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4*5

6

3-,7)+8-.9,3:5+;3<

=

!!

(*.

=!

!"#$

!!

>).?&' 7)?%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

##ChI"$G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子课题$

h(!"#D"&'

%!陕西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十二五#规划课题子课题$

4I\[!!D%

%!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Q

十二五
Q

优秀小课题研究

$

!"##4\[@b("!D

%

作者简介!高东慧&女&山西霍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幼儿园副园长&一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

"

儿童学习与发展

&@F

岁幼儿责任感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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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责任感是一个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研究采用实验法&通过前后测对
#!"

名
&@F

岁幼儿责任感进行测

查&经分析对比发现)培养前和培养后&三个不同年龄阶段幼儿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且男孩和女孩的

责任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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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作为幼儿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品质&深受

心理与教育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舒尔$

01*+5

%'王

健敏等将幼儿责任感视为社会性三维结构中的一个

重要维度&认为责任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核

心内容&对之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

,

(-幼儿园指导纲

要.在对社会性目标制定中指出)能努力做好力所能

及的事&不怕困难&有初步的责任感+

!

,

(在幼儿园经

常看到幼儿对自己或别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不闻不问'

置之不理!对家人朋友给予的关爱认为理所应当!不

懂得对他人的尊重与感恩&长此以往&会造成孩子不

合群'自私'不负责任的思想&无益于其本身及社会的

和谐发展(相关研究指出)幼儿责任心主要由自我责

任心'他人责任心'集体责任心构成+

&

,

(而以往研究

表明直接观察幼儿责任心发展变化的现场实验研究

还比较缺乏+

'

,

(从研究方法上看&实证研究比例甚

少&多数还是思辨性的理论&特别是在对幼儿责任感

培养策略方面应提供实证性的理论依据+

D

,

(因此&本

研究通过自然实验法结合幼儿园一日教学活动&对幼

儿责任感的差异与培养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在陕西省西安市
4

幼儿园随机选取
&@F

幼儿
#!"

名&其中
&@'

岁
'"

人&

'@D

岁
'"

人&

D@

F

岁
'"

人&每个年龄段男女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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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幼儿责任感差异性研究

%二&研究目标

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的责任感研究&了

解幼儿责任感的基本情况&从多方面提出相应的培

养方法&提高幼儿对人对事的责任感&促进幼儿良好

品格的发展进而塑造具有完整人格的幼儿(

%三&研究程序

#?

前测

对幼儿实施前测采用的是自然实验法&根据幼

儿在生活中可能产生责任感的人和事设计三个维度

的责任感)自我责任感'他人责任感$熟悉的人'一般

认识的人'陌生人%'集体责任感$所在班级%及与之

密切相关的游戏活动&通过观察幼儿在一日生活中

的表现&针对幼儿在面对不同的人和物所表现出来

的责任感进行评分&并对幼儿做出此行为的原因进

行详细记录&以五个层次的标准实施前测(

表
#

!

幼儿责任感强度得分标准

标准 得分

幼儿基本不能辨别事物好坏&也几乎没有责任感
#

$分%

幼儿基本不能辨别事物好坏&当成人告知时&有一

点责任感
!

$分%

幼儿基本可以辨别事物好坏&有一点责任感
&

$分%

幼儿基本可以辨别事物好坏&责任感很强
'

$分%

幼儿可以辨别事物好坏&责任感非常强
D

$分%

!?

方案

制订培养幼儿责任感的方案&在前测后实施(

方案设计了个四个不同的主题活动$个体的我
@

自

我责任感'社会的我
@

他人责任感'集体的我
@

集体

责任感'评价的我
@

评价责任感%&每个主题为时三

周&教师按照不同的主题设计相应的活动通过"榜样

示范///体验内化///履行责任#的步骤&逐步培养

幼儿的责任感(

&?

后测

方案实施后&依据前测流程对幼儿的责任感进

行后测&评分记录(

%四&统计分析

对于前后测所得的全部数据输入
0H00!"?"

进

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全体幼儿培养前后责任感的基本状况

表
!

为全体幼儿培养前后责任感的平均分和标

准差(由于观测评估采用的是
D

级计分&最高为
D

分&最低
#

分&从均值来看&培养前幼儿在各项责任

感上的得分都低于中间值
&

&而在培养后责任感得分

基本都高于中间值(这表明&在三个月有目的有计划

地培养之下&幼儿的责任感有了明显的提高&且从统

计学意义上看培养前后幼儿的责任感差异极其显著(

表
!

!

培养前后幼儿责任感基本状况

责任感
Z5-, 0I 03

P

?

自我责任感

对熟悉的人

对一般

认识的人

对陌生人

对集体

$前%

#!" !?F&&& "?$%$F&

$后%

#!" &?$FF% "?G%$#G

$前%

#!" !?'FF% "?$'G'D

$后%

#!" &?G$&& "?$FGD"

$前%

#!" #?G$&& "?%FF%$

$后%

#!" &?D""" "?%$$D%

$前%

#!" #?D&&& "?DF'#"

$后%

#!" !?G&&& "?$&%D"

$前%

#!" !?F#F% "?$GG$G

$后%

#!" &?GD"" #?"'&GG

"?""""

###

"?""""

###

"?""""

###

"?""""

###

"?""""

###

!!

注)

#K$

"?"D

!

##

K$

"?"#

!

###

K$

"?""#

$下同%

另外&培养前'后幼儿对陌生人表现出的责任感

都处于最低水平$分别为
#?D&&&#

分和
!?G&&&

分%(

%二&培养前幼儿责任感年龄差异

培养前&三个不同年龄阶段幼儿所表现出来的

责任感差异极其显著&其中对自我责任感'对集体责

任感
&@'

岁幼儿与其它两个年龄组幼儿存在显著

差异&其余三项
'@D

岁幼儿责任感略高于其它两个

年龄组&且差异显著$见表
&

%(

%三&培养后幼儿责任感年龄差异

培养后&

D@F

岁幼儿责任感明显高于其它两个

年龄组&其中在自我责任感'对一般认识人的责任感

和对集体的责任感中三个不同年龄阶段幼儿两两差

异显著!在对熟悉的人和陌生人的责任感上
&@'

岁

年龄组与其它两组差异较大&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

说明
'@F

岁幼儿在对待熟悉人和陌生人的问题上

观念相似$见表
'

%(

%四&培养前幼儿责任感性别差异

培养前&不同性别幼儿的责任感表现为)对待陌生

人幼儿的责任感都很低且不存在差异&其余四项女孩

的责任感高于男孩&且二者之间差异显著$见表
D

%(

%五&培养后幼儿责任感性别差异

培养后&不同性别幼儿的责任感表现为)对待陌

生人'熟悉的人和集体&女孩的责任感高于男孩&但

差异均不显著&其余两项女孩的责任感高于男孩&且

二者之间差异显著$见表
F

%(

三$讨论及建议

%一&培养方案有利于幼儿良好责任感的形成)幼

儿在培养后责任感的得分整体高于培养前)且差异

显著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培养后幼儿的责任感整体

提高&说明培养方案能有效促进幼儿责任感发展(

幼儿期是责任感产生和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

一时期&幼儿处在一种最积极的准备和接受状态&如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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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培养前幼儿责任感年龄差异

责任感$前%

7 Z5-,

两两比较 均值差$

O@(

%

03

P

?

自我责任感

&@' '" #?GD"" &@'

$

O

%

'@D

$

(

%

@"?GD"""

#

"?"""

###

'@D '" !?G""" &@'

$

O

%

D@F

$

(

%

@#?#""""

"?"""

###

D@F '" &?"D"" '@D

$

O

%

D@F

$

(

%

@"?#D""" "?&F'

对熟悉的人

&@' '" !?"""" &@'

$

O

%

'@D

$

(

%

@#?#D""" "?"""

###

'@D '" &?#D"" &@'

$

O

%

D@F

$

(

%

@"?!D""" "?###

D@F '" !?!D"" '@D

$

O

%

D@F

$

(

%

"?G"""" "?"""

###

对一般认识的人

&@' '" #?%""" @'

$

O

%

'@D

$

(

%

@#?"""""

"?"""

###

'@D '" !?%""" &@'

$

O

%

D@F

$

(

%

"?#D""" "?!'F

D@F '" #?DD"" '@D

$

O

%

D@F

$

(

%

#?#D"""

"?"""

###

对陌生人

&@' '" #?&""" &@'

$

O

%

'@D

$

(

%

@"?%D""" "?"""

###

'@D '" !?"D"" &@'

$

O

%

D@F

$

(

%

"?"D""" "?F"D

D@F '" #?!D"" '@D

$

O

%

D@F

$

(

%

"?$""""

#

"?"""

###

对集体

&@' '" #?GD"" &@'

$

O

%

'@D

$

(

%

@#?"D"""

"?"""

###

'@D '" &?"""" &@'

$

O

%

D@F

$

(

%

@"?GD"""

#

"?"""

###

D@F '" !?G""" '@D

$

O

%

D@F

$

(

%

"?#"""" "?DF&

表
'

!

培养后幼儿责任感年龄差异

责任感$前%

7 Z5-,

两两比较 均值差$

O@(

%

03

P

?

自我责任感

&@' '" !?GD"" &@'

$

O

%

'@D

$

(

%

@#?#"""" "?"""

###

'@D '" '?"D"" &@'

$

O

%

D@F

$

(

%

@#?FD"""

"?"""

###

D@F '" '?F""" '@D

$

O

%

D@F

$

(

%

@"?DD""" "?""#

##

对熟悉的人

&@' '" &?#""" &@'

$

O

%

'@D

$

(

%

@#?!""""

"?"""

###

'@D '" '?&""" &@'

$

O

%

D@F

$

(

%

@#?'D""" "?###

D@F '" '?DD"" '@D

$

O

%

D@F

$

(

%

@"?!D""" "?"F'

对一般认识的人

&@' '" !?%D"" &@'

$

O

%

'@D

$

(

%

@"?GD""" "?"""

###

'@D '" &?%""" &@'

$

O

%

D@F

$

(

%

@#?&""""

"?"""

###

D@F '" '?"D"" '@D

$

O

%

D@F

$

(

%

@"?&D""" "?""%

##

对陌生人

&@' '" !?#D"" &@'

$

O

%

'@D

$

(

%

@#?"""""

"?"""

###

'@D '" &?#D"" &@'

$

O

%

D@F

$

(

%

@#?&D""" "?F"D

D@F '" &?D""" '@D

$

O

%

D@F

$

(

%

@"?&D""" "?"#!

#

对集体

&@' '" &?"""" &@'

$

O

%

'@D

$

(

%

@#?""""" "?"""

###

'@D '" '?"""" &@'

$

O

%

D@F

$

(

%

@#?$D"""

"?"""

###

D@F '" '?$D"" '@D

$

O

%

D@F

$

(

%

@"?$D""" "?"""

###

表
D

!

培养前幼儿责任感性别差异

责任感$前%

7 Z5-, 0I <

03

P

?

$双侧%

自我责

任感

男
F" !?&&&& "?%GD'%

女
F" !?G&&& "?$F"GD

@&?GFD

"?"""

###

对熟悉

的人

男
F" !?!FF% "?$F"GD

女
F" !?FFF% "?%GD'%

@!?F'&

"?""G

##

对一般认

识的人

男
F" #?$&&& "?%'"!G

女
F" !?#&&& "?%FG'%

@!?#%F

"?"&!

#

对陌

生人

男
F" #?D""" "?DF%'$

女
F" #?DFF% "?DF&'$

@"?F'F "?D!"

对集体
男

F" !?'&&& "?G!%&"

女
F" !?$""" "?$&GFG

@!?!%"

"?"!D

#

表
F

!

培养后幼儿责任感性别差异

责任感$后%

7 Z5-, 0I <

03

P

?

$双侧%

自我责

任感

男
F" &?F&&& "?GG"G!

女
F" '?#""" "?G#D"&

@!?F$"

"?""$

##

对熟悉

的人

男
F" &?$FF% "?G!G#&

女
F" '?#""" "?%GF#$

@#?'%% "?#'!

对一般认

识的人

男
F" &?&&&& "?$&%""

女
F" &?FFF% "?%"D##

@!?&DG

"?"!"

#

对陌

生人

男
F" !?G&&& "?$GG'%

女
F" !?G&&& "?%%$!'

"?""" #?"""

对集体
男

F" &?$FF% "?GGG'&

女
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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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给予必要的刺激和帮助&某种行为能力就会迅速

发展起来&并产生长久的影响+

F

,

(培养方案针对幼

儿在对待自身'他人与集体中的态度&通过游戏的形

式&尊重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由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

心理发展水平设计活动方案&根据幼儿学习的特点

从榜样示范///体验内化///履行责任三个层次推

进&引导幼儿从观察模仿开始&逐渐内化于心&付诸

实践&对其责任感的培养成效显著(对于培养前后

幼儿对陌生人表现出的责任感处于最低水平&虽培

养后有所提高&但也充分说明幼儿因对陌生人存在

一定的防范意识&而表现出一定的警觉能力&影响其

在对陌生人事物上责任感的态度(同时&幼儿的责

任感因不同的人与事而有所不同&说明幼儿可以针

对不同的人和事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表现出不同

的态度(责任感是个体重要的心理品质之一&在责

任感的培养过程中&个体连续而持续的学习与内化

对幼儿责任感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不管是在幼儿园'家庭还是社会&都要高度重

视幼儿责任感这一心理品质的培养(

%二&幼儿责任感水平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特

点)且责任感的发展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

研究数据显示)培养前后&

&@'

岁幼儿责任感

与其它两个年龄组幼儿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后测较

前测相比差异更加显著(培养前
'@D

岁幼儿责任

感在对一般认识人'熟悉人'陌生人三项责任感水平

上的数据略高于其它两个年龄组&且差异显著!培养

后
D@F

岁幼儿责任感明显高于其它两个年龄组(

相关研究表明)中班是幼儿责任感培养的关键时期&

且责任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提升&

D@F

岁是幼儿责

任感发展的关键期&应依据幼儿的表现形式设计教

学活动有效促进其责任感的发展+

%@$

,

(

因此&针对
&@F

岁幼儿责任感的不同发展特

点&幼儿园在开展责任感的培养方面&不能操之过急

整齐划一&应凸显层次性和针对性(针对
&@'

岁幼

儿的培养&倾向于情感的萌发与体验!对于
'@D

岁

幼儿侧重对其自身与周边熟悉事物责任感的培养!

D

@F

岁幼儿责任感培养可以向陌生的人和事展开&

主要培养幼儿在对面对相对复杂的人'事'情景中通

过观察'分析进行决策与判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体现责任感发展的较高水平(

此外&针对"幼儿的责任心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

逐渐提高&年龄越大&责任心越强#

+

G

,的结果与本次

研究"责任感的发展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相吻合(

幼儿园'家庭应有的放矢地在幼儿园活动中渗透责任

感教育+

#"

,

(同时因责任感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分

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故而教育应以游戏

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渗入&用真实的案例与情景检验&

逐步培养幼儿的责任感&进一步促进其社会性发展(

%三&幼儿的责任感存在性别差异)女孩的责任

感高于男孩)且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幼儿之间责任感性别差异的数据进行分

析)培养前后&女孩的责任感均高于男孩&且二者之

间在不同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培养

前在自我责任感'熟悉的人'对一般认识的人'对集

体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培养后差异逐渐缩小&仅

在自我和对一般认识的人两个项目上存在差异(根

据心理学以及现代的统计学数据发现&受生物本能

的调节作用影响&男孩心智成熟的速度普遍比女孩

慢一些&而这种差异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除(

因此&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同年龄段幼儿之间

存在的性别差异&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

强化训练&也切忌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而

应根据幼儿自身的发展水平&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

总体来说&责任感是儿童人格'社会性品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非智力因素

影响着儿童的学习与智力开发&还是一种重要的在儿

童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格'个性品质+

##

,

(因此&

在幼儿责任感的培养方面&幼儿园与家庭'社会责无

旁贷&应有效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幼儿身心发展

的差异&在一日生活中有机融合&为幼儿责任感及其

它社会品质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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