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第４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２０

河北省幼儿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郭中然１，蒋高芳１，尤书才２

（１．沧州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２．沧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了解河北省幼儿教师观察能 力 的 基 本 情 况，结 果 显 示：部 分 教 师 观 察

能力明显不足，如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准确确定观察目的、制定和落实观察计划、科学运用观察方法、运用

理论开展分析等。究其原因，有些教师没有掌握科学观察 的 方 法，开 展 观 察 态 度 消 极；幼 儿 园 班 级 规 模

过大、缺乏观察的硬件设施、没有观察管理制度等。为了提高幼儿教师的观察能力，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转变对观察的观念；向专业人士请教学习；调整幼儿园班级人数、增添观察所需设备、开展针对性的定期

培训、开展传帮带能力提升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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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幼 儿 园 教 师 专 业 标 准（试 行）》中 明 确 指

出，“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要观察幼儿，根据幼儿的表

现和需要，调整活动，给予适宜的指导”，“教师要有

效运用观察、谈话、家园联系、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
客观 地、全 面 地 了 解 和 评 价 幼 儿。”全 美 幼 教 协 会

（ＮＡＥＹＣ）颁布的《早期教育专业人员准备标准》也

强调，“教师应了解系统观察、记录以及其他有效的

评价手段，能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方法”［１］。幼儿教师

只有学会观察、记录和解读幼儿行为，并根据幼儿的

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开展行之有效的教育教

学活动，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者、合作者、引
导者”。通过以往研究发现，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

选取 的 对 象 不 同，研 究 结 果 不 尽 相 同。朱 佳 慧

（２０２０）从六个维度对幼儿教师开展观察［２］，而宫兆

鑫（２０１３）从观察的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两个方面对

幼儿教师开展观察［３］。本研究从观察意识、观 察 方

法、观察过程把控、观察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以河北

省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突出研究的区域化倾向，
同时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的量化研究方法，对教师

观察能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开展研究，以期给出相

应的解决策略。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解河北省幼儿教师观察幼儿的能力的基本

情况，以整群抽样方式从石家庄市、沧州市、邯郸市、
承德市等地市选取２７０名幼儿教师进行有效问卷调

查和分析。幼儿教师的基本情况：（１）年龄方面：２５
岁以下 的 有５２人，２６－３０岁 的 有７６人，３１－３５岁 的

有５１人，３６－４０岁的有４２人，４０岁以上的有４９人；
（２）学历方面：初中学历的有２人，高中或中专学历

的有２０人，大 专 学 历 的 有１０４人，本 科 学 历 的 有

１４３人，硕士学历的有１人；（３）按所教班级分：教小

班的有９９人，教 中 班 的 有６２人，教 大 班 的 有１０９
人；（４）按所属幼儿园性质分：公办幼儿园教师２２９
人，民办幼儿园教师４１人。

（二）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采用“幼儿教

师观察能力调查问卷”和“影响幼儿教师观察能力因

素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为

２７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０％。其中，“幼儿教 师 观 察

能力调查问卷”采用五点计分，１代表完全不符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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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完全符合。同时制定访谈提纲，深入了解幼儿

教师观察能力及其影响因素，采用结构式访谈，随机

抽取被调查中的１０位教师开展访谈。对调查所得

数据运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处理。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河北省幼儿教师观察能力现状

１．观察意识较强，确定观察目标的能力一般，制
定和落实观察计划的能力略显不足

从具备观 察 意 识、确 定 观 察 目 的、明 确 观 察 内

容、制定观察计划四个方面考察幼儿教师的观察能

力现状。调查发现：幼儿教师具备较强的观察意识，
观察过班里的每一个孩子，得分均在４以上，但是在

集体活动中，更多关注的是集体活动的进行而非幼

儿本身，得分小 于２；在 确 定 观 察 目 的 维 度，幼 儿 教

师能够按照计划明确观察目的，但在随机观察中不

易把握观察目的，得分均值后者小于前者；在明确观

察内容维度，得分小于４，表明幼儿教师对于具体观

察内容的把控尚且不足；在制定观察计划维度，制定

与执行观察计划的能力都略显不足，得分均值都在

４以下。
通过访谈发现，有些幼儿教师没有接受过观察

方面的系统学习和培训，“我们一般的观察还行，不

会制定规范的观察计划”；“幼儿园有关观察的培训

很少，主要是保育和教育活动开展方面的”。几位老

师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近几年幼儿园新招聘的教

师较多，虽然他们的学历较高，但观察幼儿的经验非

常不足。

２．对观察方法的了解和选择大多停留在知识层

面，实际运用能力不足

在了解观察方法维度，教师在“我了解多种观察

方法，如叙事性描述法、事件取样法、时间取样法”选
项得分均值为３．８５，说明教师对观察方法的了解度

一般。教师在运用观察方法过程中，根据观察目的

选择方法得分均值是３．０１，运用多种观察方法进行

观察得分均值是３．００，配合观察辅助方式的均值为

３．２８，在４以下。说明教师在具体活动场景中，对于

不同观察方法运用于不同类型活动的适切性、科学

性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幼儿园的辅助观察设备可

能存在欠缺。
通过访谈发现，幼儿园平时要求老师们写观察

日记，但大多局限于流水账式的描述记录，对时间抽

样法、事件抽样法等观察方法很少运用，老师们在这

方面的练习和训练不足。

３．在观察过程中对于不同细节的把控存在能力

差异

从多个细节考察幼儿教师对于观察过程的把控

能力，结果如下：（１）在观察记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方面，“在记录时，我不掺杂主观想法，不把主观推测

和客观事实相混淆”一项得分均值是４．１４，“我观察

记录的是孩子在常态活动下的表现”一项得分均值

是４．１７，表 现 较 好。（２）从 辨 别 观 察 信 息 方 面 看，
“观察 时，我 知 道 哪 些 信 息 是 无 效 的”一 项 得 分 是

３．０１，表现不够好。（３）从选择观察信息方面看，“我
会依据观察目的，选择适合的活动场景进行观察记

录”一项得分是３．５９，表现不够好。（４）从观察时站

位来看，“只要能看清孩子的活动，站在哪里无所谓”
一项得分是０．８５，表 现 不 够 好。（５）从 观 察 记 录 的

完整性方面看，“我知道一份完整的观察记录有哪些

部分”得分均值仅是３．３４，表现不够好，“我会在 不

同的时间段做观察记录”得分均值为３．１３，总体 表

现不够好。
幼儿教师对观察过程的整体把控能力总体表现

一般，高水平的专业观察记录能力发展较差。

４．运用理论分析观察结果的能力不足

幼儿教师具有从儿童的角度解读分析观察信息

的理念，分析评价时能够做到及时性、具体性和指导

性，但分析时运用理论做科学支撑上存在不足。
从问卷结果来看，在分析观察结果的及时性和

具体性方面均表现较好，如“我会根据观察目的分析

孩子的 具 体 表 现，并 做 出 评 价”一 项 得 分 均 值 是

４．１７，“在评价时，我不会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不同的

孩子”得 分 均 值 是４．１９。在 观 察 结 果 的 指 导 性 方

面，“在分析评价后，我会根据孩子的需要做出回应，
提供有益于孩子发展的教育”一项得分均值是４．２２，
表现较好。

幼儿教师在分析时运用理论做科学支撑上能力

较差，如“我能很好地运用相关理论来分析判断观察

到的幼儿信息”一项得分均值仅为３．３１，“我会参照

《３－６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等分析评价孩子的表

现”一项得分均值仅为３．０９。
在访谈中发现，教师对于相关理论的知识存在

盲区，部分教师认为只要认真观察并且按照自己的

思路分析就是成功的观察，可见幼儿教师对于观察

的认知存在片面性。
（二）河北省幼儿教师观察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

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发现，影响幼儿教

师观察能力的因素主要归结为教师自身因素和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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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因素两个方面。

１．幼儿教师自身因素

首要因素是教师的认知水平，学历、成长环境等

因素都会对认知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本

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９５．１９％的教师认为教师的认

知水平对观察幼儿有影响。访谈调查的结果显示，
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对如何进行切实有效的观察

并不清楚，对于观察记录通常处于应付状态。访谈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得知，他们对于观察的方法、
方式以及观察的重要性更为了解。

次要因素是教师的态度。访谈得知，部 分 教 师

能够做到积极反思观察记录内容的合理性、充分性，
在观察中遇到困难也会积极地寻求帮助；而有些教

师则表现为消极怠工，在观察任务中应付了事，调查

显示有１４％的教师在遇到困难时并不积极解决。

２．幼儿园因素

首先，幼儿园的班级规模是影响教师观察的重

要因素。调查中发现，大班额的班级教师表示在观

察中往往是面对诸多幼儿，很难做到细致和面面俱

到。尤其是针对幼儿个体差异的观察更为困难，只

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存在一些问题的学生身上。
其次，幼儿园的硬件设施配备情况也影响着教

师的 有 效 观 察。诸 如 录 像 机、录 音 机、多 媒 体 设 备

等，对幼儿教师的观察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是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幼儿园不具备完善的硬

件设施，而且禁止教师带手机上课。
再次，幼儿园的管理制度影响着教师观察的诸

多方面。在访谈中部分教师表示，虽然知道观察的

重要性，但是幼儿园安排给老师的任务太多，比如填

写各种表格、写工作计划、日志等等，占用过多时间，
没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进行细致观察。调查得知，

１５％的教师表示自己所在幼儿园不重视观察工作。

三、提高幼儿教师观察能力的建议

（一）教师个人层面

首先，转变教师对于观察的观念。正确 认 识 自

身的观察能力，进行有效评估，加强专业基础知识的

学习，针对大部分教师在观察方法和方式方面存在

的欠缺，可通 过 参 加 相 关 内 容 的 培 训、阅 读 相 关 书

籍、撰写观察表训练等方式，促进教师掌握有效观察

方法，有效提升专业的观察能力。
其次，向专业人士请教，弥补自身关于观察经验

和实践方面的不足［４］。专业人士基本分为 两 类，一

类是幼儿园资深教师。这部分教师具有多年的实践

教学经验，积累了丰富的观察知识，因此可以通过向

他们请教学习获得自身的快速成长。另外，他们中

有些是主任或者园长，有权利对管理进行调整和改

变，可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实践空间；第二

类是专家、学者，这类群体一般掌握着本领域相对前

沿的知识和发展策略，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有利于

幼儿教师对自身知识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建，从而提

升观察能力。所以，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参加相关内

容的专家讲座、网络课程、学术交流等活动，活动结

束后积极反思，继而有效指导实践。
（二）幼儿园层面

首先，缩减班级幼儿规模，减少教学外的工作事

务，让教师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开展对幼儿的观察任

务［５］。另外，给教师配备录像机、录音机或者微格教

室等硬件设施，保障教师能够开展有效观察活动。
其次，营造良好的互助沟通氛围。例如 开 展 传

帮带活动，资深教师带领新入职教师开展观察活动，
进行活动后交流，让缺乏经验的教师能够在实践中

提升观察素养。
最后，开展有针对性的定期培训。教师 所 处 的

发展 阶 段 不 同，存 在 的 能 力 欠 缺 也 有 所 差 异［６］，因

此，需要幼儿园的管理者在了解教师共性问题的基

础上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一方面，在培训内

容的选择上，对典型行为与非典型行为，教师既要关

注典型儿童的典型行为，也要注意生活中的小问题；
确定观察目的后，观察中要注意还原事实记录客观

的内容，要抓重点、把握全局，不能事无巨细流水记

录；针对不同观察技能掌握阶段的教师培训内容要

有层次性，对初级阶段的教师培训内容应侧重理论

知识的学习和观察模仿，对经验丰富的教师则应侧

重新的理念的掌握和运用。另一方面，在开展观察

方法的培训中，要注意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让教师在

实践中学习，同时注意现场记录和事后回忆的有机

结合；开展有关观察的科研培训，以提升教师的观察

能力，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增强教师观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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