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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幼言语互动作为师幼互动的主要形式，其有效性是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但当前幼儿园大班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情况不尽理想。对话理论强调互动应建

立幼儿与教师相互尊重、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载体进行思想与情感的沟通交流，双方

在倾听和接纳的过程中产生相互理解与共识。其内涵与良好师幼言语互动不谋而合，本研究就

对话理论视角下的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言语互动进行概括归纳，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科学集体教学活动；对话理论；师幼言语互动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Teacher-Child Verbal Interaction in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ogue Theory——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Teaching of Science in Kindergarten Classes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一直以来，师幼互动及其质量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研

究内容。师幼互动质量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师幼之间的言语互动是教师与幼儿互动的主要方式，高质量

的言语互动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看到儿童、理解儿童，支持

儿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指出“幼儿期是语

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1]”，对于正值语言能

力迅速发展阶段的幼儿来说，构建良好师幼言语互动意义重

大。但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言语互动不尽理想，存在教

师言语控制过度，幼儿情感被忽视、自由探究时间少等问题。

已有研究对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的影响因素、存在问题

及策略等进入深入研究，但缺乏以理论为视角对科学集体教

学活动中师幼言语互动进行深入探讨。对话理论强调，构建

基于师生合作、平等民主、教学相长的新型和谐师生关系[2]。

研究以对话理论视角，分析大班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言

语互动，以期为幼儿园提升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质

量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一级甲等公办示范园 A园，从大班收集到五

节科学集体教学活动视频中选取具有代表性一节视频为研

究对象。视频在自然的状态下录制，清晰完整，研究者进行

现场速记，针对教学活动中的教师、幼儿的行为对教师进行

非结构化访谈。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研究者主要

通过非参与式观察记录真实状态下的师幼言语互动行为，研

究要借助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以下简称 IFLAS)对科学集

体教学活动中师幼言语互动进行分析，它是一种专门用于编

码和量化分析师生间言语互动，便于研究者操作的对课堂师

生互动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系统[3]。根据 IFLAS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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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交互矩阵，并进行矩阵分析、折线分析和比率计算等方

式相对客观地呈现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情况[4]。

二、研究结果

（一）师幼言语互动基本情况分析

本研究就视频进行分析，根据 IFLAS记录的数据按编码

顺序进行两两组合，制作成矩阵表，如下图所示，结合绘制

的矩阵表和各行列的比率，可以客观分析教学活动中师幼互

动的情况。

图 1

从图中可以看出，讲授出现次数最多，说明在科学集体

教学活动中教师较多采用讲授的方式教学。其次，幼儿被动

言语高于主动言语，说明教师在讲授的同时给予了幼儿言语

表达的自由，表明幼儿喜欢与教师交流互动，大胆地表达自

己的意见；但大多是通过提问幼儿来与之互动。教师操纵技

术共出现 58次，而幼儿操纵技术出现次数为零；说明在科

学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打破教学材料的限制，

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使活动更具丰富性，但教师忽视科

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幼儿自己探索、体验的过程，幼儿缺乏一

定的操作材料/技术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接纳幼儿情感、

表扬鼓励、和教师接受并采纳幼儿的观点出现的次数相较少，

这表明教师的反馈不足以满足幼儿的需求也就是教师会置

之不理或选择性忽视部分幼儿的主动应答，没有给予相应的

反馈。教师较少使用批判或维护权威的言语，但很少对幼儿

进行表扬和鼓励，也较少接纳幼儿的情感，说明一定程度上

缺乏感情交流。

（二）课堂结构分析

IFLAS把课堂言语结构分为教师言语、幼儿言语、沉寂

/混乱、技术/材料四大类，根据四类行为在教学活动中的占

比可以得出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结构分布。

图 2

从图中可以发现，教师言语占比最高，其次是幼儿言语， 由此可以看出在活动中师幼言语互动较为频繁。但教师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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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课堂结构的主要内容，这表明教师在活动中处于主导地

位。操作技术/材料占比较低。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在科学集体

活动中使用了多媒体技术/材料来帮助幼儿深入理解教学内

容，结合视频观察分析发现，教师在操作多媒体过程中会出

现差错，导致活动中出现沉寂或混乱，整体上来看教师操作

技术/材料的比率要高于幼儿沉寂/混乱的比率。但幼儿操作

技术（材料）的频次为零，据研究者观察发现，由于时间和

条件限制，幼儿无法获得充足的操作机会，教师在科学集体

教学活动中会剥夺幼儿操作技术（材料）的机会，幼儿缺乏

亲自动手操作的体验。

（三）情感氛围分析

情感氛围分为积极和缺陷两个方面，积极情感氛围表示

教师在情感态度上接纳幼儿情感或观点，对幼儿进行表扬或

鼓励，对幼儿产生积极作用，缺陷情感氛围表示教师以指令

或批评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威，对幼儿产生消极影响[5]。对两

个区域进行频数统计可以得知，积极整合格出现的次数为 12，

大于缺陷格出现的次数 11，出现较多的情况为接受或使用幼

儿的主张。据观察发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也会关注幼儿的

想法，因此可以看出在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倾向于关

注幼儿、了解幼儿、鼓励幼儿、积极支持幼儿。

（四）教师言语分析

IFLAS将教师言语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由表可知，教师言语的直接影响要高于间接影响，这表明在

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幼儿的控制倾向于以直接明了

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言语强化方面，分为积极强化，指的是教师在间接影响中

对幼儿的情感接纳、观点接纳和言语表扬，消极强化指的是

教师发布指令，批评幼儿或维护自身权威，积极强化出现频

次低于消极强化出现的频次，这表明教师在开展科学集体教

学活动时给予的消极影响要大于积极影响，对幼儿指令和讲

授要大于表扬和鼓励，课堂氛围稍紧张。在教师提问方面，

分为开放性问题和封闭性问题，教师开放性问题出现的频次

共计为 57次。教师封闭性问题共出现 73次。封闭性问题出

现的次数大于开放性问题的次数，说明课堂中教师幼儿的言

语表达，想象力发挥受限。

（五）幼儿言语分析

幼儿言语主要包含幼儿被动言语、幼儿主动言语、幼儿

与同伴讨论三个部分。其依次出现的次数为 127，130，18，

分别占总幼儿言语的 46%，47%，7%；说明科学集体教学活

动中幼儿愿意回答老师的问题，对科学活动感兴趣，有较强

的积极主动性，但幼儿较少出现自主讨论、与同伴讨论。教

师在活动中给予幼儿自由讨论、与同伴讨论的机会、时间有

限，从而限制幼儿的自由表达与讨论。在幼儿主动言语中，

分为主动应答和主动提问，所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128，2次，

这表明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提问为主要方式与幼儿进行互

动，通过提问激发幼儿积极思考和并回答，这也导致言语互

动方式单一，幼儿容易陷入“教师问—幼儿答”的互动模式

中，而幼儿主动提问，和与同伴讨论的互动方式较少。

三、研究结论

从情感氛围分析上看，良好的课堂氛围在师生互动中具

有重要价值，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开发创新思维和提升

教学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结合观察发现在科学集

体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氛围良好，主要得益于教师与表现优

异、爱回答问题的孩子之间的互动，教师容易忽视与其他幼

儿的互动。这一定程度上缺乏了对互动较少幼儿的情感关怀。

其次幼言语互动频繁，但对话深入性不强。活动中言语互动

模式较单一，主要以问答作为言语互动模式且教师言语反馈

较为简单，缺乏针对性，难以与幼儿的深入言语互动，此外，

教师的问题具有较强的预设性，限制了幼儿的言语、思想发

展。从表 1中可以看出教师提出的封闭性问题多于开放性问

题，尽管封闭性问题具有可以考验记忆性知识水平的特点[7]，

但这导致师幼互动模式倾向于单一化，并且教师所预设的封

闭性一般相对简单，这样的互动使得师幼之间的对话难以深

入。最后，在活动中可以看到教师灵活运用多媒体，使科学

活动更加有趣，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活动，实现信息技术

与教学活动的深度融合，是学前教育信息化的核心[8]。技术

的使用发挥了非言语材料的功效。但教师操作技术占比仅为

9%，比重相对较低，说明幼儿缺少机会参与操作技术，即现

有的多媒体技术虽然已经实现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

用，但仍然完全是幼儿教师的单方面操作。

四、建议

深度对话，关注情感交流，教师应鼓励多个幼儿参与互

动，与幼儿进行深度对话，提问题时，多增设开放性问题，

给予有针对性的、多样化的反馈。教师不能简单停留在“教

师发起提问—幼儿回答”的循环话语结构中，要关注幼儿的

回答，可以对幼儿的回答继续追问，也可让其他幼儿参与进

来，通过多方对话展开深度的对话，既有利于促进幼儿思维

发展，提升教学活动的质量，也有利于推动教师的实践性反

思。另外，教师在与幼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应平衡认知和

感情的关系，关注与幼儿的感情交流。在为幼儿创设优质的

物理环境的时候也要为其创设宽松、愉悦的心理环境。

基于对话，提升师幼互动的质量。对话理论认为对话双

方不是“我—他”主客体关系，而是“我—你”主体间性关

系，这种“我—你”的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它

强调对话双方相互理解，以语言为媒介进行思想交流，达成

双方视域的融合。基于对话的教学帮助幼儿构建知识经验[9]，

教师与幼儿在对话互动过程中彼此的思想、情感、知识、技

能得到碰撞和提升。在对话开启之前教师应当正确认识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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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地位，把幼儿看作独立的个体，基于平等关系展开交

流互动，教师应具备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正确认识儿童、

读懂儿童，清楚认识自己在教学中的地位和职责，与幼儿进

行沟通，鼓励幼儿自主讨论，从而提高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儿童对事物的认识不简单来源于外界直接经验的灌输，

也来源于与外界事物交互关系中形成的经验总结。科学集体

教学活动中的师幼对话，主要是师幼之间的言语互动，教师

应给予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幼儿进行言语互动，同时也要创

造机会，大胆鼓励幼儿与同伴进行交流互动，改善活动过程

中幼儿较少与同伴交流讨论的情况，另外，对话双方的主体

即教师和幼儿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在科学集体教学活动中

发挥引导的作用，不能简单主导整个教学过程，这就决定了

在对话互动过程中教师需要较少使用命令、和指令的言语。

对话是教师和幼儿自愿、积极地参与的，教师要为其创造良

好的语言环境，让幼儿能大胆、自由的表达，将话语权归还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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