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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仿是幼儿最基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大班幼儿模仿具有广泛性,两面性的特点,并不能完全

辨别模仿内容的好坏。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大班幼儿模仿成人日常生活中语言和动作两方面内容及

其产生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模仿行为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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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

下,个体受到他人行为的刺激,自觉或不

自觉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仿。” 我们

“从他人的行动中学习时人类文化的一

种根本机制,这在系统化的科学出现之

前就已存在。通过观察他人的做法并从

从中汲取经验,我们就能超越自己个体

生活的狭窄视域。同时,也能够从各代先

辈积累下来的经验中获益。”人类通过模

仿,认识世界,拓展认知经验。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当代幼

儿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幼儿

凭借强大的模仿本能,可通过多渠道学

习新的知识和本领,更快的接受新事物。

但许多家长都误以为幼儿只会从模仿他

人成功的过程中学习,其实不然。 

本研究中的大班幼儿模仿指在没有

外界控制的条件下,5-6岁幼儿在日常生

活中,受到教师、家长、其他照料人等成

人的日常言行的刺激,自觉不自觉地使

自己的行为与教师、家长、其他家庭照

料人等成人相仿。 

2 大班幼儿模仿成人日常言行

的内容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对大班幼儿

模仿成人语言和动作的内容及其产生的

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本次问卷分

别向大班幼儿教师和家长发放问卷。家

长问卷共发放150份问卷,有效问卷146

份,有效回收率为97.33﹪；教师问卷共

发放100份,有效问卷89份,有效回收率

为89.00﹪。 

2.1大班幼儿语言模仿和动作模仿

的内容 

表1.1  幼儿语言模仿的内容 

家长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语音语调 67 45.89% 35 39.33%

词语句子 56 38.36% 40 44.94%

特殊口音 20 13.7% 13 14.61%

情绪情感 58 40.31% 42 43.12%

其他 3 2.05% 1 1.12%

合计 146 89  

根据表1.1可知,幼儿语言模仿的内

容主要包括模仿成人的语音语调、词语

句子和情绪,占比都比较高。而对于特殊

口音,幼儿模仿频次较少。幼儿模仿成人

语言时,更喜欢模仿他们说的词语句子

及其语言表达时的情绪状态。 

表1.2  幼儿动作模仿的内容 

家长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表情 56 38.36% 19 21.35%

肢体动作 85 58.22% 68 76.40%

姿态 75 49.32% 74 83.21%

其他 5 3.42% 2 2.25%

合计 146 89
 

根据表1.2可知,教师和家长的调查

问卷显示结果基本一致。幼儿模仿成人

动作以是肢体动作和姿态居多。相比模

仿成人的表情动作,幼儿更喜欢直接模

仿成人的肢体动作。 

2.2大班幼儿模仿成人言行产生的

影响 

2.2.1模仿行为产生的正确影响 

表1.3 正确模仿产生的影响 

家长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语言发展 121 82.88% 73 82.02%

动作发展 112 76.71% 73 82.02%

想象力发展 102 69.86% 60 67.42%

好奇心增强 87 59.59% 49 55.06%

人际交往能力 83 56.85% 49 55.06%

合计 146 89
 

由表1.3可知,82.02%的教师认为会

给幼儿的语言和动作带来发展,67.42%

的教师认为会让幼儿的想象力发

展,55.06%的教师认为会让幼儿的好奇

心增强；82.88%的家长和76.71%的家长

都认为通过模仿大班幼儿语言更丰富,

动作更灵活；此外,均超半数以上的家长

认为,通过模仿,大班幼儿的想象力得以

提高,好奇心得以增强。 

综上所述,不论教师还是家长,都认

为幼儿的正确模仿促进其语言、动作等

各方面发展。 

2.2.2模仿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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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错误模仿产生的影响 

家长 百分比 教师 百分比

撒谎 129 83.24% 79 74.31%

说脏话 142 88.47% 85 86.45%

其他不良行为 136 86.35% 87 89.12%

合计 146 89
 

由表1.4来看,根据问卷结果显示,

幼儿的错误模仿行为会产生诸如出现撒

谎、说脏话等不良行为。其中,幼儿撒谎

人数最少,占83.24%。 

3 大班幼儿模仿成人日常言行

的影响因素 

3.1教师和家长对幼儿模仿行为关

注度不足 

幼儿园是大班幼儿日常主要生活活

动场所,教师的言行举止是幼儿主要模

仿的内容。根据教师调查问卷结果显

示,89.89%的教师发现幼儿出现不良模

仿行为时,能及时制止并加以引导；还有

6.74%的教师表示对其不良模仿行为采

用不理睬的方式。教师对其关注程度决

定了幼儿在园模仿能力的发展情况。 

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

言行无时无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幼

儿。根据对家长调查问卷显示,95.89%

的家长发现幼儿模仿不良行为时,会适

时制止,并加以引导；只有2.05%的家长

任其发展,不予理睬,特别是有些家长对

幼儿模仿行为的忽视与溺爱,这种做法

有可能增加幼儿模仿行为出现频次。 

3.2其他家庭照料人的消极影响 

除了教师与家长以外,其他家庭照

料人,如爷爷奶奶和亲戚邻居甚至陌生

成人都有可能成为幼儿的模仿对象。根

据对家长调查问卷显示,44.52%的幼儿

会模仿爷爷奶奶的言行,34.93%的幼儿

会模仿外公外婆的言行,还有9.59%的

幼儿会模仿陌生人及动画片中人物的

言行。 

3.3媒体中成人的消极影响 

当今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有很多不

可控因素存在,各类型媒体都以不同方

式、不同程度影响着幼儿的行为。对家

长的调查问卷中显示,79.45%的幼儿会

模仿动画片人物的言行。幼儿辨别是非

能力较弱,幼儿因模仿不正确的行为最

终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 

4 大班幼儿模仿行为问题的应

对策略 

4.1需及时关注幼儿的发展状况,谨

言慎行 

大班幼儿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是非

辨别能力低,此时的模仿具有广泛性,两

面性的特点,并不能完全辨别模仿内容

的好坏。教师和家长需要时刻关注幼儿

的模仿能力与水平。同时,作为幼儿的模

仿对象,成人的言谈举止,尽量在幼儿面

前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以促

进幼儿各方面的健康成长。 

4.2积极关注并干预幼儿的不良模

仿行为,家园共育 

大班幼儿对成人言行的模仿多半停

留在对其语言、动作的外部模仿,比较感

性。他们并不知道模仿的一言一行背后

的实际意义。这些无意识的不良模仿行

为,需要成人及时干预并加以引导。教师

需要针对大班幼儿年龄特点,在他们的

理解范围内,将模仿内容的内在实际意

义告知幼儿,逐步引导其出现理性的良

性模仿行为。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各类

型活动,提供相关资料,视频,图片等多

种方式引导幼儿正确模仿的益处,错误

模仿的危害。此外,家长及其他主要照料

人也需要正视幼儿的模仿行为,与幼儿

园教师步调一致,形成家园合力。 

4.3净化幼儿身边的社会环境和影

视环境,加强监管 

幼儿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该

幼儿所在社区。社区周边应营造文明、

和谐的环境。如在社区里张贴“禁止践

踏草坪”、“禁止随地大小便”的标语,

以及成人在公共场合不随便吐痰、吸烟

等文明行为和习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

幼儿,为幼儿提供正确模仿的榜样。 

此外,目前儿童音视频资源众多,但

内容质量却良莠不齐。以动画片为例,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9.45%的幼儿会模

仿动画片角色的言行。因此,作为教师和

家长为幼儿选择动画片时要严格把关,

剔除含有大量不良行为示范或言语暴力

等动画片。我们特别呼吁动画片制作人

员能关注幼儿模仿能力的发展,多研发

幼儿喜闻乐见场景,给予幼儿富有创新

的模仿内容,删减不良言行的镜头,弱化

不良行为对幼儿的影响。同时,要对动画

片制作部门及相关儿童影视资源制作部

门的内容严加审查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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