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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前沿

摘 要：师幼言语互动是学前教育得以实施的依托，也是教师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通过解读师幼言语互动和教师言语行为，

可以从师幼言语互动方式、师幼言语互动受益面、师幼言语互动目的三个维度观察师幼言语互动，自主开发观课工具，以团队

合作、分类观察的方式，走进教学现场，收集大量具体、实证信息，比较全面地掌握当前教师与幼儿言语互动中存在的外显行为

问题，分析导致师幼言语互动不良的根源性问题并提出适切对策和建议，为教师基于证据改进言语行为提供直接支持，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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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A Study
Based on Field Classification Observation

LV Ping1, LV Hua2

（1.Shanghai Pud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127, China;
2.Yindell No.1 Middle School, Jalaid Banner 137600, China)

Abstract: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it is also
theembodiment of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By interpreting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and teachers’
verbal behavior, we have observed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method, benefits, and purpose, developed lesson observation tools, and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concrete and empiric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eamwork and classified as well as on-site observation. We have
fully graspedthe current explicit behavior problems in the speech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and
analyzed the root causes of poor speech interaction, as a result, we have put forward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directly support teachers for improving their verbal behavior based on
evidence and thus enhancing education quality.
Key words: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child speech interaction; on-site obser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师幼言语互动是幼儿教育得以实施并提升质量

的关键，也是教师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颁布

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多次对教师语言提

出要求：对幼儿讲话时，注意结合情境使用丰富的语

言，以便于幼儿理解；要使用幼儿听得懂的语言；注意

说话时的语气、语调；等等。但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师

幼言语互动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在影响整体

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为此，通过解读师幼言语互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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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言语行为，研究者确定观察的维度，设计相关的

观察与记录的工具，采用分类观察的方式，以此展现

师幼言语互动的全貌，基于证据细致、深入地诊断师

幼言语互动状况，提出形成良好师幼言语互动的对策

和建议。

一、解读“师幼言语互动”

师幼言语互动属于师幼互动的范畴。师幼互动是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教师和幼儿之间发生的

各种形式、性质、程度的心理交互作用或行为的相互影

响。表现为师幼双方开启互动和对彼此语言、行为意

义的理解和反馈，借助材料、表情神态、肢体等的互动，

包括隐性的互动和显性的互动，具体涉及互动时机、互

动主体、互动内容、互动形式、互动效应等［1］4 。

在大量的教学观察和日常教师访谈中，我们发现

幼儿园教师在实施教学活动时，基本的脉络是“提出

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围绕“问题”实现

不同教学环节的目标，从而实现整个教学活动目标。

这个基本脉络的外在表现是师幼的问—答—反

馈，教师和幼儿就在提问、回答、反馈间进行着言语的

互动，这也是一个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推动教学

活动的深入进行，其中教师的提问与反馈最能体现教

师的教学机智和教育智慧。

二、师幼言语互动的观察维度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

种行为。因幼儿的年龄特点，言语交流是师幼互动的

主要途径，幼儿在和教师的言语互动中领会教师的指

令、操作的要求，共同完成要达成的目标。那么，教师

与幼儿的言语互动中，在实施哪些行为呢？这些行为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著名的弗兰德斯互动分类分析体系认为，教师说

话会产生两种影响：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产生不同

影响的言语行为是不同的。教师说话的间接影响主

要来源于四种行为：接受感情、表扬或鼓励学生、接纳

或采用学生的主张、提问；直接影响来源于三种行为：

讲解、给予指导或指令、批语或维护权威性。鲍里奇

认为，提问和反馈是有效教学的关键因素，并对教师

和学生的问、答、反馈进行了编码。其中，对教师的反

馈区分出11种行为［2］5 。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结合幼儿园集体教学中师

幼言语互动情况，研究者确定师幼言语互动的三个

观察维度：师幼言语互动方式、师幼言语互动受益

面、师幼言语互动目的。三个维度相互支持、相互

补充，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师幼言语互动现场信息

系统。

维度一，师幼言语互动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容：教师提问方式、幼儿回答、教师反馈。主要设计意

图是了解教师提出问题的境脉、幼儿回答问题的主动

性、教师回应幼儿的策略（见表1）。

表1 师幼言语互动方式（打勾√）（追问，在问题前加星号*）

问
题
序
号

1

2

3

4

5

…

教师提问方式

语言+

动作

语言+

表情

语言+

动作+

表情

语言+

图片/

音乐

语言+

动作+

图片/

音乐

幼儿回答

无
回
答

主
动
回
答

集
体
回
答

点
名
回
答

教师反馈

表
扬

肯定-

重复

纠
正

表情/

手势

无
反
应

批
评

问
别
人

别
人
喊
出

重
复
问
题

给
线
索

给
答
案

维度二，师幼言语互动受益面。将一个教师从教

学活动开始到结束期间，与幼儿发生的言语互动路线

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点，考察教师对不同能力、主动

程度的幼儿的关注情况，有多少幼儿能够跟随教师的

教学进程。观察的教师主要记录教师与每个幼儿的

互动次数，意图是了解教师面向群体幼儿情况。

维度三，师幼言语互动目的。结合教师日常教学

言语的指向，我们将教师面对幼儿的言语活动分为七

2



总36卷 吕 萍，吕 华：师幼言语互动现状分析：基于现场分类观察的研究

项：组织教学、指导活动、提问、反馈、讲解内容、维持

纪律、解决纠纷。

采用时间取样，将教师整个教学活动时间进行2

分钟一次的取样观察，可以获取教师言语活动的分配

情况：语言类型、某一种语言类型使用频率。分析这

一信息，能够判断出单个执教教师言语活动的指向，

进而了解执教教师整个教学状态，判断教师的教学能

力（见表2）。

为了避免信息遗漏，我们进一步设计了两张表

格，具体记录教师和幼儿言语互动的语言。如果说师

幼言语互动方式记录表记录的是教师与幼儿言语互

动的整个面，那么师幼问-答-反馈的具体语言记录的

就是点，即教师面向一个幼儿言语互动的情况。这种

记录更加细致，能够收集到教师与个体幼儿间的言语

互动具体语言。表3与表4的联结点在教师的提问，

观察者在记录的时候能够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其

中教师会有一些针对个别幼儿的追问，我们采用星号

标注的方式呈现（见表3和表4）。

三、师幼言语互动观察的组织与实施

师幼言语互动分类观察与评价的实施过程，按照

教学的三个环节——课前、课中、课后进行，也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课前的准备、课中的分类观课、课后汇总

信息与反馈。

（一）课前的准备工作

（1）将执教教师的教学设计分发给观察员，观察

员要熟悉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

（2）进行分工，每个观察员领取观察任务，熟悉观

察的内容和任务要求，准备好观察表和所需要的辅助

工具，如手表、画路线图的白纸、笔等。根据观察需

要，制定相应的观察记录表格。

（3）给每个小椅子上贴上数字编号，按照小椅子

编号认领所观察的幼儿。

（4）熟悉幼儿的座位图，即幼儿是怎么坐的。

（二）课中的分类观课

进入教学现场，按照观察任务，观察员运用观察

工具进行具体的观察，搜集教师与幼儿的言语互动信

息。要求观察员不打扰幼儿，不干扰教师教学。同

时，根据观察任务选择恰当的观察角度，即采用团队

合作方式，每一个或两个人选取一个维度进行观课，

搜集执教教师的详细信息，为后期师幼言语互动评价

做准备。

（三）课后汇总信息与反馈

课后，专门找一间会议室，执教教师、观察员聚集

在一起，留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执教教师准备说课、

课后反思；观察员根据分类观察记录内容进行分组，

同时根据回忆进一步补充观察信息，并进行相互间的

表2 教师言语活动时间取样观察（打勾√）

时间

2分钟

4分钟

6分钟

8分钟

10分钟

12分钟

14分钟

16分钟

18分钟

20分钟

……

组织教学 指导活动 提问 反馈 讲解内容 维持纪律 解决纠纷 补充项： 补充项：

表3 师幼问-答-反馈的具体语言（1对2观察）

教学

设计

环节1

环节2

环节3

问题

序号

幼儿1

回答

教师

反馈

幼儿2

回答

教师

反馈

教学设计

环节1：

环节2：

环节3：

问题序号 具体语言 备注

表4 教师的提问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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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如问题数量、顺序等，准备评课的具体内容。课

后会议后，有专门的观察者整理所有的信息，提供给

执教教师一个比较完整的观课报告。

四、师幼言语互动现场观察结果分析

经过一年多的课堂现场分类观课评课，我们对当

前教师与幼儿的言语互动情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同时不断修正观课工具，萌生出一些比较好的观察记

录方式。

（一）幼儿园教师提问方式多样

鉴于幼儿的年龄特点，教师在提问的时候，都会

声情并茂，尽量刺激幼儿的多种感官，激发幼儿投入

教学的积极性。如在中班数活动《买礼物》中，教师共

采用了四种提问方式：语言+表情，有14次；语言+动

作，有10次；语言+图片，有2次；语言+动作+图片+音

乐，有7次。再如在大班语言活动《我不生气了》中，教

师共采用了三种提问方式：语言+表情，有3次；语言+

动作，有7次；语言+图片，有3次。

（二）教师提问的突出问题是数量多、随意性

强，封闭性问题多

提问数量多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在教学活动的每

1分钟几乎都有2-3个问题，有的教师甚至更多。如

在一次小班音乐集体活动《小鱼游》中，教师在29分钟

内提出了40个问题；在大班数活动《抓住贪吃贼》中，

教师在32分钟内提出了136个问题……

在解读教师提问时，我们发现教师提问的随意

性很强，一些口语性质的提问很多，如“是不是”“对

不对”“是哇”；提出一个问题后，重复率非常高，如

“还有吗”“为什么”，当教师请一个幼儿站起来回答的

时候，就会把问题重复一遍，提问几个幼儿可能就会

重复几遍一个问题，这在小、中、大班教学活动中都比

较普遍。

封闭性问题多也非常突出。封闭性问题的回答

或解释唯一，如教师经常会问“是什么”“……是什么

意思”“什么叫……”“还有一个麻烦是什么”“你们去

过超市、逛街吗”这些回答不需要幼儿更高思维如推

理、归纳等的参与，只需要回忆或者从所听到、看到的

信息中筛选就可以了。

在与幼儿园教师的进一步交流沟通过程中发现，

除了以上问题，教师提问中直接性问题、聚合性问题

也比较多，开放性、发散性的问题较少；问题对实现各

个环节目标的贡献率低，无效问题较多。

（三）幼儿消极回答较多，受到“规矩”的限制

从观课记录来看，幼儿更多是消极应答，教师点

名了幼儿才给予回答。如在大班语言活动《我不生气

了》中，幼儿点名回答，9次；集体回答，3次；个体幼儿

主动回答，2次；课后与幼儿园教师交流发现，为了保

持教学秩序顺畅，幼儿一进入幼儿园就开始学“规

矩”，如教学活动中发言要举手，不能插话，不能随便

走动等。这成为考察教师教学常规、控班能力、教学

秩序的重要指标。

据我们对教师语言分配情况的时间抽样观察，也

反映出教师的语言主要集中在组织教学、提问、反馈

和讲解内容上，基本上没有关于维持教学秩序方面的

语言。

（四）教师普遍关注能力强、主动性强的幼儿

通过画师幼言语互动路线图发现，有一种“一边

倒”的现象，即教师喜欢提问积极举手、表达能力强、

能够快速给教师一个“满意的回答”的幼儿。一些不太

喜欢举手，不能很好表达想法，不能给出教师满意回答

的幼儿，由于问答机会的不平等，致使一部分幼儿丧失

了信心，出现无所事事，游离在教师关注范围之外。

在现场观察中，形成三种师幼言语互动路线记录

的样式。

路线图样式一是一种最为简单的计数式师幼互

动频次图，如图1。对每一位幼儿进行编号。只要认

真观察每一个幼儿，记录教师与之互动的频次（几颗

星）就行，简单易行，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教师与幼儿的

互动情况，教师的关注面。但是收集的信息比较单

一，无法体现出教师与幼儿言语互动中信息的流动。

路线图样式二是一种扇形师幼言语互动路线图，

如图2。教师面向全体幼儿，通过观察记录能够直观

地看出教师面向全体幼儿情况。向下的箭头表示教

师发出提问，幼儿做出了言语反馈。星星标注表示教

师进行了追问。

图1 计数式师幼互动频次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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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样式三与样式一有些类似，是一种定点观

察记录言语互动路线图，如图3。通过运用不同的标

注符号，既能够了解教师面向全体幼儿的情况，又能

够反映出每个幼儿与教师的互动情况。

（五）教师的反馈大多是“重复幼儿的回答”“完

整表达幼儿的回答”“简单肯定”

通过利用师幼问-答-反馈整体情况表（表1）和对

师幼言语互动具体语言的记录（表2）来看，教师的反

馈基本上停留在“重复幼儿的回答”“完整表达幼儿的

回答”“简单肯定”上，没有做到根据幼儿的不同回答

进行适切的反馈，给予具有个体关怀的反馈。

（六）师幼言语互动尚处于“问—答—反馈”

状态

很多教师与幼儿言语互动的目的更多是放在讲

解教学内容上，急于完成教学任务，而对教学现场的

调控能力较弱，很少对幼儿的回答进行追问，调整提

问方式，探询幼儿想法等，在幼儿回答后给出一个回

应就进入下一个环节，或者转向另外一个幼儿。

五、形成良好师幼言语互动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教师与幼儿言语互动中存在的外显行为问

题，与教师忽视学情分析，教学目标与内容的关联度

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机智，教师发展缺乏团队有效等

问题有直接关系。

（一）加强学情分析

当前，“以学定教”理念不断得到教育界的关注并

予以实践。学情分析是“以学定教”理念实施的基础

和前提。在日常教学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幼儿园教

师对幼儿的学情处于估计状态，导致师幼言语互动质

量不高，活动无法顺利开展。如在提问上，很多教师

提出的问题会高于幼儿的经验、表述啰嗦、缺乏逻辑

性，甚至出现提问与主题学习无关。

在很多教师的教学设计中，一般包含活动目标、

活动重点和难点、活动准备、活动过程四个部分，基本

上没有学情分析内容。部分教师会在设计思路部分，

有学情分析的内容，但教师对幼儿的学情分析过于笼

统。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不善于捕捉幼儿的

反应信息，走“教案”问题比较突出。

学情分析并非仅仅是教师课前需要做的工作，需

要贯穿整个教学的全程。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及时

捕捉幼儿的反应，特别是幼儿的回答，并进行即时的

分析和判断，如没有领悟教师的问题，回答错误，回

答内容部分正确，回答内容完全正确，回答内容很精

彩，回答内容混乱，回答内容与教师提问不相符，等

等。根据这些信息，教师可以对问题做出调整，重复

问题，请别人回答，把幼儿错误的回答内容转化成一

个问题，给予肯定和表扬，等等。但现场观察发现，

教师为了完成预定的教学过程，很少顾及到幼儿传

达出的信息。

学情分析需要对幼儿在语言、健康、社会、科学、

艺术五大领域发展水平有比较具体、详细的把握，这

是教师进行师幼言语互动的依据和基础。而无论是

新近发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还是《上海

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对学情都没有详细的分析，仅

仅是提出了目标和要求、教育建议。因此，在师幼言

语互动中，首先要改进教师以往仅仅注重内容、方法

和任务完成情况等行为，学习并运用多种方法和途

径，充分把握学情，预设关键性问题，推测幼儿可能的

回答，把教学设计作为一种预案，切实把幼儿学情作

为开展活动和教学的逻辑起点和前提。

（二）提高教学目标与内容的关联度

在很多教师的教学设计中发现，教学活动目标与

内容间关联度不紧密，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目标并未

体现内容传达的意图；二是内容实施脱离预设的目

标。目标与内容间的不匹配造成教师整个提问目的

出现偏差。

图3 定点观察记录言语互动路线图

表示教师追问后，幼儿进行回答。

图2 扇形师幼言语互动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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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从两个路径来处

理目标与内容间的关系：一种路径是围绕目标来设

计内容，关注每项内容或活动对实现目标的贡献

率；另一种路径是根据所设计的内容提炼目标，看

所设计的内容到底能够对幼儿的哪些方面、哪个能

力有所促进。

（三）提升教师的教学机智

教师开展教学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再充分

的准备也可能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和一些不可预知的

“生成”。教师如何机智地应答和处理幼儿生成性的

问题或者事件，是值得每一个教师关注的重要命题，

也是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磨练的专业能

力之一。

教师发起问题后，传达给幼儿时，会出现各种状

况：不应答、应答错误、应答偏离方向等，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教师发挥个人的实践智慧。很多教师提出问

题后，面对幼儿答不上或回答错误时，往往不能诱导

孩子正确理解问题，不能依据幼儿当下状况调整问

题，而是急于进入下一环节，放弃问题，师幼之间的互

动没有真正产生。

在保护幼儿应答积极性的前提下，教师要适时做

出诱导、探询或者调整，理解幼儿的回答，有针对性、

适切又丰富地回应幼儿。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问答

互动，促成一种问题得到多种应答，不断把幼儿引向

更高层次思维水平的状态。同时，增强语言的适切性

和丰富性，需要教师不断加强学习、观摩优秀教师教

学、多次尝试等途径提升教学机智。

（四）教师个体自觉发展与团队合作有机结合

当下教师反思已经成为教师改进现有的教育教

学行为的重要途径。教师反思要从自己的实际教学

活动出发，发现、分析其中的问题，并通过教师之间的

合作讨论来探求改进教学的途径，是一种“实践-反

思-实践”的循环改进过程。

但在现场观察中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观课技术

支持和观课任务分配，教师泛化、随意性的观课，导致

在课后研讨环节质量不高，给执教教师提供的信息不

够集中、具体和全面，执教教师教学改进难度比较大。

因此，需要团队从教师教学的整个过程介入，集

体备课，合作分类观课，研制有效的观察技术，基于

证据地合作评课。群体在研讨、实践、互助中交流并

提高认识，解决难题，共同成长，特别是幼儿园师资

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合作研究与实践的

介入。

六、小结

综上所述，师幼言语互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

题，涉及到的因素很多，如教师自身语言素养，教学材

料准备情况，幼儿语言发展水平，幼儿对内容的喜爱

程度等。关于我们开展的观察与评价尝试，有几点需

要进一步说明。

（1）观察工具的适用面：比较适合集体教学，对于

幼儿的个别化活动、自主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的观

察，较难做到现场观察，需要采用录像记录后期进行

观察。

（2）观察点的选择：需要根据教师教学改进进程

进行调整。针对第一次执教的教师，观察人员可以四

个方面都观察。当执教教师明确了自己的言语行为

重点改进的方向后，可以根据执教教师改进的言语行

为重点进行观察。

（3）观课报告：观课人员一定要为执教教师后期

整理一份详细的观课报告。将所有观课信息，按照四

个观课维度进行归纳和分析，有理有据地指出执教教

师言语行为的优点和不足，作为执教教师改进言语行

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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