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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又到了区域活动时间，教师把孩

子们从家里带来的照片挂在了走廊

上，大家三三两两地站着欣赏。可不

知怎么的，两名孩子突然起了冲突，彤

彤掐了小米的手，小米大哭起来。教

师闻声赶过来处理……

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这样的场

景再熟悉不过了。有人形容幼儿教师

就是消防员，要时刻做好准备去处理

各种幼儿之间的冲突。而对家长而

言，对孩子在幼儿园发生冲突的事件，

也是十分困扰。那么，教师、家长该如

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幼儿之间的种种冲

突呢？

教师：认清儿童世界里的人际纠纷
不久前，桐庐县桐君街道中心幼

儿园教师方灵利对101名幼儿开展了

一次调查研究。通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她把幼儿冲突分为两类，一是由物

导向的冲突，表现在对物品、空间以及

情感的争夺；二是由人导向的冲突，如

幼儿加入游戏群体时的冲突、游戏中

的观念冲突、违反规则引起的冲突、故

意挑衅行为等。

“处理幼儿冲突时，如果教师总是

以‘各打五十大板’式的消极处理方

式，那么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根据方灵利的数据和案例分析，幼儿

冲突起因由高到低分别是物品占有、

规则争议、干涉他人、攻击行为，她说：

“儿童世界里无法避免大大小小的人

际纠纷，教师可以不用急着去当灭火

器和调解员，不妨先对这些纠纷做一

个初步的‘诊断’，然后再进行干预。”

对此，在幼儿园一线工作了20多

年的教师周霞十分赞同：“我们需要认

清儿童世界里的人际纠纷，了解幼儿

冲突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解决问题。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下不为

例’，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

过去3年，杭州市文苑学前教育

集团的教师们尝试着运用海森高儿童

冲突解决六步法来应对幼儿冲突。令

人惊喜的是，他们发现班级里的“硝烟

味”逐渐减少了。“不仅仅是孩子在发

生变化，教师们的应对也变得从容了，

我们学会了先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

再处理问题。”该园教师余海强深有感

触，他向记者介绍了儿童冲突解决六

步法，即第一步，冷静的接近，阻止伤

害行为；第二步，认可幼儿情绪；第三

步，收集信息；第四步，重复问题；第五

步，支持幼儿提出的冲突解决的办法；

第六步，给予进一步的鼓励。

“看似简单的六个步骤，其背后是

对儿童情感的呵护和尊重，是对儿童

感知自我、认识他人、倾听、理解、协商

等社会性核心经验的培养。”在浙江师

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总园长、浙江省特级教师王芳看来，面

对幼儿冲突，教师要以儿童为主体，有

侧重、有时机地去化解矛盾。

家长：让孩子成为“狼”还是“羊”？
今年年初，来自宁波各个幼儿园的

教师代表齐聚“教育现代化与宁波学前

教育创新发展”理论研讨会，他们讨论

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如果孩子在幼儿

园被打了，家长会怎么办”。会上，教师

们纷纷坦言，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入园时

会对带班教师说：“我们孩子性格比较

软弱，我很担心他在幼儿园会受到其他

孩子的欺负。”在接送时间发现孩子脸

上被抓破时，有的家长马上会问：“今天

谁欺负你了，把你脸都抓破了？”有的家

长甚至会说：“如果下次再有人欺负你，

就去告诉老师，或者打回去。”

作为家长，究竟应该让孩子成为

“狼”还是“羊”？《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中提到，建议家长要教会5~6

岁的幼儿，做到不欺负别人，也不允许

别人欺负自己。“不只是五六岁的幼儿，

这条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年龄段的

孩子。”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幼儿园教师

陈晋颖认为，幼儿冲突教育的核心目标

是帮助幼儿发展解决冲突的能力，而非

简单地阻止或防范冲突的发生。

“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我们都

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参与者，过多

的介入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并没有好

处，应该让孩子们尝试自己解决问

题。”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幼儿园教师

陈安恬建议，家长要分清孩子到底是

“受欺负”还是“闹着玩”，很多时候，学

前儿童对自己缺乏控制力，最终才演

变成了“打人”。

“家长应该教育孩子学会用嘴巴

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拳头。如果是

自己的错，则应主动向对方道歉，若事

情较为严重，应与教师、对方家长共同

商量对策；若是对方的错，应该明确告

诉孩子这是一种错误行为，防止孩子

模仿；如果双方都是不小心的，那就彼

此说声‘没关系’。”温岭市中心幼儿园

教师赵艳艳告诉记者，她在引导家长

面对幼儿冲突时总是强调：“根据儿童

心理学观点，幼儿冲突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孩子间的冲突有利于培养孩子

的自我意识，孩子在此过程中能够提

高与人交往、适应社会的能力。”

□朱晓斌

理解时间是人类的一项重要工作。一

个人如果不守时，往往意味着他不能被委

以重任。因此，父母要重视幼儿的时间观

念，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幼

儿的时间观念。拥有良好时间观念的幼

儿，除了懂得“守时”，还要懂得如何管理分

配时间。

一、从幼儿园开始学习时间管理
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幼儿管理时间现实

吗？怎么做？优质养育很重要的是形成良

好的生活规律。如果幼儿的每一天都是可

以预期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有利于培养

幼儿的安全感。因此，在幼儿进入幼儿园

的第一天，家长就要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

生活规律，比如在家里开辟一块地方把每

天的时间安排表挂起来。

尽管孩子通常要小学以后才能看懂时

钟，但幼儿时间管理并不需要等到小学，只

要幼儿学会了比大小，家长就可以开始同

幼儿一起弄明白自己每天的时间都去哪

了。大家可以在硬纸板上一起画个饼图，

协助幼儿在上面记录每天的各项活动都花

了多少时间，费时多的，扇形就大一些。如

此一来，幼儿就能直观地看到哪些事情花

的时间长、哪些短。久而久之，幼儿就会对

做每件事应该预算多少时间有了大致认

识。不要小看这项技能，学会估算时间，是

幼儿以后合理规划日程的基础。当幼儿学

会记录日常活动需要多少时间后，就会意

识到哪些事情浪费时间,为以后制定合理

日程表并执行打下良好基础。

二、让幼儿充分感受时间
时间管理应从幼儿对时间的感受开始，只有对时间有

了感觉，才能去管理它。其实，让幼儿感受时间，我们可以

从幼儿期就开始做，等幼儿大了再去培养会增加难度。

感受时间的方法很多。对于三四岁的幼儿，在他还

没有能力看懂钟表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他体

会时间：一是让幼儿熟悉基本时间概念，即上午、下午、晚

上、半夜、清晨、傍晚等。家长可以给幼儿讲解，也可以让

幼儿猜猜当下是什么时候。二是引导幼儿观察钟表，孩

子大概到5岁左右才能读懂钟表，但可以在此之前让他去

观察，如跟幼儿一起看一分钟究竟有多长。三是给幼儿

报时更具体一些，如“几点几分做的什么事情”“用了多少

分钟做完什么事情”。四是跟幼儿玩计时游戏，比如，数

10个数能不能做完某件事，穿鞋用了几分钟等。五是让

幼儿知道准时、提前和迟到的概念。六是让幼儿做事情

有开始和完成的概念，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

三、时间管理的要诀
按轻重缓急的合理顺序来安排时间，是时间管理的

要诀。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时间却是有限的，因此只能

挑最有必要的任务先去完成。美国的幼儿园和小学很重

视教孩子分辨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想要”的，让他们

明白有很多不喜欢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孩子如何管理自己的待办事项？方法很简单，就是

把想做和要做的事情分为四类。第一类，既重要又紧急

的（马上做），如准备第二天很重要的面试；第二类，紧急

而不重要的（再次做），比如，想去看明星的演唱会，但有

许多事要完成，只好看稍后的电视点播了；第三类，重要

而不紧急的（接下来做），如想学弹钢琴；第四类，既不重

要又不紧急的（不一定做）。

四、在亲子陪伴中潜移默化地渗透
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在他所著的《数学和自

然科学之哲学》中提到：“现实的世界简单地存在着，它不

是发生的。只是在我感知的注视下，伴随着身体沿生命

轨迹向前行进，世界的一个截面才获得了活力，变成空间

里随时间不断飞逝的画面。”我们所有的亲子体验式活动

均如此，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最佳。例如，上午体验现代科

技，下午去野生动物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动物接触，最后再

回家收获自己种的青菜。这一整天的行程，家长可以在

前一天晚上与幼儿商量并计划。如果能让孩子对第二天

有设计感，然后再去实地体验，家长不用刻意教，他们以

后对时间感以及对时间的掌控就有觉察了。

（本文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这学期，杭州市崇文书院幼学园

里种下了许多土豆、豌豆和萝卜，孩子

们早上到校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农作

物，给它们浇水。可是啊，眼看着这些

蔬菜一天天抽芽长叶，本该兴奋不已

的孩子们中却总有那么一两个心事重

重地撅起了小嘴，因为幼学园校长周

向鹏告诉过他们，农作物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要毕业啦，而他们却说：“我不

想离开这里！”

那么，这所幼学园，到底有什么不

一样呢？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校长

俞国娣的话说，他们正在办一所“中国

式的巴学园”，“这里是老师和孩子们

快乐成长的乐园，是见证家长们陪伴

孩子成长的学校”。

幼学园占地面积很小，但是孩子

们的课堂很大。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

都有他们的足迹：博物馆、图书馆、动

物园、植物园甚至超市、菜场等都成了

他们的课堂。他们还去马场骑马、去

高尔夫球场体验打高尔夫、带上爸爸

去天荒坪开展亲子露营、去消防大队

听消防叔叔讲逃生常识……“这些内

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的活动，拓

宽了孩子们的学习空间，使他们从中

积极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培养了孩

子们旺盛持久的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实

践能力。”周向鹏说。

在崇文幼学园，流传着一句很有

趣的话“孩子们不是在过节，就是在过

节的路上！”说这话的，是“羡慕”自家

孩子的家长。的确，幼学园里节日非

常多，既有国际游学日、感恩节、复活

节等国际节日，也有科技节、艺术节、

悦读节、数学游戏节等学校特色节日，

当然，也少不了中华传统节日。除了

学生的活动，幼学园还为家长提供了

沙龙活动、家长课堂以及各种形式的

亲子活动。“我们倡导父母陪伴孩子一

起成长，在父母的陪伴下形成和谐的

亲子关系，让教育更自然、更轻松。”周

向鹏说，每个月幼学园的教师会轮流

利用双休日组织一次活动，让父母的

陪伴代替学业的陪伴。

捏泥塑、踢足球、演戏剧、学跳

舞……孩子们这里一群、那里一堆，各

个小团体玩“嗨”了的场景，在崇文幼

学园里屡见不鲜。这得益于该园引以

为傲的自主管理方式。在幼学园，课

程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幼学园的每一

个孩子都是‘同班同学’，幼学园的每

一位教师都是孩子的授业教师，因为

幼学园里有跟中小学一样的走班选修

课。”周向鹏说，幼学园给孩子们每天

安排了3节课，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选择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后，每个孩子都有了更多与人交往的

机会，并在交往中懂得互相谦让，懂得

与人合作。”在园午餐也是自助式的，

喜欢吃什么可以自行搭配，而最让孩

子们开心的要数可以自主选择睡午

觉，觉得累的孩子可以到午睡室休息，

精力充沛的孩子则可以到操场运动，

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听故事、玩数

学游戏、搭建乐高、做手工等。

有这样一群活泼又有自主权的

学生，幼学园的教师当然也不会“省

心”。他们每天都要开会探讨教学，3

年来从未间断；每周所有教师都会集

中到一个班，观察孩子们的上课情

况；每个月每位教师的工作考核表后

都会附上一份观察记录单，用来填写

一个“独特儿童的教学故事”，以研究

如何更好地让每一个孩子健康成

长。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幼

学园里没有特殊儿童，但每个孩子都

是独特的。”

检察官给幼儿园园长上课

近日，义乌市教育局邀请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宣

讲员为该市幼儿园园长上课。宣讲员以近年来发生的校园

违法案件为例，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剖析教师可能涉及

的犯罪类型，为园长们开展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

（龚琴娟）

文明礼仪小天使“上岗”

近来，舟山市南海实验幼儿园每天都会有一群礼仪小天

使用一声稚嫩的“早上好”迎接来园的小伙伴，而来园的孩子

们也会进行回礼。自本学期开始，文明礼仪系列活动在该园

陆续开展，通过来园迎宾小天使上岗、文明礼仪小天使评选

等多种形式帮助幼儿更好地了解文明礼仪。

（乐佳泉 张燕波）

深一度

身体碰撞、争抢玩具、合作不协调……

幼儿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

给孩子一所有魔力的“巴学园”

缙云县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通过积攒“爱心币”换取心仪的礼物送给家长。洗碗、打扫、叠衣
服，为家人泡茶、洗脚、捶背……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都能挣到“爱心币”，当“爱心币”达到一定数
量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用它到幼儿园里的爱心屋兑换礼物。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吕敏飞 摄）

江山市蓝天幼儿园的孩
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城
郊草地，和家长一起放风筝。
（本报通讯员 祝新源 摄）

景宁县实验幼儿园开展亲子种植活动，孩子们与教
师、家长不仅一起种下小树苗，而且将守护绿色、共建和
美景宁的“种子”播种在心里。

（本报通讯员 叶香娟 摄）

杭州市安吉路幼儿园慧兰园区开展感恩教育，孩子
们以制作纸杯花、插花等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妈妈的爱。
图为中班孩子与妈妈一起修剪花枝。

（本报通讯员 贾志华 摄）

家园共育，他们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