现为应对同伴矛盾时策略的合理化程度与主观能动性均有明显提升。这种发展轨

迹揭示出：不同年龄段儿童面对人际冲突时，其解决能力与行为模式存在显著的年龄梯度差异，体现了

社会适应能力的阶段性进步。其次，幼儿在同伴交往中通过模仿行为发展社会性和技能提升的过程。观

察、模仿、自我调整、成人支持与指导以及创造性与个性化发展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幼儿全面而健康

的发展，这是符合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内涵的，与前人研究一致。最后，幼儿在集体活动中不仅

能够自我学习，还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他人的“小老师”，这种双向的学习过程对于促进幼儿的社会性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孩子们通过相互鼓励、分享想法和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还加深了彼此

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社会性发展，这体现了环境对于幼儿交往互动的影响，这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

生态学理论是相符合的，因此，提升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也可以从幼儿园、家庭等环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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