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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伴在幼儿整个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伴之间的互动交往能够帮助幼儿锻炼人际交

往能力,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发挥着积极的教育效果。基于此,文章以中班幼儿同伴冲突为主,探求解决中

班幼儿同伴冲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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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过程中,冲突频繁发生,

且具有一定破坏性无法避免。随着社会

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社会活动中的

冲突并不重视,冲突的解决让人们对结

果越发重视,对过程有所忽视,使得冲

突无法从根本上被解决。冲突发生在人

际交往过程中,双方为对抗关系。幼儿

时期的冲突一般发生于两个幼儿间,幼

儿进入幼儿园后就开始集体生活,但是

由于幼儿园内的公共用品使用进一步

引发了小朋友之间的矛盾,如果幼儿在

此过程中不能够学会分享和谦让,就会

引发冲突。而幼儿成长过程中,同伴的

作用十分重要。教师在处理幼儿同伴冲

突的时候要试图引导幼儿自行解决冲

突,学会分享、主动接纳他人,理解同伴

并能够安抚同伴,这对同伴积极互动起

着重要作用。 

1 幼儿冲突行为的内涵 

同伴就是儿童及与之相处具有相同

社会认知能力的人。幼儿与同伴之间的

关系互利互惠,彼此公平,地位平等,这

种关系为彼此间的互动交往提供了机

会。冲突表示一种对立抵触的关系,冲突

是有目的的的,本文提出的幼儿同伴冲

突是指在幼儿与同伴进行交往时,因语

言、动作行为或为达某种结果、目的等

产生的争执与对立现象,标志性的冲突

以各抒己见与反对彼此为主。幼儿双方

因产生分歧而引起冲突行为时,彼此在

语言、态度、动作以及表情等方面形成

不同形式和程度上的对立,目的是幼儿

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通过其

他方法来使冲突过程结束[1]。因此,一

方幼儿有冲突行为发生,其在言语、行

动等方面表示出明显的争执性,且另一

方强烈的表达反对意见或是有反对的

行为表现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幼儿存在

冲突行为。 

2 影响中班幼儿同伴冲突行为

的因素 

2.1内部因素 

第一,幼儿气质类型。气质类型包括

抑郁、胆汁、多血和黏液四种,其中抑郁

型就是心理敏感、畏缩、孤僻,胆汁型就

是冲动、难约束,多血型就是活泼好动,

黏液型就是安静有耐性[2]。不同类型的

幼儿应对的行为也不相同,对幼儿及其

同伴交往关系都会产生影响。 

第二,幼儿认知情感。幼儿冲突发生

原因直接影响其应对冲突的反应。而幼

儿对冲突的应对行为受到认知、情感的

影响,幼儿表情和姿态、语调等情感表现

直接对幼儿同伴冲突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幼儿社交能力。幼儿的社交能

力和经验对幼儿处理冲突、协调人际关

系有着直接的关系。个体差异导致幼儿

社交能力存在差异,但是随着幼儿的成

长,其社交能力也会提高,在同伴的相处

中学会了分享、合作以及谦让等,有利于

幼儿社会性水平的提高。 

2.2外部因素 

第一,教师影响。教师是幼儿的引导

者,幼儿会受到教师的态度、观点及管理

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在班级规划管理上,

教师作为班级管理人员,其对物品和活

动有着支配权力,这就影响了幼儿及其

同伴的冲突行为。 

第二,家庭影响。父母的素质、教养

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氛围都影响了

幼儿的观念和行为,这就导致幼儿在日

常生活学习以及与同伴的相处中会受到

家庭的影响。 

第三,社会影响。社会媒体的发展对

人们的冲突观念产生了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幼儿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

值观也产生了影响。 

3 解决中班幼儿同伴冲突的

对策 

3.1幼儿方面 

第一,提高自控力。幼儿要学会自我

调控同伴冲突,包括情感、情绪认知以及

态度等调控。有人能够自我控制,平复消

极心态,采用自我激励法来提高自己的

信心,深呼吸来调节情绪,而教师的帮助

是无法独立解决问题的。幼儿在冲突事

件解决后,要培养自省能力,教师和家长

要为幼儿提供帮助,引导幼儿在同伴交

往时运用合作、分享、以及谦让的方法,

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激励幼儿用乐观

的心态面对冲突,引导幼儿从冲突中学

会人际交往,从容的面对冲突,学会调控

自己的言行和情绪,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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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冲突原因。幼儿对冲突原

因的明确这些对其行为有所影响。对此,

教师可以组织冲突归因训练,通过训练

培养幼儿,掌握正确的归因技能,避免出

现归因偏差现象。可以通过观看有社交

教育意义的动画片,引导幼儿反思自己

的行为,积极应对冲突事件。 

3.2幼儿园方面 

第一,开展冲突课程。幼儿的社会性

发展水平受到幼儿园冲突认知程度的影

响。幼儿教师的专业性更是这其中的关

键,教师要具备冲突解决专业素养。幼儿

园也要针对教师开展冲突培训课程,使

教师增强对冲突的认识,并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培训计划,提高教师的冲突解决

能力,完善冲突解决方法,对于幼儿园而

言,即可以成立学习小组[3]。教师间要学

会分享交流,在面对幼儿冲突时,要认真

倾听,并帮助幼儿自行解决冲突。 

第二,提高教师素养。首先,教师要

重点关注班级幼儿冲突的状况,及时了

解冲突原因与特点,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要仔细观察幼儿特点,及时处理冲突,避

免冲突升级的同时减少冲突发生。其次,

教师就幼儿日常表现及其行为与家长展

开交流,将幼儿成长档案递交给家长,帮

助家长了解幼儿在园情况。最后,教师要

对幼儿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注意培养,

观察幼儿的气质类型,并根据冲突背景

做出适当的引导,明确幼儿冲突的行为

动机,理解幼儿行为,并找到平衡点,促

使双方矛盾化解。对此,就是要对幼儿的

社交技能培养有所重视,将自己的榜样

效果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与家长合作。幼儿园的活动需

要家长的配合和支持,对此,幼儿园需要

组织团体活动,加大幼儿接触力度,促进

幼儿社会性发展。家长也要向幼儿园反

馈幼儿在家的表现,双方一起努力才能

更好的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形成健全人

格[4]。 

3.3家庭方面 

第一,转变教育观念和方式。在放纵

型和忽视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中,幼儿一

般带有攻击性,容易与其他同伴发生冲

突。而运用正确教育方式的家庭一般较

少出现冲突行为。因此,作为家长要以身

作则,这样才能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良好的性格和稳定的情绪,逐步学会

解决同伴之间的冲突。家长要对幼儿冲

突的重要性有深入的认识,主动了解幼

儿发生冲突行为的原因及应对方法,家

长可以对幼儿的表情、言语以及动作进

行观察,从外部表现来判断冲突行为发

生后幼儿的情绪变化,采用积极的情绪

及时给予幼儿帮助,真正解决幼儿同伴

冲突的问题。 

第二,引导幼儿自行解决冲突。家长

应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幼儿的冲突,在适

当的时机家长要予以帮助,鼓励幼儿能

够独立解决冲突,从而提高幼儿的社交

能力,帮助幼儿形成独立解决冲突的自

信心。 

第三,为幼儿提供社交机会。家长要

引导幼儿用语言协商来解决冲突,鼓励

幼儿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例如,

家长可以带幼儿去参加植树,春游,爬山

等活动,引导幼儿认识新的同伴,也可以

通过带领幼儿参加团队协作游戏、邀请

其他幼儿到家做客等方式,丰富幼儿与

同伴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提高其社交

能力,降低冲突发生率。 

3.4社会方面 

一方面,对现代媒体技术的使用要

严格规范,尤其是电脑电视,其中的质量

参差不齐,不良的节目会导致幼儿具有

攻击性。对此,家长要引导幼儿观看合适

的节目,且一些公共场所的视频广告要

播放公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广告,

社会相关部门要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教育

氛围,避免幼儿接触暴力等不良视频。另

一方面,对图书等发行物品要做出严格

规范,图书出版要积极健康,筛选能够为

幼儿形成健康身心的图书绘本,严厉打

击具有暴力等不良色彩的图书,从整个

社会层面上来,为幼儿营造良好的读书

氛围,通过具有教育意义的图书,提高幼

儿的模仿能力,增强幼儿的冲突解决信

心,使幼儿能够用积极健康的方式与同

伴沟通,进而帮助幼儿解决冲突。  

总之,同伴冲突在幼儿交往中是十

分普遍的,幼儿由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

处于自我中心发展阶段,容易出现冲突

行为,文章从幼儿自身、幼儿园、家庭、

社会这四个角度帮助幼儿解决同伴冲

突,最终提出了一些解决策略,这样才

能减少因冲突而造成的后果,有助于培

养幼儿学习和掌握人际交往的能力,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幼儿社会认知

能力,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为幼儿今

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促进幼儿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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