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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的视角”逐渐成为研究视角热点，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幼儿身心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研究

将从儿童的视角采用同伴提名法、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调查，结果如下：幼儿园大班幼儿同伴关系分为五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幼儿在同伴交往和同伴选择上都有差异。促进幼儿同伴关系发展的指导策略：教师在面对不同类型的

幼儿应采用不同的指导方法;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给予适时的指导。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

以期为同伴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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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儿童同伴关系作为早期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其内心体验和看法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传统研究多从

成人视角出发，难以准确揭示儿童对同伴关系的真实感

受。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探究同伴关系，可以弥补这一不

足，并丰富相关理论研究。

现有文献对同伴关系的定义、类型及其对儿童身心

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张文新、赵敏莉和张璐璐

等人对同伴关系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强调同伴关系是年

龄相近或相同的幼儿在游戏、学习和生活中经过长期交

流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
[1-3]

庞丽娟、束从敏和何菲等

人的研究则揭示了幼儿同伴关系的多种类型。
[4-6]

不同的学者指出，同伴关系的对幼儿身心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且影响幼儿同伴关系因素较为复杂。
[7-11]

鲍

琴、周宗奎等人的纵向研究则指出，认知能力、个体特

征水平和互动水平是影响儿童同伴关系的重要因素。
[11

-12]
此外，李垚的研究还探讨了母亲的养育方式和母子关

系对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
[14]
已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对同伴关系的实证研究不足。因

此，因此本研究将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研究同伴关系，了

解幼儿眼中对同伴的需求及不足之处从而促使幼儿建

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法、

同伴提名法和访谈法等多种方法，深入了解儿童对同伴

关系的看法和需求，以及不同类型幼儿在同伴交往中的

表现。本研究期望为幼儿家长、幼儿教师和园所提供建

立良好同伴关系的建议，促进幼儿同伴关系更好的发展。

1 研究设计与方法

1.1 观察法

对实习所在幼儿园的大三班 32 名幼儿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观察，采用轶事纪录法对观察对象进行记录，观

察结束后在认真整理观察内容绘制成观察记录表。

1.2 同伴提名法

综合班级儿童对同伴姓名的回答，得出每名幼儿在

班级中正提名、负提名总分，以此来判断幼儿在同伴关

系中所被接纳的程度，对大班 32 名幼儿进行同伴提名，

其中男生 18人，女生 14人。

1.3 访谈法

对大班的 13 名幼儿进行访谈，可以更好地理解五

种类型幼儿对同伴的看法以及选择同伴的偏好。

2 幼儿同伴关系的现状

2.1 幼儿同伴关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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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幼儿同伴关系类型分布表

同伴关系类型
性别人数所占幼儿类型人数比重

男 女
幼儿类型所占总人数

比重
X2 P

受欢迎型幼儿（3） 67% 33% 9.3% 15.750 0.001

被拒绝型幼儿（6） 67% 33% 18.8%

被忽略型幼儿（6） 83% 17% 18.8%

矛盾型幼儿 （2） 50% 50% 6.3%

一般型幼儿 （15） 33% 67% 46.8%

如图所示 X2 小于 15.750，P 等于 0.001 说明幼儿

同伴类型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幼儿类型所占班级

人数的比重中，一般型幼儿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46.8%，

矛盾型幼儿所占比例最低占总人数的 6.3%，受欢迎型

幼儿人数偏低达 9.3%。

此班级以一般型幼儿为主，被忽略型和被拒绝型幼

儿居多、矛盾型和受欢迎型幼儿较少的班集体。

2.2 幼儿同伴关系具体表现

1.受欢迎型

受欢迎类型幼儿有 3名，男生占 67%，女生占 33%，

幼儿类型所占总人数比重为 9.3%。这类幼儿在幼儿园集

体生活中表现为活泼开朗、反应速度、善于交际，这类

幼儿对人友好、善良，是被多数同伴喜欢的幼儿。

在老师眼中，一一是个“好孩子”，因为他聪明、

活泼，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中深受老师喜爱。当一一在

户外活动时，如果和其他小朋友因为玩具球发生争执，

其他幼儿往往倾向于支持一一，认为一一的行为总是正

确的。因此，当一一遇到问题时，他能迅速得到教师和

同伴的关注。

2.被拒绝型

被拒绝型幼儿有 6名，男生占 7%，女生占 33%，幼

儿类型所占总人数比重为 18.8%，被拒绝型的幼儿通常

在活动中表现得比较活泼，渴望结交朋友。他们会主动

寻找小朋友一起玩耍，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交往方式，经

常出现攻击性行为，这使得其他小朋友难以接受他们。

因此，这类幼儿同伴中有很多负面评价。这类幼儿认为

好朋友就是玩伴，只有在一起玩耍才能得到满足，所以，

这类幼儿喜欢和他有共同特点的同伴。

小林是一位经常被拒绝的幼儿。小林在许多活动中

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例如他会抢夺其他小朋友的玩具。

当他想要加入某个活动时，他不会征求其他小朋友的意

见，而是直接参与其中，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他被直接拒

绝。因此，其他小朋友也不愿意与他一起玩耍。

3.被忽视型

被忽略型幼儿有 6名，男生占 83%，女生占 17%，

幼儿类型所占总人数比重为18.8%，这类幼儿大多没有

明显的不友好或者是攻击性行为，通常是集体中比较听

话的存在，常常被老师和同伴忽视。这类幼儿渴望拥有

专属的友谊，可能源于他们在日常与同伴的言语或行为

交流中获得的反馈有限，进而加深了他们对友谊独特性

和唯一性的强烈需求。在选择同伴时，他们还会考虑父

母的意见，父母会指导他们与什么样的小朋友交往。

阳阳是一个存在感低的小朋友，总是静静地做自己

的事情，不与同伴交流，也不扰乱课堂秩序。由于他的

安静性格，他很少得到老师和同伴的注意，因此常处于

无人问津的状态。

4.矛盾型

矛盾型幼儿共有 2名，其中男生和女生各占一半。

这类幼儿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为 6.3%。矛盾型幼儿通常在

某一方面表现出色，成为活动中的领导者。矛盾型幼儿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更倾向于与人相处融洽的朋友，

对同伴的期望与自身需要相一致。

石头在同伴关系中表现出典型的矛盾型特征。石头

展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并在团体中树立了一定的权威。

然而，石头有时会表现出对同伴的控制欲，有时会引起

同伴的不满。

5.一般型

一般型幼儿共有 15名，其中男生占 33%，女生占 6

7%。这类幼儿在总人数中的比重为 46.8%。在集体生活

中，一般型幼儿表现得并不突出，他们的同伴对他们的

态度既不极端厌恶也不极端喜爱。一般型幼儿在选择朋

友时，其标准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受到他人积极评价的幼

儿。

静静就是这类一般型幼儿的典型代表，也是班级中

占比最多的类型。静静在与同伴交往时既不会主动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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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也不会拒绝同伴的交往。这类幼儿平时表现得比

较正常，既不会特别出众也不会特别调皮。

3 促进幼儿同伴关系发展的对策

3.1 教师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幼儿应采用不同的指

导方法

针对不同类型的幼儿，实施个性化指导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成长。对于那些社交技能娴熟、

在同伴中受欢迎的幼儿，如航航，他们能够有效解决冲

突并和谐相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避免过度干预，

仅在必要时提供及时的干预和引导。而对于那些在交往

中表现出退缩、往往被忽视的幼儿，例如阳阳和薇薇，

他们性格内向，教师需要及时发现并积极引导，帮助他

们融入集体活动，增强他们的安全感。

3.2 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

为了全面促进幼儿的发展，家园合作显得至关重要。

只有幼儿园与家庭携手合作，我们才能在教育幼儿的过

程中实现共同的成功，并确保幼儿能够获得均衡而优质

的成长。推动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不仅需要幼儿教师

的主动引导，同样需要家长的积极支持。因此，幼儿园

和家庭都应当携手合作，共同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

的社交环境，并给予正确的指导，以促进幼儿同伴关系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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