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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幼儿教师虐童事件被媒体格外关注与放大，使得教师对幼儿的奖惩行为发生

了一些变化，不恰当的奖惩方式会影响到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关注教师的奖惩

行为改善幼儿教师的奖惩方式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针对“幼儿教师奖惩行

为”这一问题，从发现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到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的思路，采用叙事研究法，对 A教师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观察，通过她与幼儿之间

“为什么总是在生气――鸡毛蒜皮与大发雷霆”“小贴画的魔力——“天使”与

“恶魔””“我到底错哪了――“威逼利诱”与“死不悔改””“小女孩的“控

诉”――杀鸡儆猴与一视同仁”的四个代表性的故事，找出 A教师奖惩行为存在

的问题包括，对奖惩行为的目的认识不足、奖惩行为有失公平、奖惩方式不合理

导致奖惩的无效、缺少对幼儿对于教师奖惩反应的关注、奖惩后对幼儿关注较少、

实施奖惩的主体是教师、教师对于一日生活的奖惩行为没有反思的问题。在分析

问题的基础上从教师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来分析问题的成因，其中内部因

素包括教师奖惩行为的观念和奖惩行为的实践，外部因素包括幼儿园的管理模

式、家长的错误观念和同事的情绪和奖惩方式。从以上几个影响因素反思了教师

不当奖惩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师奖惩行为的意见，包括三个方面

提高教师奖惩理论素养、规范教师奖惩底线行为和注重教师自我提升。其中，提

高教师奖惩理论素养包括重视奖惩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走进儿童的世界、转变

教师之爱的表达方式、尊重儿童天性、性格与个性；规范教师奖惩底线行为包括

公平对待每一位幼儿、明确奖惩目的、奖惩要及时并具体、奖惩形式要适当、关

注幼儿对教师奖惩行为的反应；注重教师自我提升包括幼儿园开展教研专题、教

师多进行自我反思。

关键词：幼儿教师；奖惩行为；教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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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ld abuse incid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has bee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and amplified by the media, which has caused some changes in
teachers' behaviors of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children. Improper ways
of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children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teachers' behaviors of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ir behaviors of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children."Preschool teachers disciplinary actions" to this question, from
finding the cause of existing problems, analyze problems to find the
practica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rain of thought, using narrative
study, observation of the A teacher for A semester, with her infant
between "why always angry - and furious" trivial "sticker of magic -"
angel "and" demons "" o" what the hell am I wrong - "coerced" and
"dissuade them" "" little girl" indictment "- to scare and equally" four
representative story, to find A teacher's disciplinary behavior problems
including,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pose of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unfair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unreasonable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method leads to ineffective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lack of attention to children's response
to teacher's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little attention to children
after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ing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is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has no
reflection on the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behavior of one day life.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are analyz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eachers, among
which the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eachers'
behavior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management mode of kindergarten, the wrong ideas of parents, the
emotions of colleagues and the way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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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factor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reasons behind teachers' improper
behavior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standardizing the behavior of the bottom line of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eacher's
self-improvement.Among them,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teachers' rewards and punishment includ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 for children's growth, entering
children's world, changing the expression of teachers' love, respecting
children's nature,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Standardizing the bottom line
behavior of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cludes fair treatment of
each child, clear purpose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timely and specific
reward and punishment, appropriate form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response to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behavior.The emphasis on teachers' self-improvement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kindergartens and the teachers' self-reflection.

Key words：Kindergarten teacher;Disciplinary actions;Teaching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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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1 问题提出

在虐童事件频繁被曝光的今天，以及有些媒体为博眼球对幼儿教师的惩戒行为

做出的一些夸张的、不客观的评价，使得社会对幼儿园教师的惩罚行为存在误解，

使得部分幼儿教师对幼儿的惩戒望而却步。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受到社会舆论压

力的影响教师为了避免误解产生，会尽量减少对幼儿惩戒，在面对班上不同的幼儿

尤其是行为习惯差的幼儿来说，劝说和奖励并起不到让其认识并改正错误行为的作

用。切要通过合理的，对幼儿身心健康无伤害的方式，让幼儿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

耻，对自己的行为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纠正。如何掌握惩戒的度是需要思考的关

键问题。在赏识教育被大众认可接受的时代，家长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得

到教师的奖励，过度地解读了奖励对孩子成长的好处，觉得惩戒总会伤害到幼儿心

理的发展。甚至在有的家庭赏识教育背景下容不得教师的一句否定，“你真棒！”

已经成为了幼儿教师对幼儿口头表扬常用的词汇，而老师频繁的使用奖励行为是否

对幼儿的成长一定有利，这种奖励的形式是否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

思的问题。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提出，幼儿园要帮助幼儿萌发爱家乡、爱祖国、爱集体、

爱劳动、爱科学的情感，培养诚实、自信、好问、友爱、勇敢、爱护公物、克服困

难、讲礼貌、守纪律等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学前教育

阶段是幼儿建立是非观念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时期，教师的奖惩行为贯穿于幼儿的

一日生活当中，涉及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幼儿的行为举止进行规范的重要手

段，也是教师与幼儿相处建立亲密关系的途径之一。教师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奖惩行为在幼儿生活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怎样发挥各自的

教育功能，该如何平衡奖惩，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奖惩行为成为了教师值得思考的

问题以及如何改善幼儿教师的奖惩行为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笔者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在入职的两年时间里，由于社会大量曝光的幼儿教师

的负面消息使得笔者对教师的奖惩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面对幼儿的良好的行

为、错误的行为时，如何正确地实施奖惩行为？一味的对幼儿实施奖励行为一定能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吗？惩戒行为是否一定对幼儿百害而无一利，教师如何掌

握实施奖惩行为度的把握，以及怎样实施奖惩行为会有效地让幼儿继续发展良好的

行为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改正错误的行为习惯。笔者对此充满困惑。在社会上充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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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负面消息的情况下，幼儿教师不能受非专业人士的错误导向，被别人“牵

着鼻子走”失去了本心，使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再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幼儿

教师更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畏舆论压力以自己的专业

素养正确地实施奖惩行为，以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学前教育阶段的

既定目标，实现幼儿全面发展。基于此，笔者想对幼儿教师的惩戒行为进行深入的

调查研究，探讨正确的奖惩行为。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奖励和惩罚是幼儿教师常用的两种教育方式。本次研究想要发现幼儿园教师实

施奖惩行为的特点，探索影响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因素以及针对幼儿教师的奖惩行

为做出相应的改善，丰富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 实践意义

对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一线教师认识到自己奖惩行为存在

的优势与不足，在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基础上更好的掌握奖惩的方式方法，科学地对

幼儿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有效的奖惩，促使幼儿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和良好的品质。

对各种奖惩方式进行研究，并对其中有益于幼儿成长的部分进行总结，为幼儿教师

进行合理的幼儿教育，正确的幼儿奖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

1.3.1 教育家的奖惩理论

夸美纽斯主张，教育要适应自然的法则，顺应儿童的天性，在儿童有良好的行

为表现时，应该给予奖励，但也不排除惩罚，在《大教学论》中认为严格的纪律是

必须的。强调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惩罚时，要有正确的目的和动机，万不能抱有报复

幼儿的错误想法，而应是帮助指导幼儿改正错误行为，达到“戒”的效果。同时，

教师要引导教育幼儿对惩罚形成正确的认知，使用合理的方法让幼儿意识到对他们

的惩罚是为了他们好，要让幼儿把惩戒看作是促进自身进步和成长的一剂苦药。

自然主义者卢梭主张尊重儿童的自然成长，反对用规章制度来约束儿童，反对

惩罚，指出教师教育儿童的时候，要尽可能少的干涉儿童，不要用命令的口吻指挥

儿童，对犯错的儿童使用“自然后果法”对其进行教育。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应

该让他们正视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随着事情的发展让儿童承担带来的后果，

从而认识到错误，到达改正错误的效果。斯宾塞在教育方面鼓励学生自治，主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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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后果的德育原则来教育犯错的学生。

赫尔巴特认为，学生的道德观念在不断地发展，帮助学生发展道德观念时要借

助相应的规章制度，防止学生出现不良的行为，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果劝说无效

时可以采用体罚的形式，赫尔巴特不是鼓励教师用恐怖的教育方式，而是要把教师

的爱和威严结合起来教育学生。马卡连柯指出“合理的惩戒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戒制度有助于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

感，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的尊严感，还能培养学生抵制诱惑和战胜诱惑的能力”。

英国教育家洛克提倡良好的行为要得到奖励，错误的行为要得到惩罚，管教学生要

采用“以理服人”的方式，要严慈相济，教师是温柔的和蔼的惩罚让幼儿心服口服。

斯金纳的行为强化控制原理认为，儿童偶然做到什么动作而得到教育者的强化，

这个动作后来出现的概率会大于其他动作，强化次数增多，概率随之增大。这便导

致了人的操作行为的建立，行为是由伴随它的强化刺激所控制的。
①
其中强化作用分

为积极强化作用和消极强化作用，强化的目的是增加行为次数，也就是“奖励行为”。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是刺激与反应的简单联结，来自外部的刺激必

须经过个体的知觉与解释，才能对个体的反应起作用。奖励与惩罚并不是简单地由

使用者的意图决定的，而产生于使用者和接触者的互动之中。对奖惩行为的内隐意

义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是认知心理学对这一领域的一大贡献。
②

1.3.2 关于教师奖励和惩戒的研究维度

程莹提出我国古代教师惩戒行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惩教分离、惩趋于教及惩教

“合一”三个阶段，并在“礼法”与“律法”中得到明确的规范。教师惩戒逐渐从

“以恶制恶”的自然惩罚转变为“以矫正为目的”的教育惩罚。域外教师惩戒行为

经历了从放任到限制、由国家利益向学生权利的历史演变。
③
曾彬对幼儿教师的惩戒

行为的研究从惩戒主体、惩戒原因、惩戒发生的时间、惩戒发生的情景、惩戒方式、

惩戒对象、儿童对教师惩戒的反应、惩戒结果的八个维度进行研究。
④
张璐以惩戒行

为指向幼儿一日生活的不同方面，教师惩戒行为分为生活活动惩戒、教学活动惩戒

以及游戏活动惩戒；根据教师实施惩戒的方式侧重语言还是动作、表情或其他，分

为言语型惩戒和非言语型惩戒；根据教师惩戒对象的多少，分为个别惩戒和群体惩

①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②
王呈样.学校中奖励和惩罚问题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2.

③
程莹.教师惩戒行为的发展: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教育学术月刊,2015,3,75-81.

④
曾彬,毛乐,刘婷,陈瑛.幼儿园教师惩戒行为的特点及其改善.学前教育研究,2017,7,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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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最后，根据惩戒对象的性别，分为男生惩戒和女生惩戒。
①
陈志超将中小学教师

惩戒行为类型分为：教育性惩戒和反教育性惩戒。
②

戚单对集体教育活动中幼儿园教师奖励行为进行量性分析，将奖励的调查维度

分为奖励的总体分布、奖励的时间、奖励的形式、奖励的对象、奖励的主题。
③
然后

对集体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奖励行为进行质性分析，包括教师奖励的标准、奖励的

目的以及奖励的效应。张莉萍，李娜将幼儿教师的奖励行为分为正式奖励和非正式

奖励。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奖励态度和行为受到教育理念、教学风格、家园关系、

教师职业倦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奖励的意义没有真正实现。
④
陈绍菠从教师对奖励

的认识、时机、形式、内容、标准这五个方面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在幼儿的一

日生活中展开分析，从生活活动、区域活动、集体教育活动、户外活动展开分析。
⑤

孙娟从奖励的频次、奖励的时机、奖励的原因、奖励的形式、奖励的频率和间隔、

奖励的标准、奖励的场合、奖励的效果这几个维度分析。
⑥

综上所述，奖惩行为研究的维度概括起来是从奖惩的主体教师、奖惩的对象幼

儿、奖惩行为发生的时间、奖惩事件的原因、教师奖惩方式、奖惩行为的结果这六

个方面。在观察和分析奖惩行为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才

能对教师的奖惩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1.3.3 奖励和惩罚的教育性功能

1.3.3.1 奖励的功能

1.3.3.1.1 奖励的正面功能

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奖励可以使幼儿肯定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

增加此类符合社会规范行为出现的频率。例如，幼儿积极的帮助了别的小朋友老师

给予了奖励，幼儿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好的。同时奖励行为会伴随着积极的情感

体验，多次的积极情感体验有利于将好的行为内化为良好品质。正面的肯定有助于

幼儿自尊心、自信心的形成，以及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对世界形成积

极乐观的态度。李鹰认为奖励的意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奖励是一种期待产

生方式。在社会范畴中，其一，它指向符合社会规范、彰显社会价值的行为；其二，

它通过对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满足，提高类似行为的频率，激励人们从而提高劳

①
张璐.幼儿教师惩戒行为的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3.

②
陈志超.关于中小学惩戒教育问题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05.

③
戚单.幼儿园集体教育活动中教师奖励行为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7.

④
张莉萍,李娜.幼儿教师奖励与奖励行为.教育导刊,2013.10,56-59.

⑤
陈绍菠.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教师运用奖励策略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17.

⑥
孙娟.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奖励策略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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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率。第二，奖励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式，使其对自己品德中的优点及长处有明

确的认知与肯定，进一步在情感上产生愉悦的情绪体验，引发他们对于这些优良品

德进行巩固发展的强烈愿望和信心，以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良好品德。第三，奖励

是一种行为的强化方式，奖励是对个体或群体正确、良好的行为给予的肯定性评价，

具有激励、促进、强化等积极效应。
①
刘慧敏指出，奖励是幼儿教师常用的一种教育

手段和教学管理策略。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诸多环节之中，教师会根据不同的现实

情境选择使用不同的奖励策略，激发学习兴趣，引导教学行为的有效进行，建立维

持班级常规，实现有效的教学管理。科学合理的运用奖励策略能显著提高幼儿对于

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其认知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让幼儿重复进行能得到奖

励的行为并逐渐内化，潜移默化地建立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此外，奖励会引

起幼儿愉悦的情绪情感体验，让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增强提高，从而促进其

身心健康发展，良好人格自然形成。
②

1.3.3.1.2 奖励的负面功能

对幼儿经常进行奖励会使幼儿做事依赖奖励，做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奖励从而

失去内在动机。“德西效应”是心理学家德西在 1971 年做了一个专门的实验，他让

大学生做被试者，在实验室里解智力难题，结果发现，人们在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

兼得的时候，不但不会增强工作动机，反而会减低工作动机。此时，动机强度会变

成两者之差，人们称这种规律为“德西效应”。
③
这个结果表明，进行一项愉快的活

动，即内感报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质奖励，即外加报酬，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

参与者的吸引力。同时，过多的奖励赞赏会使得幼儿的抗挫折能力下降，不能接受

别人的批评和惩罚形成一颗“玻璃心”。摩根（Morgan，1984）认为个体如何看待

奖励非常重要，当个体把奖励视为目标，而任务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时，内部动机

就会受损；而当奖励被看作是提供有关成功或自我效能的信息时，内部动机则会提

高。
④
美国学者科恩在 1993 年也从养育孩子、教育学生等方面提醒我们警惕奖赏对

内部动机的破坏。李鹰认为在奖励对学习动机的作用、奖励对成就归因的影响、奖

励对创造力的影响三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负面影响。
⑤

1.3.3.2 惩罚的功能

①
李鹰.教育的奖励意蕴和实践.教育研究,2013,1,21-25.

②
陈慧敏.幼儿教师实施奖励策略与产生效果的分析.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8,11,48-53.

③
陈婷婷.论教育中的奖励和惩罚.赤峰学院学报,2016,1,260-261.

④
廖贻.幼儿园奖惩策略的思考与建议.教育诊断,2017,10,17-19.

⑤
李鹰.教育的奖励意蕴和实践.教育研究,2013,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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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 惩罚的正面功能

对幼儿进行合理的惩罚可以帮助幼儿改掉不良的行为，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

在出现了不良的行为接受了相应的惩罚，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是要承担责任的，

以及不良行为造成的影响越大会承担越多的责任，逐渐形成社会责任感，意识到生

活中社会中是存在一定的规则的，意识到要适应社会的规则，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出

符合规则的行为。毛乐提出，从幼儿视角方面，幼儿园教师的惩戒行为有着重要价

值，对于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教师的惩戒

行为有利于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个性。从幼儿教师视角下，惩戒行为有利于班级常

规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教学时间的管理效率。从家庭教育的视角下，可以弥补家庭

教育的不足并且以正确的教育惩戒理念影响家长。
①
王彤音指出，惩戒行为因为会给

幼儿带来情绪情感的不愉悦体验而不提倡使用。但是，幼儿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初级

阶段，并不能很好地认知、控制、把握自己的行为，其心理活动仍以无意性和形象

性为主，道德判断处于直接受行为结果支配的前道德阶段和以成人评价为标准的他

律阶段。因而，此时期的幼儿需要成人，尤其是幼儿园教师对其进行引导和控制，

帮助其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规范意识的培养。
②

1.3.3.2.2 惩罚的负面功能

惩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幼儿的自尊心、自信心，影响幼儿健康心理的发展，

同时也对幼儿的好奇心、想象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形成消极的心理状态。

由于幼儿天生好模仿，会对教师不良的惩戒行为进行模仿。惩戒不当，没有与幼儿

在惩戒行为上达成共识，让幼儿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幼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

验，对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的形成造成一定的影响。程莹指出，古代域外教

育中，教师多以体罚为主，简单且严厉，缺乏对学生作为个体人格的尊重。此种行

为主要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教育意志，而忽略学生作为个体的发展。随着文艺复兴

的兴起，才逐渐出现了主张尊重学生权利，反对体罚等具有暴力性质的教师惩戒行

为的观点。
③
具有暴力倾向的教师惩戒行为对幼儿的身心的发展势必造成不良影响。

《正面管教》中指出惩罚会导致四种不良的后果。这四种后果的英文单词均以 R 开

头，所以又简称为“4 个 R”，分别是：愤恨（Resentment），报复（Revenge），

反叛（Rebellion），退缩（Retreat）。
④

①
毛乐,曾彬.幼儿园教师惩戒行为的误区及对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17,4,119-122.

②
王彤音.可以惩罚幼儿吗？——基于强化理论的幼儿园有效奖惩策略.江苏幼儿教育.2014,3,37-40.

③
程莹.教师惩戒行为的发展: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教育学术月刊,2015,3,75-81.

④
尼尔森.正面管教.玉冰,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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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幼儿教师奖惩的问题

陈绍菠通过研究三所幼儿园发现，幼儿园教师在运用奖励策略时存在教师的奖

励行为的认知和态度侧重于管理功能，教师对奖励时机的把握更倾向于幼儿的外部

动作，奖励形式主要为口头奖励和个人奖励，奖励内容更擅长于统一的模式，奖励

标准主要关注与自身标准问题。
①
刁迎雪研究发现，奖励对象趋势呈现小中大班递减，

奖励行为多发生于生活与教学活动中，区域与户外活动中奖励事件发生较少，奖励

形式口头奖励偏多，形式单一，奖励动机多指向于班级常规纪律，奖励效果的持续

时间短。
②
幼儿教师的奖励行为在一日生活流程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奖励目

的模糊不清。奖励行为基本沦为教师管控幼儿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强化幼儿良好行

为的发生。第二，奖励标准不明确。教师对幼儿的奖励一般都是依据自己的教学经

验，没有具体的理论支撑容易使教师的奖励行为适得其反。第三，奖励对象只关注

到了典型幼儿。教师一般关注到乖巧的或是特别调皮的幼儿，表现平平的幼儿经常

被忽视。第四，奖励言语简单笼统，奖励形式单一。奖励言语和奖励形式对幼儿有

着重要的影响，在一日生活流程中，有时奖励行为沦为过渡性语言，成为教师的口

头禅。

赵晴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惩戒方式较多出现短促告诫、教师惩戒方式较少出

现个别或集体交流有效性不高、幼儿反应以行为减少为主，幼儿行为减少并不是彻

底消失说明幼儿并不完全遵从教师的权威。
③
毛乐发现，幼儿园教师惩戒行为的误区

包括：教师惩戒行为在认知方面的误区，容易混淆惩戒、惩罚、体罚、变相体罚的

概念，对实施惩戒行为的必要性、重要性、合法性、合理性缺乏了解，部分教师过

度依赖教育惩戒，幼儿教师对惩戒行为缺乏反思意识，缺乏指导家长如何正确实施

惩戒行为的意识；幼儿教师在实施惩戒行为方面的误区，进行不当惩戒的行为主要

体现在惩戒缺失和惩戒滥用，教师与家长缺乏沟通或沟通不到位，幼儿园与家庭对

教师的惩戒行为未达成共识，致使家长不理解、不配合、不支持教师的惩戒行为，

幼儿教师缺乏与幼儿家长沟通的意识、手段与策略。家园未采取一致的惩戒理念与

态度。
④
惩戒存在的问题：第一，对惩戒教育存在理解偏差，对惩戒教育的重要作用

认识有限，将奖惩行为单纯的作为管理幼儿的手段。第二，教师惩戒权处于无度状

态，惩戒行为无固定标准，随意性较大。教师选择惩戒形式时往往随意性较大，形

①
陈绍菠.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教师运用奖励策略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17.

②
刁迎雪.幼儿教师奖励行为调查研究——以西安市 S园与 Y园为例.陕西师范大学,2017.

③
赵晴.幼儿园教师惩戒与幼儿行为反应的关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7,92-95.

④
毛乐,曾彬.幼儿园教师惩戒行为的误区及对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17,4,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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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单一，会受当时心情好坏，环境和个人喜好所决定。第三，教师的正当惩戒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受到幼儿家庭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教师采取的惩戒行

为往往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与非议。

教师的奖励和惩戒行为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总的来说是在实施奖惩行为的目

的、教师对奖惩行为的认识、教师奖惩的方式、教师奖惩的对象、教师奖惩的标准

这些方面。奖励行为上老师突出的问题是在奖励行为的滥用，惩戒行为上教师多是

不知如何合理惩戒对惩戒行为的迷茫。

1.3.5 奖惩实施的原则

奖惩是一种达到最终教学目的的手段，手段是否恰当会影响到教育效果。为了

促进幼儿良好行为的发展，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所以要遵循一定的奖惩原则。综合

有以下几个方面：

惩戒遵循的原则：第一，以完成教学教育目的为原则。惩戒行为在实施过程中

一定要让幼儿在主观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引导幼儿自我反思反省，将正确的观念

同化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第二，关爱原则。对幼儿的惩戒行为应该是抱着对幼儿

关爱的初心去帮助幼儿改正错误。第三，合理合法的原则。合理就是要有原因的进

行惩戒，不是一时兴起。合法是要尊重幼儿的隐私权和家长的监护权。第四，集体

认可原则。得到幼儿集体的舆论认可，使得班里的全体幼儿都得到教育。第五，惩

戒范围性原则，范围从内容、场合、时间上划分。第六，因材施教原则。每个幼儿

的性格以及错误行为都不尽相同，在实施惩戒行为时要考虑到不同幼儿的性格特点，

年龄特点，针对不同的幼儿设计个性化的惩戒方式。

奖励要遵循的原则：第一，公平性原则。教师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幼儿，在实施

奖励的行为的时候要关注到每一位幼儿，不仅仅是那些乖巧的幼儿。没有公平无法

彰显奖励本身应有的价值。第二，针对性原则。因材施教面对不同的幼儿实施不同

的奖励满足幼儿的需要，在幼儿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及时的进行鼓励，尊重每一

位幼儿促进学生进步。第三，具体性原则。在对幼儿进行奖励时要明确说明，奖励

谁奖励的原因。尤其是对于幼儿来说，幼儿的认知水平还比较低，只有针对的奖励，

才会得到幼儿针对性的反馈。第四，回归性原则。把奖励的权利返还给幼儿，让他

们去决定怎么样进行奖励。有利于幼儿形成自身的思维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也有益

于幼儿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第五，适切性原则。教师在运用奖励是要及时，研究

表明幼儿缺乏内在动机时，是运用奖励的最佳时机。同时奖励也要适度，滥用奖励

也会达不到奖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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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已有研究的述评

近几年对于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上有创新和发展，对幼儿教师

奖励和惩戒行为也提出了可行性高的方法策略，但是由于幼儿教师奖惩行为一直是

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所以在已有研究中难免存在不足。

1.3.6.1 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研究有待于丰富和深入

由于社会媒体对幼儿教师虐待儿童的频繁曝光，幼儿教师的惩戒行为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关于幼儿教师奖励行为的研究较多，对于教师惩戒行为研究

较少尤其是幼儿教师，也多是关于教师惩戒权的呼吁。关于幼儿教师能够实际应用

在一日生活中的惩戒的建议较少。关于幼儿教师奖励行为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者对

奖励行为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在实践层面直接面向幼儿教师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相

对较少，对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研究还需要丰富和深入。

1.3.6.2 现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多样化

以往关于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相关资料的收集大多采用问卷法，用量化的百分比

来分析教师奖惩行为，很少用质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叙事研究法等。问卷调

查法虽然有着容易量化的优势，但在调查时很难了解被调查者的意图、动机和思维

过程难以探索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教师的奖惩行为是发生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

的，深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可以更好的了解研究对象奖惩行为的现状，得到真

实有效的资料，有助于深入研究。

1.4 研究设计

1.4.1 研究方法

1.4.1.1 参与式观察

笔者以教师的身份进入班集体与幼儿和研究对象共同工作学习，在每日的工作

中可以在一日流程的各个环节中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空闲的时间调查的方式，记

录研究对象和幼儿之间的奖惩故事，对研究对象奖惩行为的特点进行观察，获得关

于研究主题的第一手资料。

1.4.1.2 访谈法

本研究运用半开放式访谈法，在访谈之前，笔者会根据研究主题制定访谈提纲，

但是访谈提纲只是起到把控访谈主题方向的作用，随着访谈的深入，笔者会根据被

访谈者回答的情况进行提问，提出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发现更多深层次的资料，

从半开放式访谈到开放式访谈可以使被访谈者更轻松，得到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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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叙事研究法

本研究运用叙事法，笔者以教师的身份，到一个班级对一位幼儿教师进行一年

的观察、访谈，以及相关信息的收集，记录其与幼儿之间发生的奖惩行为的故事、

她的奖惩习惯、方式和方法等，并对该幼儿教师的奖惩行为和习惯进行整理、分析

和反思，找出隐藏在幼儿教师奖惩行为背后的问题，试着找到其奖惩行为的成因，

并归纳出幼儿教师奖惩行为的有效策略。

1.4.2 研究对象的选定

叙事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选择是否合适关系到整

个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本研究选取某幼儿园的 A 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他作为

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选择她是因为是我在入职期间印象很深的老师，

我跟她在一个班，为我的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作为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也

是我一直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其次，她在幼教行业从业三年有余，有一定的工作经

验，不像新手教师缺乏幼教经验，三年正处于教师职业倦怠和第一个瓶颈期。她已

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可以探析家庭对教师奖惩行为的影响。而且该教

师学习学前教育专业知识取得幼儿教师资格的途径比较特殊，是通过市里组织的一

次社会人员集中学习考取的资格证，属于集中学习，学习方式比较特殊。再次，有

利于研究的环境，我在入职的时间对研究对象对班里的老师和幼儿都有了解，便于

观察研究对象，并且也得到了园领导的支持，保证了研究的顺利开展。根据叙事研

究的要求，我所采集的资料的公开是需要资料提供者同意，为了尊重她的隐私，文

中采用 A教师来代替她的真实姓名，幼儿的姓名也用字母代替。

1.4.3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本论文资料的收集，笔者采用访谈、观察、老师和幼儿的口述和幼儿交谈等方

法。观察和交谈、访谈运用较多，访谈有老师、幼儿和家长，主要是利用入园接园

的时间与家长进行半开放式访谈，与老师的交谈是利用平时就餐的时间，因为幼儿

园情况特殊每个班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设立办公室，只能利用就餐的时间随机展

开，与研究对象的交谈和访谈可以放在平时在班集体空闲时间的交谈中，然后对收

集的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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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实与观察――教师与幼儿之间的故事

2.1 为什么总是在生气――鸡毛蒜皮与大发雷霆

教室门厅，早上八点入园，A老师站在门口迎接小朋友的到来。爸爸妈妈把小朋

友送到门口，和老师打招呼之后小朋友自己脱外套，叠衣服，换小白鞋，然后走进

教室。老师对自己不能解开拉链，脱鞋子有困难的小朋友适当的给予帮助。对来到

幼儿园能完成任务的小朋友都会给予表扬，如，小朋友自己脱了外套并顺利的叠好，

老师表扬说，你真棒，自己脱了衣服还叠的这么整齐。小朋友自己能认清楚正反能

穿好鞋的小朋友，老师也会口头表扬。“老师，早上好。”“Y，早上好。”是 Y小

朋友来幼儿园了。姥爷要走的时候嘴里叮嘱 Y：“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听到了没有？”

“听到啦。”与姥爷分别后，Y站到门口不动，老师说，请你去脱外套。Y依旧站在

那里，似乎没有听到老师的话。老师便走上前去拉着 Y 的手到储藏室，并语气变得

重了说：“叫你去脱外套听不见吗?一天到晚就是懒散的。”脱了外套之后，出来拿

上小白鞋便一屁股坐到地垫上，等待了一会儿，把自己的鞋脱掉光脚把鞋子放在鞋

柜里，老师看见说：“我说过了换了小白鞋再去放鞋子，你咋就记不住呢？”Y看了

一眼老师也没有理会老师，坐在地垫上将自己的鞋套在脚上也没有往进穿的意思便

告诉老师：“老师我不会。”这时老师的眉头皱了起来并且声音高了起来说：“不

会不会，一天说不会老师没教过你吗？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能学会你咋就学不会。

你总是没有想穿的意思。”老师边教边穿给 Y穿好了鞋子。

教室里，小朋友都在区域做游戏。Y穿上鞋子后便冲进了教室（老师经常告诉小

朋友在教室奔跑很危险）一直跑到图书角的地垫上并大字型的趴在地垫上。老师见

此情况说：“Y，请你起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区域。”可是 Y似乎没有听到老师的话，

依旧趴在那里。“你没有听到老师的话吗？赶紧起来。”可是 Y 还是没有动静。这

时，A老师起身从教室门口走到图书角将 Y抱起来，带他到桌面拼插找了一把椅子坐

了下来让他在这里做区域。然后，A老师就继续去接园了。刚进入拼插区的 Y选择了

自己喜欢的材料饶有兴致的拼，时不时还会和小伙伴互动。没一会儿 Y 的目光就落

在了娃娃家并一直盯着看也停止了手中的工作，便起身跑到娃娃家的外围与娃娃家

的小朋友玩起来，Y说：“这是香蕉，我认识。”娃娃家的小朋友便拿出不同的水果

让 Y 认识，便玩了起来。正好 A 老师接园完过来看到 Y 在娃娃家边上，并和 Y 说：

“请你到别的区域，娃娃家人数已经满了。”Y转头看了一眼老师，又回过头继续趴

在娃娃家的“墙”上，没有离开，A老师又重复的说了一次请你到别的区域，娃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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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已经满了。Y仍然无动于衷，这时在娃娃家的一个小朋友说：“已经没有小脚

印了，请你离开吧。”A老师走近伸手要将 Y拉走，Y便一下子躺在了地上，喊他起

来也不动。A想要把 Y抱起来最后也没有抱起来。老师放弃了将 Y抱起来，走到一边

观察，可是 Y就一直躺在那里。老师面无表情显得很无助。老师便坐到了前面的椅

子上，时不时有小朋友拼一个作品让老师看并告诉老师拼的什么。还有美工区小朋

友捏的作品和画的画也跑过来让老师看，老师竖起大拇指说很棒，或者点头笑着说

真不错，让小朋友把自己的画挂到墙上。到了收区域的时间，老师放起了音乐，小

朋友开始收拾区域。Y看见大家在收拾玩具他便起身和大家一起收拾起桌面玩具来，

Y从桌子上拿起玩具材料很用力的将玩具“砸”到玩具框里，近似“暴走”的状态将

桌面玩具收拾完。收拾完之后便抢着将玩具框抱起来送到玩具架上，在去玩具架的

路上也不管前面有没有小朋友横冲直撞地往前走，不过也顺利的将玩具框送了回去。

之后，Y便跳来跳去，在教室奔跑穿梭于每张桌子之间，脸上洋溢着开心的表情，老

师见此情景便马上开口阻止了 Y 说：“请你不要在教室跑了，这样很危险容易撞倒

其他小朋友。”Y放慢了步伐却也没有完全停止，表现得漫不经心。小朋友全部坐到

座位上后老师对每个区域小朋友的表现进行了总结，“桌面拼插的小朋友今天表现

的不错，他们拼了恐龙、手枪、项链、花环拼的非常好，而且也收拾的快。老师给

拼插的小朋友奖励了小贴画。娃娃家的小脚印满了之后能不能进小朋友啦？可是今

天的娃娃家已经满了但是 Y 还是在娃娃家边上徘徊，老师提出批评。还有收拾玩具

的时候要轻拿轻放，有的小朋友收拾的时候就用力将玩具扔到筐子里，提出批评，

希望小朋友以后不要这样做。”

到了集体活动的时间，小朋友上完厕所之后就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Y从卫生间

出来之后就走到休息室门口，静静的看，直到老师提醒才坐到小椅子上。集体活动

的时间，小朋友们都在安静的倾听，突然 Y 就说一句无关的话打断老师的讲述，老

师就停下来告诉 Y，老师在说的时候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要举手。到了户外活动的时

间，由于天气不好老师决定去楼道里的大区域里玩球，老师把小朋友带出去，在开

始自由玩球之前老师就告诉小朋友要注意跑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看到小朋友记得

避开，要不两个小朋友撞到一起很危险。老师把球发给每个小朋友，自由玩的时候，

Y小朋友便开始奔跑起来，跑的速度也是比一般的小朋友快，一会儿就撞到其他小朋

友的身上，把小朋友撞到。老师的眉头紧皱就快步走到 Y 的跟前，再次语气严厉的

告诉 Y小朋友在户外玩球的不能快跑要懂得避让别的小朋友，Y也是满口答应。将撞

到的小朋友扶起来之后，便又开始玩了起来。但是过了没几分钟同样的事情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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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且被撞倒的小朋友也哭了起来，这时老师快速走过去并且语气严肃的告诉 Y

取消他的玩球资格只能站到边上看大家玩，便将他带了出来，Y站到边上刚开始还安

静，过了一会就想要进去但是被老师阻止了，便开始他一贯的“招式”躺在地上哭，

老师蹲下来告诉他为什么不允许他玩可是仍然是躺在地上，老师也很无奈。

显然在 Y的世界里他的规则就是“世界”的规则，我自己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在刚入学的第一学期表现的更明显不顺心意就会以躺在地上哭来威胁，或者是以置

之不理的方法来表示抗拒，他适应幼儿园规则的能力是非常差的，经历了一个学期

的幼儿园生活小朋友能大致明白一日生活流程的活动规则，而 Y 确还是处在迷茫之

中也就出现了他的“发呆时间”，Y在一日生活中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小动作”

妨碍老师对于活动流程的开展，老师一直使用相同的惩戒方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Y

依然是我行我素，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便会“大发雷霆”，起因总是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A教师与 Y已经有一个学期的磨合对于他的行为已习以为常在对幼儿频繁出现

的违背幼儿园规则的行为时，情绪上有些烦躁且下意识的采取相同的惩戒方法。也

不去追究 Y 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是用一些“懒散”“不听话”的词语去定

义该幼儿。

2.2 小贴画的魔力――“天使”与“恶魔”

K 小朋友是新学期的插班生，不在以前幼儿园上学的原因是他在班里和另一个小

朋友一起打闹，老师控制不住，直到两个小朋友打了一架都受伤了。并且老师告诉 K

的父母说班里有好几位家长反映说 K 在幼儿园总是动手打自己的孩子，老师也说在

幼儿园 K 不听话管不住。无奈之下 K 只好转学。在观察中发现 K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

孩子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是将彩泥团成小球贴到纸上的气球上，K完成作品时不慌不忙

慢慢的团好每一个小球，认真的选择颜色，在活动结束后看孩子们的作品发现 K 的

作品论整齐和干净，一点有不亚于小女生的作品。以及在每次操作的活动中，K总是

能认真听清楚老师教的方法，在操作中也能顺利完成并且完成的不错。在区域中老

师新投放的拼图玩具，是 K 小朋友第一个拼好的和搭纸杯的游戏中也是 K 搭的最高

和其他新的玩法。这些好的表现总是受到 A 老师的表扬，有时是口头表扬有时是小

贴画的表扬。区域过后老师奖励区域中表现好的孩子小贴画其中也有 K，但是过了一

会儿在集体活动中，老师准备了常规活动，小朋友都在小椅子上坐好小脚并并拢，

小手放腿上，老师刚刚开始说关于活动的内容 K 就将自己的一条小腿折叠起来放在

屁股下面，老师提醒了他，过了没几分钟又这样，老师有提醒了他，在集体活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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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问：“小青蛙是怎么样的？”K马上积极回应是呱呱呱的蹦蹦跳跳，就开始在小

椅子前开始想小青蛙一样动了起来，这时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一起跳了起来，老师

说：“好了，看来小朋友都知道小青蛙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小动物。”

其他小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回到座位上，K还是跳个不停。以至于老师无法正常的进行

下去，老师说：“现在我们要一起看下一个小动物了如果你还是这样你就把刚才区

域奖励你的小贴画还给我。”这时，K用手捂住自己手背上的小贴画，摇头。老师又

继续接着进行教学活动，又一次到了小青蛙的这段儿歌，还是有小朋友跳出座位跳

个不停，场面一时有些混乱。老师说：“好了，小朋友全部回到座位上，下次说到

小青蛙这段的时候，小朋友在自己的座位前跳就可以了，不跳出来在座位前跳的小

朋友会得到老师奖励的小贴画。”在又一次的小青蛙环节跳出来的小朋友就变少了，

在儿歌学习完之后。老师奖励了全部小朋友小贴画。

小贴画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奖励品，在集体活动中为了达到安静的秩序，小贴画奖

励是教师常用的奖励方式，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小贴纸确实能有足够的诱惑力去使

得他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强化良好的行为。K小朋友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和不善

人际交往会使他经常与小朋友发生一些摩擦这便让他有了调皮的头衔，这就使得他

获得小贴纸的几率大大降低，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小朋友在完成任务上又表

现得出色，偶尔还是会得到小贴纸，所以他对小贴纸格外的珍惜。老师在集体活动

中小贴纸的奖励对他格外有用。但是教师在奖励的规则上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对那

些不跳出来在座位上的小朋友进行奖励到最后由于整体活动好变成了所有的小朋友

都得到了奖励。在活动过程中有个别小朋友对教师提出的小贴画奖励是没有反应的，

这部分小朋友对于小贴纸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强烈，老师提出的条件并没有影响到他

们，但是最后还是都得到了奖励，这会使得教师在幼儿心中的威信度下降以及对于

本来就不在乎教师这种奖励行为的小朋友更觉得无所谓。

2.3 我到底错哪了――“威逼利诱”与“死不悔改”

户外的音乐每天九点五十准时响起，到了该户外的时间，A老师示意小朋友出去

穿衣服站队准备下楼去操场活动。小朋友找到自己的衣服开始穿，有的小朋友不会

穿寻求老师的帮助老师就去帮助小朋友，指导个别小朋友并且将衣架摆整齐。A老师

开始整理队伍“向前看齐”这时小朋友的手应该搭在前面小朋友的肩膀上。这时，

除了队伍末端的 Z和 X，其他小朋友这样做了。A老师说：“你们俩在干什么呢？有

没有听到老师的口令？”接着又一次喊口令。X和 Z仍然是这样，A老师走到这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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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面前，他俩便站好了队。接着老师便将小朋友带下楼。到了操场，到了小朋

友自由选择户外游戏器械的时间，A老师将 Z和 X小朋友叫到身边问：“你们知不知

道我为什么叫你们过来？”他俩都不出声，老师说：“你俩好好想想，谁想好谁告

诉我。”X说：“我在楼道排队时和 Z玩来。”“这样做对吗？”“不对。”“以后

还这样做吗？”“不了。”“好，那你去玩吧。”A和 X小朋友的一段对话之后，X

小朋友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户外器械去玩了。接着 A 老师问 Z小朋友：“你知道你

错哪里了吗？”Z扭扭捏捏着也不说，老师说：“那你知道老师为什么不让你去玩器

械吗？”“老师，我只不过是和小朋友在楼道里玩了一会儿。”“那你觉得对吗？”

“老师，你怎么这么搞笑啊。”说着，Z小朋友用自己的双手捧住老师的脸。老师说：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如果你告诉我，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器械

并且和自己喜欢的小朋友去玩了。”“哎呀，老师你就不要再问我啦，”“那你到

底知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呢？你看你只要像 X 一样知道自己错哪里，承认错误

就可以了呀。”Z小朋友一直也不说，A老师总是引导 Z承认他像 X一样说自己做错

了。到户外活动结束老师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

Z 和 X 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小朋友，在老师整队要进行户外活动时一起玩了游戏，

老师要求他俩认错时，Z毫不犹豫选择了认错因为不认错的后果就是取消快乐的户外

游戏时光，老师问什么便答什么给老师最想要的回答，口头很快的应承并不意味着

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守集体的规则和狭窄的楼道里进行游戏的危险性，简单的回答

便可以换回游戏时间。但是 Z 确采用各种方式也不认错，在他看来我们是好朋友之

间的游戏，我并没有犯错误，难道和小朋友之间游戏也是错误的吗，他同样也是意

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才不会说出那句我错了，老师一再的只是追问是否认错，

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不管幼儿道歉与否都没有达到惩戒的效果。而且用同样

的方式对待两种不同性格的幼儿达不到奖惩的目的，并且老师的奖惩目的有一定的

误区，老师的惩戒的目的是让幼儿听话不要违反规则，而不是让幼儿真正意识到自

己行为的危险性，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不能在楼道里游戏，这也是为什么老师要让幼

儿承诺以后不这样做的原因所在。

2.4 小女孩的“控诉”――杀鸡儆猴与一视同仁

午睡过后，孩子们像往常一样起床叠被子，从休息室走到教室喝水。生活老师

走进休息室帮助孩子们收拾床铺，A老师到教室去照看孩子们上厕所，喝水，帮小女

生梳头发。等小朋友全部收拾完毕，A老师开始下午的活动，日常的常规活动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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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开始介绍她手中拿着的手工纸，手工纸上半部分是五辆不同的车但是缺少轮子，

下半部分是这五辆车的轮子。要求是将下半部分的轮子剪下来贴到相对应的车辆上

面。老师讲解完毕后开始发手工纸，安全剪刀，胶棒。孩子们开始动手做自己的手

工，老师巡回指导，小朋友使用剪刀慢慢的将轮子剪下来，有的小朋友剪的整齐，

有的小朋友剪的粗糙。在完成手工的过程中有的小朋友无意间就将手工废纸扔到了

地面上，有的小朋友将剪下来的废纸放在桌子的一旁但是被另一个小朋友的胳膊一

推也就掉在了地上。每一桌的地上或多或少都有废纸。差不多十分钟过去后，前面

两桌的小朋友已经差不多都完成了，就开始收拾自己做手工产生的“垃圾”。到了

打下午点的时间，生活老师去打点。A老师也开始强调让没有完成的小朋友快一点完

成，完成的小朋友收拾废纸洗手准备吃点。生活老师打点回来开始组织小朋友洗手

吃点，但是还有小朋友没有完成，并告诉 A 老师一会儿户外时间会有领导来检查班

里卫生，这时 A 老师注意到第三组就只有两位小朋友完成并且 G 小朋友手里拿着剪

得碎纸在手上摇摆，嘴里还和旁边的幼儿聊天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其他的小朋友

也与她有互动。这时，A老师走过去看到 G小朋友将手工纸剪成碎片并随意的粘贴到

纸上，她手持剪刀还在剪碎纸。A老师提醒她赶紧把碎纸收拾了并且把剪刀送回美工

区，同桌的其他小朋友赶紧收拾只有 G 小朋友无动于衷，只是抬头看着老师。这时

已经开始吃点了，这时 A老师见 G小朋友无动于衷就夺取她手中的剪刀拍到桌子上，

G小朋友随之就坐在座位上嚎啕大哭并且伴有吼叫声，她的哭声已经影响到全班小朋

友的活动和情绪，这时老师将她拉到桌子的旁边坐在小椅子上，老师就开始收拾桌

子和地面的碎纸，对于 G 的哭喊没有理睬。等到全部小朋友喝水吃点洗手后到了户

外时间，A老师组织小朋友排队，没有理 G但是她的哭闹声已经低了许多，时不时的

抬头看看老师和小朋友的动态，但是只要她发现别人看她就低下头。生活老师这时

过去安慰了 G让她洗手洗脸去和小朋友排队出去玩，G 也这样去做了。户外回来，老

师对 G 进行了说服教育，问她下午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完成，以及在一直玩耍

的原因。孩子也是含糊其辞说不清楚。只是说了一句，别人也这样做了你为什么没

有管他们。下午接园时，A 和 G的妈妈交流了今天发生的事情，G的妈妈说孩子本身

就比较倔强，说孩子以前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在试探老师的脾气。第二天 G

小朋友来正常入园，在 A教师早晨接园时，G眼神飘忽拒绝和 A教师有眼神的交流。

G 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她的世界里只是单纯的认为自

己和别的小朋友都没有完成任务和打闹就应该一起受到老师的惩戒，对老师“杀鸡

给猴看”的策略不理解。实际上对于四岁的幼儿来讲按照她的身心发展规律她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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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教师的这种行为，才会觉得自己受了深深的委屈表现出大哭的行为来发泄自

己的不满。老师在采取奖惩行为时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幼儿的

思维特征、品德发展阶段去思考幼儿在面对老师奖惩行为之后的表现尤其是当幼儿

出现负面情绪时，更值得教师注意而不是简单的一带而过，不去关注教师自身的奖

惩行为，认为教师的奖惩是一种绝对权威的存在容不得小朋友去质疑。教师对幼儿

的不理解很容易影响老师在幼儿心目中的形象，把教师的惩戒当成一种恶意的行为，

感受不到老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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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释与分析――教师奖惩行为存在的问题

经过笔者的观察，A教师的奖惩行为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会多次出现，并且对

幼儿的行为习惯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教师奖惩行为的冗杂，所以选取典型的事例

对 A 教师的奖惩行为从奖惩目的、奖惩行为的公平性、奖惩方式、奖惩主体、奖惩

反思这些方面来分析和发现 A教师奖惩行为存在的问题。

3.1 对奖惩行为的目的认识不足

在幼儿出现某一行为时奖惩行为可以增加或减少行为出现的次数，但是奖惩最

终的目的是让幼儿做出好的行为时激发内在的动机以及犯错时意识到规则的存在。

让幼儿从根本上明白自己行为的对错。而不是简单的暂时的将此矛盾化解。A老师在

进行奖惩时多数是为了快速的解决幼儿之间的冲突和对幼儿外在的好的结果的奖

励。对于 Z 和 X 小朋友在楼道里打闹的惩戒，老师的目的是让幼儿口头认错机械的

答应老师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没有达到让幼儿知道自己行为的错误原因从而

减少类似行为的次数真正意识到规则存在的目的。A教师在处理幼儿“动手”问题和

集体活动奖励行为上也存在目的认识不足的问题。

在一次户外活动的时候，有小朋友告状说 K 动手打他，老师便把这两位小朋友

都叫到面前说：“你为什么打小朋友呢？”“我没有打他我只是想让他快点走。”

“那你想让小朋友快点走也不能动手啊。”然后安慰被“打”的小朋友说：“没事，

没事。”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老师总是这样口头解决。

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活动的内容是将不同颜色的彩泥团成球在纸上进行粘贴，

粘贴的彩泥小球数量有三十个左右，有的小朋友小动作发展的很好团的很快粘的也

快，有的小朋友小动作发展慢动作相对就很慢。陆陆续续有小朋友完成作品交给老

师，刚开始还是画面内容全部完成的，之后就有只完成画面内容一部分的作品，没

完成的小朋友就有些着急了，但是还有部分小朋友在一直做虽然团的不是很好却也

都完成了。幼儿粘贴完毕后老师进行了小贴画奖励，小朋友将作品都交上来以后老

师只奖励了那些最后作品完成的工整的幼儿。

老师没有意识到 K 总是出现这样的原因是 K 在对于与同伴交往的方法上存在问

题，总是简单的口头责罚没有深入到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表面看似简单的处理了

幼儿之间的矛盾，而实际并没有让 K 意识到自己本身的问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处理

他与同伴的矛盾，这也是小朋友总是像老师告状 K 打人的原因。同时，老师奖励的

侧重点是在幼儿呈现结果上，没有看到在活动过程中为这幅作品一直努力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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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目的，除了外在的让幼儿好的行为出现次数增加和给予幼儿积极的情感体验

更重要的是是激发幼儿行为的内在的动机，在完成作品期间虽然动作慢却一直默默

努力的幼儿也是值得奖励的，这种对于幼儿内在品质的奖励更具有价值，但却因为

对奖励的认识不足被忽略了。

3.2 奖惩行为有失公平

奖惩行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支撑老师去进行奖惩，才能体现奖惩的公平

性。小女孩的“控诉”来源于教师奖惩的不公平，她想要和她一起玩剪刀没有认真

完成的小朋友一起受到惩戒来达到公平，老师“杀一儆百”的惩戒方式使得幼儿觉

得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闷闷不乐。有些时候由于教师的个人喜好和家长学校的原因，

教师奖惩时也会有失偏颇。

在某次集体活动中，老师在活动开始之前整顿了小朋友的坐姿，小朋友都可以坐

的十分好。集体活动进行到中间时，在小兔桌上两位小朋友的坐姿都变得不好，一

位搭着小脚，一位将一条小腿折起来压在屁股下。这时老师看见了，对其中一位小

朋友说：“注意你的坐姿哦，请你做好。”而对另外一位小朋友说：“你怎么坐成

这样，像什么样子，如果你不想坐小椅子，可以选择不坐。”前后小朋友坐姿不正

确出现不差一分钟，但老师的语气完全不一样。据笔者了解，老师比较喜欢前一位

小朋友，犯了一些错误老师也不会有太多的责罚，而后一位小朋友是比较闹腾，经

常会不守规矩。

老师不公平的奖惩行为对于两位小朋友都是“不公平”的，那位犯了错误不受罚

受老师庇佑的孩子失去了改正自己不良生活习惯的机会，丧失了接受公平教育的机

会，有可能会影响幼儿对于行为“是非曲直”的判断，类似于家长的“溺爱”对幼

儿身心的发展造成伤害。后一位孩子对于老师的差别对待，年龄小一些会觉得老师

不喜欢我这样的体会，时间久而久之有可能会使幼儿不自信，自卑的不健康的心理

状态。

班里有一名幼儿由于年幼时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导致现在说话不利索，不会说完整

的句子只会说词语。在一次自由玩球的户外活动中，另一个小朋友拿手指了一下她

的球，她便伸手重重的打了那个小朋友。老师见此情景便快速到他们面前严厉的问：

“你打他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打小朋友呢？”幼儿见老师表情严肃便哇哇大哭了

起来。不知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平时要理解她的意思都要费好大劲，别说哭着了。

老师见此情景便抱抱她，安慰说以后不能这样了。之后和老师交流，老师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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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她总是打别人，小朋友经常向我告状，每次说她只要一严厉就哭，她也说不清

楚话，有时候自己受了委屈也说不出来，看着也很可怜的，我就索性不说她了。”

老师对待这名幼儿表面上看似“温柔”，实则是对幼儿的一种不公平对待。面对

特殊儿童，老师要给予像正常幼儿的奖惩，不能因为幼儿的特殊性有恻隐之心而偏

袒，这种偏袒可能会使得幼儿对是非对错理解不当是对幼儿的另一种伤害。并且应

该多和家长进行沟通，特殊儿童的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的欺

负，会传递给孩子一些不正确的和小伙伴的交往方式。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对幼儿的

发展是不利的，教师应该公平对待每一位幼儿给予每一位幼儿平等发展的机会，注

意奖惩的公平性。

3.3 奖惩方式不合理导致奖惩的无效

Y 小朋友是一个不懂规则的小朋友，从“口头奖励”、“代币奖励”、“动作奖

励”是经常使用的奖励方式，适宜的使用奖励方式会起到一定的鼓励幼儿的作用。

若是一味的使用单一的奖励的方式会使幼儿丧失了对奖励的追求，泛泛的奖励没有

针对性会使幼儿不理解老师奖励的意图，过度的奖励使得奖励“贬值”。惩戒老师

一般使用口头惩戒，即看到幼儿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出现时告诉他不可以。一日生活

中的不同环节都会出现口头告诫的行为，但是针对不同的幼儿不同的情景应该使用

相对应的方式才能使惩戒有效。一味的使用口头惩戒造成惩戒的无效性。对于 Y小

朋友这种行为习惯差的幼儿，A教师使用最多的是口头惩戒，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

来幼儿园起几乎每个时间段都无法按照老师的规则行事，总是要出格。坐在地垫

上不穿鞋、在区域里大声说话、满教室乱跑、吃点心的时候玩点心、户外跑横冲直

撞撞到小朋友。面对 Y 的这些不守规矩的事情老师总是采用口头告诫，要是发生危

险的事情就口头批评。Y也总是这样老师说过之后也没有多大的效果，每次 Y一犯错

就口头批评，老师整天都是在说 Y。

A老师谈起 Y说：“我好烦呀，Y总是不听话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甚至是危险

的事情，我都感觉我一整天都在说他，每次说他也不听，都是我白费口舌，真是拿

他没办法，真的是心烦呢。Y请假的那天我真是省心。”

一次公开课的活动中，老师讲的内容是语言《白天和黑夜》，在活动的过程中有

一些简单的提问，如小朋友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呀？小朋友回答之后老师就会进行口

头表扬，“小朋友回答的真棒。”之后几乎每提问两到三个问题的时候老师都会说：

“小朋友们回答的真棒呀。”进行表扬。在过程之中老师对小朋友的个别提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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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题的幼儿都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受到老师的表扬，得到表扬次数多的小朋友显

得很平淡。

过度的奖励使得幼儿对于自己为什么得到奖励变得模糊，老师有几次发小贴画是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刚开始得到小贴画小朋友还十分珍视第二天来幼儿园的时候还

在手上贴着，后来奖励的次数多了以后，才奖励的小贴画，还没到放学就没有了。

老师后来说表现好的小朋友会奖励小贴画，小朋友对小贴画的“热情”也下降了许

多。同样过度的口头惩戒使得老师口头惩戒的话变成“耳旁风”，对老师的话根本

不在乎行成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小朋友修正自己不符合规则的行为起不到任何

作用。

3.4 奖惩后对幼儿反应关注少

教师在对幼儿的行为做出奖惩行为时，应该积极关注幼儿对于老师行为的反应，

往往幼儿的反应与教师奖惩行为的效果有很大的关系。在幼儿对老师的奖惩行为出

现消极的态度时，老师应该积极思考幼儿做出消极态度的原因，更好的帮助幼儿成

长。

K 小朋友是一位插班生，转学的原因是在另一个幼儿园爱动手，无奈之下被转

学。来到新的幼儿园妈妈每次送他来幼儿园临走的最后一句话总是，在幼儿园要听

老师的话。可是在幼儿园也经常受到老师的惩戒，但是每次惩戒之后，也还是有小

朋友告状说 K 动手打人。某天在门口排队准备离园的时候，又有小朋友告诉老师 K

打他，老师就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口头惩戒。过了一会儿，妈妈来接 K 了，他一见妈

妈便说：“我今天表现很好，老师没有批评我。”

同样在上面提到的一直不肯认错的 Z小朋友，事情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Z也总是在

楼道里玩耍。而因为老师的惩戒一直哭闹的 G 的小朋友在平复情绪后对老师的询问

也是含糊不清，在后来与家长的交谈中才发现了 G 小朋友询问一直不回答的原因和

幼儿本身的性格脾性。相比较这两次事件后者的惩戒是更有效的，找到了幼儿面对

教师惩戒呈现消极态度的原因，也让幼儿更加深刻理解老师对自己惩戒的原因以及

自己的行为不对在什么地方，可以更好的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关于 K 幼儿在对老师

惩戒之后的“说谎行为”老师没有重视起来，没有深层次与家长进行沟通这或许会

成为让 K 的一些坏习惯得到改正的关键点。同时对于奖励也应该积极关注，关注在

得到老师的奖励之后有没有达到奖励的目的。多数的奖励总是奖励过后幼儿很开心，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奖励过后有的幼儿对于老师的奖励物视若珍宝生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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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有的幼儿便一会儿丢了也不觉得心疼，老师对幼儿后续行为很少关注和分析。

3.5 实施奖惩的主体是教师

奖惩的使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教师奖惩幼儿这就造成班

级里的奖惩的标准即为教师的标准，教师以自己的看法去评判幼儿行为的对错，久

而久之，幼儿就会出现一些有意讨好老师的行为。班级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氛围，

与倡导的以幼儿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的现代教育观念相违背，同时也不符合幼儿

身心发展的规律。在班集体中经常会听到小朋友这样的言论，老师说了这样画不对、

我听老师的话这样做老师会表扬我的。在班里幼儿区域活动角色区小朋友会选择玩

“上课”的游戏，游戏中有一位小朋友扮演老师其余有三四位小朋友扮演学生，在

游戏开始时大家会争着当老师，游戏过程中可以看到幼儿会模仿老师的行为，其中

除了教学行为，最多的就是教师的奖惩行为了，“你说的很棒，老师奖励一个小贴

画。”“你怎么总是扭来扭去站到最后去。”幼儿在角色扮演时所表现的教师行为

是平时 A 教师的缩影，在幼儿模仿表演的惟妙惟肖的同时也看出来教师在幼儿心中

是绝对的权威。教师的奖惩标准成为了班集体奖惩的核心，甚至在游戏中也能发现，

这也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老师的标准，老师的标准在幼儿的集体生活中可以帮助他们

认清一些事情的危险性和可行性，这对于他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也

可以帮住他们认识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但是在一些主观的看法方面老师一味的以

自己的标准衡量就会存在问题，使幼儿对于事情的看法单一且失去创造性，比如在

艺术领域里对幼儿作品的赏析，对幼儿某些行为的评价都可以去交给幼儿来评判。

教师缺乏专业的意识及符合时代发展的观念，更多的是以教师为中心可以快速高效

的解决问题使得教师在实施奖惩时以教师为主体。

3.6 教师对于一日生活的奖惩行为没有反思

教师在繁琐的一日活动流程中每天要做区域活动、集体活动、户外活动、离园

活动的反思。反思在教育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教师通过反思自己在一系列活

动中的行为及幼儿的表现来寻找存在于自身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能力，使教师的教学变成教学研究，教学反思对教师的成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实际的一日生活的教师对奖惩行为的反思只是偶尔事后的思考，不形成书面

的文本，也不整体对今日的奖惩行为梳理和思考，关于奖惩行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

果，一些奖惩行为是否适合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奖惩的方式方法是否恰当，这些

都是需要教师来反思的。关于没有奖惩行为的反思，据 A 教师口述她每日要忙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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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很繁杂，除了幼儿园常规要求完成的书面任务还有需要打印出来的，同时 A 教师

还需要帮助保健室的老师完成一些任务，她只要把这些任务完成就够了哪里有空去

自己给自己加任务。教师没有相应的反思而教师对于奖惩行为的思考并不积极，繁

琐的任务是教师没有反思的原因之一，这与教学方面的不重视有关也与教师的个人

专业素养有关系，意识不到自身奖惩行为存在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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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追问与反思――教师不当奖惩行为背后的原因

笔者分析 A 教师奖惩行为存在的问题之后发现影响教师奖惩行为背后的原因有

很多因素，归纳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来反思，内部因素包括教师奖惩行为的观念

和奖惩行为的实践，外部因素包括幼儿园的管理模式、家长的错误观念和同事的情

绪和奖惩方式。从以上几个影响因素反思了教师不当奖惩行为背后的原因。

4.1 内部因素

4.1.1 观念存在误区

4.1.1.1 教师对奖惩行为的错误理解

教师在对幼儿行为背后原因的思考以及对幼儿行为的奖惩取决于教师个人的教

育观和儿童观，持有科学观念的教师可以正确思考幼儿行为的原因和把握教师实施

奖惩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为了让幼儿好的行为可以多次出现并且增强幼儿的内在

动机和减少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出现的次数。在实际的教学生活中，教师对于科学的

奖惩观念知识接触的少，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奖惩观念的形成靠自己的实际经验，

不会有人去明确指出教师的奖惩行为的对误，往往将奖惩行为作为班级常规管理的

手段，使幼儿听话是最终的目的，奖惩流于表面的形式没实质性的探索。对于教师

的奖惩行为本质上也是对幼儿行为的正误的理解，教师的儿童观教育观决定了她对

于幼儿行为的判断。

在一节主题为“海底世界”的美术活动中，幼儿创作完成后老师对一部分作品

进行了奖励，我发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一些海底的动物，小鱼、

螃蟹、章鱼一类的全部整齐的图了颜色，然后受到了老师的表扬，班上有一位小男

生的画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在他的纸张上涂满了蓝色但隐隐是能看到蓝色的颜色下

还是有线条和笔触的，我看到他的画便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他回答他画的是潜水艇，

潜水艇是一种秘密武器，它在海底周围全是海水是很难被发现的。

孩子对于“海底世界”是另一个角度的理解和认识，在他童真的世界里秘密武

器很难被发现就要图起来，这样才能隐藏。老师只是从表面的浅层的观点去看幼儿

的美术作品没有看到幼儿深层的思想层面的东西，这样不正确的奖惩行为会挫伤有

创造性思维幼儿的积极性，影响幼儿的发展。由于老师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自身

家庭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教师的教育观与儿童观。A教师是通过参加成人培训通过

短时间的培训获取幼儿教师资格，短时间没有系统的学习对于科学的教育观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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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形成有些难以真正理解和掌握，对幼儿的理解和教育而更多的来自于自己做母

亲的经验。由于 A 教师有一个儿子，导致 A 教师对于班里的小女生宠爱有加，在有

些事情的奖惩方面会像女生倾斜，使得教师的奖惩行为有失偏颇。

4.1.1.2 教师奖惩行为存在随意性、笼统性

有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幼儿园教师有明显的职业倦怠倾向。
①
造成教师职

业倦怠的原因有很多，A教师所在的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但是她并不在编，在公

立幼儿园在编与非在编的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相差很大。研究表明，在单位性质方

面，职业动力在企业办园中要远大于公办园与民办园。
②
此现象与不同幼儿园的管理

体制，教师奖惩机制有一定的关系。除了园方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也有教师自

身的因素，该教师说过她来找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打发在家无聊的时光，本身她自

己也有副业不靠幼儿园的工资来维持生计。这是她在幼教行业从教三年，她自身有

一定的经验认为幼儿园工作的内容有一定的把握，家庭也需要她分散好多的精力去

照顾和管好孩子的学习。这些来自于自身的因素使得她对工作有一定的职业倦怠。

教师职业倦怠对教师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职业倦怠使得教师在教育幼儿时的行为

会不假思索依靠固有经验，不去思考每位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去研究幼儿的心理，

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同时职业倦怠还会影响对幼儿的耐心，面对幼儿的一些

错误行为出现急躁的情绪状态和过度惩戒的情况以及奖惩方式的不当性。对于幼儿

的表现总是以老旧的观念去看待和处理，只想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快的方法，懈怠于

探寻事情背后的原因和发现新的方法。

4.1.2 奖惩实践能力差

4.1.2.1 教师奖惩方式单一

教师的奖惩方式单一频繁使用的是口头告诫和小贴画奖励的方式和多采用个人

奖惩的方式，这种现象的背后是 A 教师的专业知识储备少。专业知识可以为教师的

行为做导向，引导教师做出正确的行为。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奖惩方式，因材施教

面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判断，给予幼儿最恰当的奖惩方式引导幼儿的行为，这

就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同时，这种专业知识是需要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

和获取的。A教师专业学习时间就短，专业知识的储备不很充足，后续的继续学习也

少，导致 A 教师在实施奖惩行为时使用的方法比较单一以及大多数情况以固有的经

验处理，不加以创新与学习新的更有效果的奖惩行为。教师常用的这两种奖惩方式

①
梁慧娟,冯晓霞.北京市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及成因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4,5,32-35.

②
张鑫.幼儿教师职业倦怠、职业认同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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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简单的在一日生活流程中最容易操作的方式，在一日活动中教师往往追求的是

如何快速高效的解决发生在幼儿与幼儿之间，幼儿和老师之间的事情。园里的活动

流程都是安排好的，老师不会因为一个小朋友的事情而耽误了集体，要出去做操在

排队时如果有小朋友告状，老师为了不影响出去做操的时间老师会用最快的口头惩

戒的方式来处理，才不会影响班里出操的速度从而影响每日出操的考核。在奖励上 A

教师喜欢小贴纸奖励，不管在一日活动的哪个环节只要幼儿表现好，如集体活动中

回答问题正确，生活活动中常规完成好，区角活动中表现有创造性都会给幼儿小贴

纸奖励，之前都是贴在小朋友的手上或额头上有的小朋友得到的数量过多，A教师

便做了一个小贴画拼比墙来记录幼儿的情况，并且每周会进行汇总。实际上，对于

幼儿的生活活动中常规表现好用小贴画奖励比较适当，而对于区角活动中幼儿的一

些创造性行为用精神奖励比物质奖励更恰当些，更能激发幼儿内在的潜能提升自我

效能感，培养幼儿个性化的发展，发挥区角活动的实际意义。单一的奖惩方式不能

满足幼儿在不同场景下奖惩需要发挥的作用，单一的方式即使是奖励也可能会对幼

儿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奖惩形式上教师注重个人的奖惩，一般都是对幼儿个

人行为的对错进行，集体奖惩情况比较少只会在集体的活动比如运动会、集体游戏

比拼时，在活动时针对个别幼儿的奖惩会对其他幼儿造成负面的影响。在采用个别

奖惩的形式的效果要好于集体奖惩，教师为了提高效率会更多的选择个人奖惩。

4.1.2.2 教师奖惩方式使用不恰当

教师在使用一些奖惩方式时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本来奖惩方式本身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但是由于奖惩方式的使用不当就没有达到奖惩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奖

惩方式在使用的的时候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比如 A老师喜欢用的小贴画的奖励方式，

在幼儿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可以帮助激励幼儿去攻克更多的难关去进一步展现自己

的实力，而如果小贴画的出现稀松平常，使小贴画失去了它在幼儿心中“神圣”的

意义，那就无法继续为老师的教育目的服务。同样，对于 A 教师使用的口头惩戒本

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使用的方式不恰当，比如对某一位小朋友过于频繁的

口头惩戒，久而久之幼儿对于老师这样的口头惩戒就会充耳不闻；老师对于集体的

不具体化的口头惩戒会让幼儿形成“法不责众”的感觉，从而失去口头惩戒的意义。

在接园时，最后半小时内老师对小朋友奖励行为占多数，看到幼儿有不良行为也只

是简单的劝诫或者置之不理，有小朋友哭泣会用最快的最高效的方式解决，因为在

幼儿园一日生活最后的时间发生不开心的事情往往经过幼儿的讲述，会让家长产生

误解，觉得孩子在幼儿园过的很糟糕。教师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最后的半个



第四章追问与反思――教师不当奖惩行为背后的原因

27

小时里尽量避免惩戒行为。同时，在一日流程不同的活动中，面对幼儿不同的性质

的行为采取的奖惩行为都不应相同。

4.2 外部因素

4.2.1 幼儿园的管理模式

4.2.1.1 幼儿园缺乏对教师的培训学习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教育理念在不断更迭，作为一线教师应该紧跟时代的

发展，积极学习和理解新的教育理念。从园所层面讲，幼儿园在各个方面给予教师

从教困惑方面的解答和探讨，对教师的专业技能的提升和继续教育起至关重要的作

用，途径有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传授方法、组织召开教研会探讨、外出培训学习等

途径，以达到幼儿教师能在培训学习中解决自己在从教中遇到的实际问题。A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对于幼儿行为的奖惩存在一些困惑，但是幼儿园自身的原因，并不能及

时的给予教师外出学习解决困惑的机会，教师只能通过自己的摸索解决。为教师提

供多种解决困惑的渠道使得教师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该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幼

儿教师缺乏外出培训的机会一定的原因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安排，幼儿园只能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展开学习，无法为所有老师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

4.2.1.2 幼儿园实施的课程模式

幼儿园实施的课程模式的背后是幼儿园整体的教育理念，园所整体的文化背景

对于教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师生关系。该幼儿园采用传统的五

大领域教学模式和区域活动，集体活动是每日两次，在一日活动流程中所占用的时

间是比较大的，集体活动时间多就会导致教师专制行为的增多从而影响到师幼关系。

集体活动时间所占的比例增大，会使的教师对幼儿集体活动的纪律，是否能积极回

答问题，对客观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进行奖惩，而这些行为的评判的主体就是教师，

这就很难避免奖惩行为的主体成为教师。在区角活动的评比和奖惩上主要是教师对

区角活动中幼儿活动中的纪律情况，活动结束时材料的整理情况，是否听从老师安

排进行讲评。而一般听从教师安排的幼儿往往会成为奖励的对象。在这种模式下幼

儿很少有发言的权利，多数是听从老师的安排，老师是绝对的权威。正确的教育理

念之下的师幼关系是平等的，幼儿在班级里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教师会去倾听

幼儿的看法，解读幼儿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相反，不正确的师幼关系里教师是专

制的，教师在面对幼儿的所有行为时总会以自己的看法为标准去评判是非曲直。教

师的奖惩行为是师幼关系的一种体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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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家长的错误观念

4.2.2.1 家长的错误奖惩观——想让孩子在幼儿园得到多的奖励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得到老师较多的关注，但是有些家

长对于老师关注的理解有些偏颇，片面的认为教师在园里对孩子的关注就是给孩子

多的奖励，如果老师在幼儿园惩戒了幼儿的错误行为或者和家长指出孩子的坏习惯

就是老师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只希望老师尽可能给孩子多的奖励，甚至有家长拿一

包贴画让老师在幼儿园奖励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使得幼儿本来对老师奖励的贴画

十分重视从而变得熟视无睹，而且本来能起到激发幼儿好的行为的作用，变得对幼

儿起不到任何的刺激作用。还有家长对于教师对孩子的惩戒行为十分敏感，尤其是

刚刚入学上小班的家长，由于家长和老师之间还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会使得家长担

心老师合理惩戒的严重程度以及老师是否喜欢自己的孩子，等一些问题的疑虑所以

会对教师的惩戒行为十分排斥，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奖励不希望孩子在幼儿园受

到老师的惩戒。家长这种错误的奖惩观念会对教师的奖惩行为带来困扰，导致教师

会对个别幼儿的奖惩实施不恰当，也会影响教师实施奖惩行为的公平性。幼儿在成

长环境中一味的收到奖励和表扬而没有纠正其错误行为的惩戒会使得幼儿无法直面

自己的错误抗打击能力下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两部分，在幼儿的成长中来自这两方面的教育有利也有弊，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看

的很重更有甚者认为学校教育可以代替家庭教育，不理解家校之间是互补，共同促

进的关系，才会导致家长一味的追求孩子在幼儿园的可以得到教师多的奖励，殊不

知来自父母亲的奖励也可以让孩子得到内心的满足。

4.2.2.2 变质的家园关系使得教师奖惩行为不公正

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良好的家园关系是有效开展各

项活动和让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础。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教师会对某些幼儿的偏

爱，首先对于其他幼儿来说，老师对待相同幼儿行为的不同程度的奖惩行为会使得

幼儿心理失衡，其次，对于被偏爱的幼儿自身会对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判断不准确。

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应该尽量维持在良好的合作关系之中，共同为了孩子的发展

努力。

班里的 F小朋友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女生，口齿伶俐非常受大家的喜爱。A教师

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宝宝，本来就对女生喜爱有加。正好 F 小朋友妈妈和 A 教师是同

乡，这便使得她们之间很快熟识并且在与 A 教师的副业上她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利

益关系。一直以来 F 小朋友便成了 A 教师的掌心的宝贝。在一次早晨区域活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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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总结中，老师发现美工区的小朋友收拾的很乱，纸的摆放很乱，没用完的彩泥也

没能塞回袋子里，有彩笔的盖子盖错了颜色。老师根据区域牌找到在美工区的幼儿，

其中包括 F 小朋友，老师先是对这几位小朋友进行了讲道理和训诫，发现教师在训

诫时不会去和 F 小朋友有眼神的交流，只是会和其他幼儿有，在最后老师去要求幼

儿去收拾整齐时老师跳过了 F 小朋友，而是让她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喝水。在一

次操作活动上，班里活动的惯例是完成操作活动接下来是下午点时间，有时操作时

间长了老师会让完成操作活动的幼儿先去吃下午点。F小朋友一向都是班里操作活动

完成质量高的，经常可以得到教师的奖励和表扬，有一次的操作中她和往常一样很

快完成便去找老师了，可是情况并不乐观她的操作有一些错误，她去改了一次结果

还是错误，但是她却没有继续改正完成而是去吃下午点了，（当时完成操作去吃下

午点的只有三四个小朋友）老师最后在整理时操作材料时发现少一个小朋友的发现

是 F 的，并且没有完成操作中错误的东西。但是老师也没有对 F 进行教育，只是把

材料整理好。

F 小朋友本身发展的不错在幼儿园总是能得到多的奖励和表扬，但是受到老师和

家长的私人交情对她的错误的行为老师总是避免惩戒，对自己一些行为的后果不用

负责任，久而久之有可能会形成幼儿无法正确认识自己，总是想要表现优秀而避免

去犯错误，总是会选择简单容易完成的任务，在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面前选择逃避，

做错事也不想去面对。教师不能正确的奖惩幼儿，对幼儿的身心发展造成不利的影

响。

4.2.3 同事的情绪和奖惩方式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流程都是需要三位教师来配合完成的，对于班集体需要配合

教学的两位带班教师来讲她们的情绪是相互影响的，这中间的媒介就是幼儿的表现，

老师会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教师的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

极的。以及在奖惩方式上两位带班教师也会讨论和借鉴对方的奖惩方式。对于生活

老师不涉及带班对教师的影响很小。受班里教师的情绪及奖惩方式的影响。A教师说

她是一个比较受别人情绪影响的人，比如搭班老师今天情绪不太好，与孩子们说笑

玩闹少些比平时严肃的话，我会发现我也会变成这样。当然搭班教师良好的情绪状

态和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到我。或者今天的主班的教师对孩子们的情况把握的不是很

好的时候，就需要配班的教师来“唱红脸”。班里两位搭班的老师在一起的合作很

重要，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成长懂规矩需要两位教师的密切配合，除了情绪状态的相

互影响之外，他们需要对幼儿的行为规范提出相同的要求，面对孩子们的行为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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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做出的抉择是要一致的否则很容易造成幼儿混乱，一个老师面前一个样。

班里的 Y 小朋友从入园开始会表现出只要有不符他心意的事情出现就会在地上

打滚哭闹，比如：户外活动时间结束了老师让排队回教室但是他还想玩，他就会不

愿意排队而且躺在地上哭闹。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刚开始遇到这样的情况 A

教师会试着去讲道理但是几次之后发现他也只是哭完全不听老师在说什么，之后便

会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只给他讲一到两次的道理说清楚之后便不再理他，慢慢他发

现没人理他便也不哭了，这是 A 老师会让小朋友集体说：“**，快起来。”在小朋

友集体喊了一两次之后便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同样是 Y小朋友的情况另一位

搭班教师一人面对时便束手无策，躺在地上哭闹也会讲道理但是最后 Y 不哭闹了也

不起来会趟在地上玩了起来。老师让他起来却也无动于衷。但是能明显感觉到配班

教师会很累面对 Y，在平时为了减少麻烦也会尽量不要去让他哭闹。之后经过两位教

师的交流 A 教师将她的方法和这样处理的理由告诉配班教师后，后来她也可以比较

轻松的去处理了。而关于 Y 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满地打滚大声哭闹到后来慢慢的还是

会躺在地上表示不满不过时间和一开始比较明显缩短很多。

两位教师相统一的奖惩行为可以使幼儿明确在幼儿园的统一标准，使幼儿好的

行为得到强化，不良行为得到纠正。两位教师之间的交流不可欠缺，尤其是在艺术

方面奖励幼儿的标准和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幼儿这两方面教师更应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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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启示与建议――教师奖惩行为的改善对策

在对教师奖惩行为的研究后，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内部因素是最易把

控的，也是对教师奖惩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师作为班集体奖惩行为的主要掌

控者，教师的奖惩理念起到至关重要的重要，首当其冲是要提高教师奖惩理论素养，

其次要规范教师奖惩底线行为，在实践中有效落实正确的奖惩理论。最后，教师还

应当注意自我的提升多进行自我反思，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奖惩理论。

5.1 提高教师奖惩理论素养

教师在一日生活中奖惩的基础是教师的奖惩观念，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才

能进行合理的奖惩，奖惩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一定的原则下合理地对幼儿的行为

进行奖惩，才可以达到奖惩的目的，帮助幼儿认识自己行为的对错，了解一定的社

会规则，让幼儿增强自己良好行为的内在动机使良好行为出现的次数变多，让幼儿

不良行为出现的次数减少。

5.1.1 重视奖惩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

奖惩教育观念是提高教师奖惩策略的基础，正确的奖惩观念引领正确的奖惩行

为。教师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来学习科学的奖惩观，可以是通过园所的培训学习、教

师的继续教育、教师的自我学习等手段来达到学习的目的，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提

高理论素养然后指导自己的实践。教师的良好奖惩行为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支持。正

确的认识奖惩行为的目的，知道奖惩行为的功能和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以及在幼儿园

一日生活流程不同环节如何正确使用、使用的策略、使用的时机、选用哪种恰当的

方式。存在疑惑时要注意自身不断地学习和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和补充，同时也要

与时俱进在入职后也要注重学习和自我提高，阅读学前教育相关的期刊、书籍、网

上相关的视频，了解相关方面专家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结合自身的情况将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只有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能运用到实践中才能算是学到了理论知识，

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应用下才能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5.1.2 走进儿童的世界

在实施奖惩的过程中，孩子是奖惩行为的对象，是独立的个体需要注意不能侵

犯儿童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到每一位儿童都具的最基本的权利有生存权、

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这就要求教师的奖惩要顾及到所有的儿童，每一位儿

童都享有发展的权利。在奖惩的过程中尤其是惩戒时要把握好范围不能因为惩戒而

使得幼儿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损害。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奖惩，面对孩子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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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奖惩，尤其是惩戒时面对有些孩子做出违反规则

的行为一直反复出现时，教师要时刻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教师在不稳定的情绪状

态下容易做出出格的行为。在对“屡教不改”幼儿的惩戒方式上，不可以出现“恐

吓”“关小黑屋”这样的伤害幼儿心理健康的方式来达到管教幼儿的目的。在一些

被曝光的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中老师多数是情绪不稳定而做出过度惩戒的行为。保

持正确的儿童观，时刻牢记幼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

5.1.3 转变教师之爱的表达方式

奖惩的事件一定要具体，不能让幼儿感受到来路不明的奖励和惩戒，对于奖励

具体的事件给幼儿提出合理的发展目标给予的奖励，可以让幼儿感受到教师真切的

鼓励，不是笼统的敷衍。幼儿犯错之后具体的惩戒，让幼儿感受到老师是为了自己

的发展而做出的惩戒，是老师关爱自己的行为，促进幼儿改变不良的行为，感受到

老师对他的爱。在教师惩戒的最后可以给孩子一个爱的抱抱。如果孩子不明白老师

惩戒的原因，会觉得是老师无缘无故的惩戒，使得幼儿在惩戒过程中受委屈。教师

在实施惩戒行为后，应尤其注意观察在接受惩戒之后幼儿的心理感受和情感变化。

譬如，有的幼儿对于惩戒事件本身乐于接受，表现出积极态度，但实则其内心敏感，

担心惩戒之后教师从此不再喜欢自己。对于此种情况，教师需要及时与幼儿再沟通，

排解疏通幼儿的不良情绪情感，以免影响师生关系的和谐，降低惩戒效果。奖励幼

儿同样也需要告诉幼儿奖励的具体原因，体现出教师的真诚发自内心的觉得幼儿表

现的很好，而不是出于某种原因的糊弄和敷衍。让幼儿明确的知道自己受到奖励的

原因是什么，也能体现教师在全体幼儿奖励的客观标准。除了关注到受到奖励的幼

儿，也要关注到没有受到奖励的幼儿，告诉幼儿原因并给出指导的建议，让幼儿明

白这次没有得到奖励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欠缺，下次努力便有可能得到奖励，让幼儿

认识到一次没有得到奖励不等于自己笨和能力差，即使没有得到奖励老师也是喜欢

我的，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不足也是一种进步。教师在对幼儿的每一次奖惩都要是发

自内心的对幼儿的发展做考量，是对幼儿喜欢和尊重。

5.1.4 尊重儿童天性、性格与个性

不同的幼儿有着不同的性格，对待幼儿行为要根据幼儿的性格特点、情绪状态

等作出反应和适当的行为对策来帮助幼儿成长。老师要深入了解班上的每一位幼儿，

在对幼儿的奖惩行为上做到因材施教，不能墨守成规仅仅根据经验依靠同一种奖惩

模式去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幼儿，这样做的效果会是事倍功半，使得幼儿对于自己行

为的认识也不明确，会出现老师口中的“屡教不改”的现象。真正认识了解幼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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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后的原因去“因材施教”地奖惩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进行物质奖励时

就要对幼儿区别对待，例如在对幼儿的手工作品评价时那些平时对手工兴趣不大，

完成效率低下的幼儿在老师的鼓励下能坚持完成，这种情况可以进行外在的物质奖

励，他的良好行为是受外部动机的驱使。但是对于平时就喜欢手工的幼儿在完成时

则应该更多的采用精神奖励，用言语或者手势去赞扬幼儿的表现，使幼儿的内心的

到满足，要是使用物质奖励反而会破坏幼儿内在行为动机。惩戒时更多关注到幼儿

的性格特征，不同性格特征的幼儿面对老师的惩戒时反应是不尽相同的，对于性格

活泼开朗的幼儿老师在集体中训诫几句是可以的，幼儿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问题。

对于性格内向敏感的幼儿来说，老师当面的训诫，幼儿把注意力从惩戒事情本身转

移到自己的“面子”上，会让幼儿难堪让幼儿自尊心受损。面对内向的幼儿在公众

场合尽量避免惩戒，可以先给幼儿一个眼神示意，事后和幼儿进行交谈。

5.2 规范教师奖惩底线行为

提高教师的奖惩行为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在思想上对奖惩行为有正确的认

识，之后也需要教师规范教师的奖惩行为，以免造成理念与实践相差甚远的情况，

在行动在落实的时候要注意奖惩形式的适切性、多样性、及时性、合理性以及奖惩

行为的教育价值。

5.2.1 公平对待每一位幼儿

公平对待每一位幼儿，关注班上每位幼儿的成长是教师应该做到的。幼儿对教

师对待自己和其他幼儿的行为会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会对教师行为的公平性作出判

断，教师不公平的行为会引起幼儿心理的不平衡。认为教师奖惩存在偏差降低老师

在幼儿心目中的威信，同时除了对待个别幼儿，教师要关注到所有幼儿，注意到班

上个别有特殊需要的特殊儿童，不能因为孩子的特殊性而起恻隐之心舍去了合乎常

理的奖惩，从而造成特殊幼儿的“优越感”。其中有几种幼儿需要教师注意，第一

种是班上行为习惯差的幼儿，这种幼儿在班上总是会破坏教师的规则而且总是会受

到老师的惩戒，教师对待这种类型的幼儿一定要有正确的姿态，在处理班里小朋友

之间的矛盾时要秉着公开公正的态度切不可先入为主，对幼儿的闪光点要及时发现

也要给予相应的奖励，不能因为幼儿平时的“小动作”而忽略了幼儿表现好的一面。

第二种是班上表现经常很好的幼儿，这种类型的幼儿行为习惯良好，乖巧大多会是

女生，老师在奖励这些幼儿时要注重他们内在动机的奖励精神奖励多于物质奖励，

激发幼儿内在的动力。对于幼儿偶尔的不良行为老师也要提出惩戒，不能因为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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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而忽略认为偶尔的一两次没什么，实则赏罚分明对于一个幼儿的成长才是有

利的，一味的奖励没有适当的惩戒会使幼儿成为“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

第三种是对于班上小朋友发展迟缓，生长发育经过一些意外的幼儿，这类幼儿在语

言发展动作思维的发展上要比正常幼儿要差些，但是教师切记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而

将幼儿保护起来，简单的将幼儿的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与幼儿自身生理上的因素所

联系，而免去正确的教导，表面上看教师与一颗怜爱之心实则对于幼儿的发展十分

不利，是一种非正常的不公平的待遇。老师对待班上所有的幼儿保持一颗公平公正

的心但是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切莫发生看似公平实则不然的事情。公平对待每一位

幼儿，不要参杂其他的原因，喜欢每一位幼儿不会因为他的家庭背景、长相外貌、

个性特征而产生其他的看法。努力做到使每一名幼儿都能得到教师公平的奖惩。

5.2.2 明确奖惩目的

奖惩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教师要明确奖惩的目的不能将奖惩目的单纯的变为维

护活动纪律、让小朋友变得听话这样简单的目的，或者严重者使幼儿变成老师生气

的发泄口。这样不单纯的奖惩很容易使得奖惩行为流于表面，奖惩行为变得肤浅沦

为教师 “掌控”幼儿的一种工具。对于幼儿来说，为了得到老师的奖励和避免惩

戒会做出相应的附和讨好教师的行为。比如幼儿会为了得到教师的奖励去选择一些

难度较低的活动，幼儿只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做出的表面行为而对于实际的内在能力

上的发展没有很大的进步。没有达到奖惩要发展幼儿认知、情感、能力的目的。在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教师的奖惩行为很容易沦为教师的管理工具而且一个操作高

效的方法，可以使教师很快的完成对幼儿常规的掌握和完成一些任务，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将教师关于奖惩目的的理论知识落实到实践中，教师要把幼儿园中的活动

进行分类，生活活动重在培养幼儿行为习惯的养成，集体活动重在培养幼儿守常规

一些客观知识的学习，为了激发幼儿的内在求知欲，区角活动重在培养幼儿个性化

的发展，户外活动的重在培养幼儿的体格运动能力和体育精神。在明确了一日生活

中这几个重要环节对幼儿培养的要求，老师时刻保持正确的观念才能在每个环节中

采用合适的奖惩行为，在每个环节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5.2.3 奖惩要及时并具体

教师要对幼儿的行为及时做出回应，教师对幼儿行为的及时回应相当于给幼儿

一个及时的强化，及时的强化效果要比延时强化的效果要明显的多。幼儿能够对自

己的行为及时得到一个合理的反馈。事后奖惩的效果往往不如及时奖惩，事后奖惩

首先是老师事情多容易遗忘，其次，幼儿对于事后奖励幼儿能开心愉悦的接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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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惩戒幼儿会遗忘自己做过的错误的行为导致幼儿在整个过程中不知所以然，

无法真正的认识到自己不合乎规范的行为，也就无法达到奖惩的目的。

在具体奖惩的过程中教师要告诉幼儿奖惩的具体原因，奖惩时的语言中要告知

幼儿他的行为中的好的地方和做的不好的地方。如“宝贝，你这幅画中公主的装饰

很漂亮，画的很棒。”“宝贝，你不可以把绒球扔到地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违反

了区域规则，玩具不可以乱扔，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告诉幼儿具体的原因也为

幼儿的行为指明了方向。同时在奖励时要注意，少用或者不用外在的表扬如“宝贝，

你真聪明！”以及强化物的奖励如“小贴纸”没有内在深层次的表扬虽然会很开心

但是却也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会使幼儿做事的目的变得“功利化”流于表面。

奖励幼儿时要多鼓励幼儿的外控的可变的方面的因素如“宝贝，你很善于探索和坚

持。”激发孩子的内在动机引导孩子不断地从内在动机中找到发展的动力。

5.2.4 奖惩形式要适当

一般教师爱用的奖惩形式有口头奖惩、替代物奖励，但是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

会遇到很多的情况，用相同的奖惩方式来处理达不到最好的教育效果。面对不同的

幼儿需要根据不同幼儿的性格，不同事件做出不同的奖惩形式，一概而论的奖惩形

式无法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使教育行为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常见奖励的方式有，

小贴纸奖励、口头赞扬、做小班长、做老师小助手。常见的惩戒方式有，口头训诫、

取消喜欢的物品或活动、脱离集体等。教师要多去了解和实践多的奖惩方式去应对

幼儿不同行为的奖惩。单一的奖惩行为并不能适应所有一日活动，一味的使用某种

行为反而会发挥它的负作用，无法达到奖惩的效果。如过多的物质奖励会使得幼儿

丧失内在的行为动机。注意个别奖惩和集体奖惩的均衡使用，个别奖惩是老师在日

常中会使用比较多的，个别奖惩会直击幼儿的行为让幼儿很明确自己的行为，但是

却会忽略集体中其他幼儿的感受。在奖励的形式上要注重集体奖惩，集体奖惩的机

会不是很多但是可以把幼儿分成几个小组，用小组小集体奖惩的方式来代替集体奖

惩发挥作用。集体奖惩会增加集体荣辱感，幼儿会从个人的行为中走向集体，培养

幼儿的集体意识，合作能力，可以营造良好的小组团结意识。特别是在户外活动中

分组进行比赛的时候，幼儿对于自己小组的输赢是非常在乎的，幼儿在无形中就能

体验到每个人都是团队中的一份子，感受到自己在集体中的重要性，这是个别奖惩

所无法达到的教育价值，每种奖惩形式都有它的价值，使用奖惩形式的多样化不同

的奖惩方式之间优势互补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

5.2.5 关注幼儿对教师奖惩行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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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奖惩行为的观察中发现，教师对于幼儿在惩戒行为中的反应关注不够密切。

但实际上，幼儿对惩戒事件的反应对于惩戒行为能否取得显著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建议教师须密切关注幼儿对于惩戒行为的反应。当教师发现惩戒事件

过程中幼儿存在对于惩戒行为的消极反抗时，不能不管不问，置之不理，而应该理

性思考，从幼儿的角度进行分析，找到反抗成因，幼儿是否因为不理解社会行为规

范从而不愿接受教师的惩戒行为；也可从教师自身角度分析，斟酌所实施的惩戒行

为是否适宜，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超出了幼儿可接受程度等，是否具有个体针对

性等，尽可能使惩戒行为本身科学合理。教师惩戒时幼儿的反应会有反抗、不理会、

假装接受、真正意识到错误，教师在面对消极态度的幼儿时，教师要先考虑自身的

原因是否是自己处理不当，“冤枉”了幼儿，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其次就是幼

儿自身面对惩戒时的态度和心理状态。对假装接受的幼儿要多观察他后续的表现情

况。能真正意识到自身错误并改正的幼儿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予赞赏。教师的奖励

行为幼儿都是喜欢的，根据幼儿的喜爱持久度会表现出，十分欣喜、一般和无所谓

的态度。对于十分欣喜的幼儿教师该考虑是否平时给该幼儿的关注过少，当然也可

能是幼儿对老师奖励物奖励方式特别喜爱。平淡的幼儿要考虑幼儿是本来是一种无

所谓的态度还是受到老师的激励会一直不断前进的情况，这就需要老师在之后的教

学中继续留心观察。对待教师的奖励表现出无所谓的状态的幼儿，需要教师从幼儿

个人性格特征、家庭教养方式、教师自身的奖励方式、幼儿与教师的亲密关系来考

虑，面对特殊的幼儿也需要教师对他们的态度多留心观察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奖

惩是一个交互的行为，幼儿是这次行为的受益者要着重注意到幼儿的反应，教师要

接受到这些反馈信息并思考才能更好的开展奖惩。

5.3 注重教师自我提升

5.3.1 幼儿园开展教研专题

幼儿园应该尽力提供幼儿教师外出培训的机会，让教师可以接触到和自己不同

的思想，借鉴别人优秀的方法来为自己所用。在交流学习中除了常规的环创、区角

布置、集体活动的开展之外十分有必要开展关于教师奖惩经验的交流，因为幼儿奖

惩行为贯穿于一日生活流程中的各个环节，也是幼儿与老师相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教研是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比较快捷和经济的方式，组织

每周一到两次的教研活动中，可以通过设立教研专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教师

进行理论系统的培训，先让教师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观奖惩观存在的偏差，然后树立



第五章启示与建议――教师奖惩行为的改善对策

37

正确的教育观、奖惩观。对于奖惩行为教师之间展开大讨论，相互之间交流自己在

实际的教学之中奖惩行为的使用情况，举一些实际的案例让大家讨论分析教师奖惩

行为的优势与不足，在分析案例的同时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把奖惩的理论知识更好的

落实到实际的教学生活中。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教研活动可以强化教师的奖惩观念，

更好的落实奖惩行为，使教师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尽量缩小，教师之间的

交流也可以促进教师相互学习，将好的实践经验传播开来。

5.3.2 教师多进行自我反思

教师进行自我反思是提升的重要方法，教师应该从自己的一日生活流程中总结

自己的奖惩行为的得失以及在做的不妥当的地方，除了整体的思考外还要有对于班

上特殊的小朋友的奖惩行为的思考，面对不同性格特征的小朋友总结面对他们的方

法，以及反思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当下的“以幼儿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在不断的反思下才能避免老师自身不自觉的将奖惩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

己手中的这种现象。在反思的过程中最好将自己的反思感悟以文本的形式记录下来

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对自己过往经验有不断深刻的认识。不断反思自身的行为是

帮助自己成长的重要途径，在反思记录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

把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这可以帮助自己在实际的操作中更得心应手。教师在将奖

惩观念落实到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总会存在曲折，奖惩行为在落实的过程中与观念有

一定的差距是实际存在的现象，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教师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

的反思，反思过后再实践，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才能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使教师的奖惩行为真正的科学和利于幼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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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

杨紫璐，女，山西古交人，就职于阳曲县阳兴幼儿园。

联系方式：1763656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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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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