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 （试行）》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试行）》等指导性文件
的陆续颁布与贯彻落实，对幼儿教师的观察能力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对幼儿进行有效观察能提高
教师自我研究的能力，使他们对幼儿的行为和心理
有敏锐的观察和感悟[1]，观察记录是教师教育工作的
好帮手[2]。“观察”是仔细看事物或现象，它是通过
叙事、表格、图解与取样观察等方法搜集幼儿资料，
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观察，以观察记录的方式呈现
出来，对幼儿教师来说，有计划的观察则是作为教
师的基本要求[3]。在“大数据”盛行的社会，本研
究秉持“事实分析”原则，对幼儿教师观察幼儿时具
备的能力现状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联合常州市“童
心解读”工作室成员和园内部分骨干教师一起展开研
究分析，以期发现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利用整群抽样方法，问卷发放对象为常

州市各幼儿园一线教师，涉及常州市辖区共 12 所幼
儿园。调查问卷共计发放 7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79 份，回收率为 97%。在参与调查的人员中，从

年 龄 结 构 来 看 ， 青 年 占 主 体 （20-25 岁 的 占
27.84% ； 26-30 岁 的 占 37.70% ； 31-35 岁 的 占
17.23%）；从职称结构来看，小学一级的占主体 （具
有小学一级职称的占 44.62%，无职称教师占
38.59%，具有小学高级职称的占 15.76%）；从获得称
号来看，无优秀称号的教师占主体 （占 83.95%）；从
职前学历结构来看，拥有大专学历的占主体 （大专
毕业的教师占 38.29%，中师毕业的教师占 31.37%，
本科毕业的教师占 26.07%），其中职前专业为学前教
育的占 59.94%；从职后学历来看，具有本科学历的
占主体 （79.23%），其中职后所学专业为学前教育的
占 68.62%；从所在园性质来看，省优质园占主体

（所在园为省优质园的占 44.04%，所在园为省示范园
的占 43.59%）；从所带班级的班额来看，班额量为
36-40 人的占主体 （占 35.35%）；从是否为人父母来
看，已为人父 （母） 的占主体 （占 56.11%）。
（二） 研究工具

问卷设计共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教师基
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年限、职称、称号、职前学历以及专业、职后
学历以及专业、所在园的性质、现在所在班级
的班额，是否为人父母 12 个题项；第二块是测量
教师观察能力水平的五点量表，量表分为 4 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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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16 个子维度，共计 37 个题项。问卷数据

统计采用 SPSS19.0 软件，将每份问卷作为一个案

例，将量表中的每个问题作为变量，答案以不同

分值录入计算机形成数据库，1 代表“非常不符

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表“不确定”，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最后统

计出来的数据结果以图表形式展现。

二、结果与分析

（一） 幼儿教师观察能力的现状描述
1. 教师观察意识强并具备确定观察目的的一般

能力， 但在落实观察计划方面行动力不足

在确定观察目标 能 力 方 面 ， 从 数 据 的 集

中度来看，幼儿教师在一日行为中观察意识

比较强，也能分清活动中的关注要点。“确

定观察目的”中除“在随机观察中，我能很

快地确定观察目的”一项均值是 3.78，其他

两 项 的 均 值 均 是 4.00， 这 说 明 教 师 确 定 观

察 目 的 时 计 划 性 强 而 随 机 应 变 能 力 不 足。
明 确 观 察 内 容 的 子 维 度“我 的 观 察 内 容 是

详 细 具 体 的”均 值 为 3 . 73 ， 这 说 明 教 师 在

开 始 观 察 前 ， 多 数 会 先 确 定 观 察 内 容。但

在“制 订 观 察 计 划”子 维 度 下 ， 数 据 表 明 ，

教 师 在 正 式 观 察 时 制 订 观 察 计 划 的 行 为 多

数 是 模 糊 的 ， 而 计 划 的 落 实 情 况 也 差 强 人

意 （见 表 1）。

2. 教师了解多种观察方法， 并有根据观察目的

选择观察方法的意识和观念， 但在具体活动场景

中， 根据观察需要运用科学、 适宜的观察方法的

适切性不足

从表 2 可知，教师在“我了解多种观察方

法，如叙事性描述法、时间抽样法、时间取样

法”的行为上，得分均值为 3.89，中值为 4.00，

得分集中倾向于“比较符合”。这说明教师对观

察方法的了解度比较高。而且教师在运用观察

方法过程中，根据观察目的选择方法、运用多

种观察方法以及配合观察辅助方式的均值基本

为 4.00，这表明教师多数知道要选择运用何种

观察方法支持观察行为。在运用观察方法方面，

辅助问卷的访谈调查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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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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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在记录时能够体现观察对象的全面性和

真实性， 但是在记录时辨认有效信息、 选择观察

场景、 时间段、 站位以及记录内容的客观性和有

价值性方面的能力缺乏

筛选信息包括辨别和选 择 信 息。在“选

择信息”方面，教师各项均值都在 4.00 左右，

显示教师能够依据观察目的尝试筛选有效信

息。但教师在辨别筛选信息是否有效时存在

难度，均值是 2.70，中值为 3.00，可见多数

教师不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较好的辨认信息能

力。而且在选择信息方面，教师在记录场景

选择方面 （依据观察目的，选择合适的活动

场景进行观察记录） 的能力略不足。回到具

体 的 观 察 记 录 现 场 ， 教 师 在 观 察 时 的 站 位、
选择观察的时间段、观察的对象以及记录内

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完整性等方面存在不

足。例如，教师在观察时应该如何站是存在

问题的，而且虽然能做到记录幼儿常态下的

表现 （均值为 4.34），但是在关于了解记录的

完整形式和记录时不加入主观判断时，均值

都不足 4.00，这说明有部分教师在观察记录

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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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恪守客

观真实性原则上存在不足

根据问卷数据与访谈结果显示 （见表 4），教

师在分析观察结果的时候绝大多数会从幼儿的角

度反思，但在客观性分析方面存在不足。例如，

对“我能很好地运用相关理论来分析判断观察到的

幼儿的信息”，计分均值为 3.74，中值为 4.00，总

体认同度虽然偏向“比较符合”，但是部分教师不

确定如何运用理论来分析观察结果；而且“原有

印象”在教师的评价行为中是一个灰色影响因素

（有时可以是评价幼儿个体纵向发展的参考，有时

也会成为干扰教师评价幼儿行为的客观性）。
5. 教师群体在观察 - 解读中的信息筛选与记

录、 分析评价两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

笔者在对教师群体的教龄、职称和称号、职

前职后学历、所在园所的性质、是否为人父母这

些因素与观察能力中四个维度分别进行单因素方

差检验，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教师进行观察记录

及信息筛选与记录、分析评价两方面的能力上普

遍存在差异性。
例如，在教龄因素方面，幼儿教师在选择观

察内容方面 （信息筛选与记录的能力之一） 的差

异性较大，P=0.003；职称因素在信息筛选与记

录、结果分析方面有较明显差异性，如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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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价的客观性 （在评价时，用同一个标准衡量

不同的孩子） 上的 P 值为 0.003；园所性质上的

差异则更为明显，在观察方法维度中，“能否对

观察方法的进行选择”一项 P 值为 0.001。

（二） 幼儿教师观察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1. 教育经验是影响幼儿教师观察四项能力的重

要因素

教育经验是指幼儿教师的教龄及是否有育儿

经验。教师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时间越长，其教

育经验越丰富，而担任家庭教育者角色，也能丰

富教师的教育体验，故将教龄与教育者否为人父

母并入教育经验方面。不同教龄的教师在观察能

力上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在需要经验累积才能进

行有效观察记录的行为中，差异更显著，并呈现

教龄越大，筛选并记录有效信息能力越强的变化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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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背景和所在园性质对确定观察方法能力

具有显著影响力

教育背景是指幼儿教师职前职后学历和专业。
职后学历在观察目的和观察方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性，尤其是观察方法中“运用多种方法记录”行为

上差异极其显著 （P=0.004）。对比职前学历与职后

学历在观察能力上的差异可以发现，两者都在观察

方法上产生了差异性，并且职后学历在观察方法上

表现了更为显著的差异性，由此可以推断提高学历

对于提升教师观察能力是具有明显作用的。
职前学历在观察方法和观察记录能力上的差

异性，尤其是在“了解观察方法”上具有显著性

差异 （P=0.022），说明学历对观察方法的运用影

响很大。笔者又在单因素方差检验之后进行组内

多重检验，结果显示，在“了解观察方法”选项

中，高中和中师、大专、本科学历教师本科存在

显著性差异，P 值分别为 0.025、0.002、0.002。
这说明了解观察方法，并巧妙使用观察方法的能

力与职前学历水平存在很大关联。
由上述分析可知，教育背景在观察能力上存

在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观察方法的了解和运用能

力上，并且教育背景差距越大，对观察能力的影

响就越明显。
园所性质对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有很大的

影响，尤其表现在观察方法维度中“能否对观察方

法的进行选择”（P=0.001）、信息筛选与记录维

度中“选择合适的观察场景”（P=0.001）、分析

评价维度中“考虑孩子所在的环境”（P=0.001），

并且在四个维度上的差异性都极其显著。
3. 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与确定观察目的和运用

观察方法能力上没有明显关联

本研究中教师的专业发展状况主要是指专业技

术职称和专业发展梯队称号。将职称和称号与问卷中

所有维度的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发现，两个因素

在确定观察目的和运用观察方法两个维度上没有或者

无十分显著的差异性，这说明确定观察目的和运用观

察方法的能力与教师的专业发展并没有明显关联。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对幼儿教师观察能力四个维度调查结果的数据

分析表明，目前常州市幼儿教师在观察幼儿时知道

要克服随意性、主观性、成人本位等不适宜、不规

范的现象，但是在现实的观察行为中仍然存在需要

改进的问题。总体来说，目前幼儿教师群体的观察

- 解读幼儿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教师自身

（教龄、教育背景、专业追求、实践水平） 及幼儿

园内部管理等都是影响教师观察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确定观察目的方面，常州市幼儿教师处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尤其是在具备观察意识和确定

观察目的方面，教师的自我评价较高，但教师的观

察行为具有随机性。在运用观察方法的能力上，绝

大部分教师了解观察方法，但以描述 / 叙事法和取

样观察法居多，对于表格、图解等观察记录方式

运用较少。教师更多利用手机拍照的辅助观察记录

的方式进行记录，对于录像、录音运用较少。在筛

选有价值信息上，教师在观察记录的真实性、完整

性方面，有较高自我评价，但记录以概括、主观性

语言居多。在辨认有效信息、选择观察场景、时

间段、站位以及记录内容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等方

面的能力不足。在分析评价能力上，教师具体、
及时分析观察结果以及将分析结果用于实践的能力

较强，但在客观评价幼儿的时候，会受现行评价

标准或者原有印象的影响。教师在运用相关理论

知识解析幼儿行为方面的能力欠缺，分析观察结

果时缺少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的意识和能力，如何

将观察到的信息转换为调整课程活动和优化自身

教育行为等的依据还需进一步实践探索。
（二） 教育建议
1. 专业课程与实习侧重点方面

第一，让师范生准确了解概念化的儿童。概

念化的儿童是指具有典型年龄特点或某类特征、
符合一般发展规律的儿童。任何一个儿童都兼具

共性与个性特征。所谓共性，就是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具有不同的年龄特点，有其一定的发展规

律；所谓某类，可以按性格分类，按性别分类，

按地域分类等。儿童在共性与某类层面表现出来

的典型行为及内在的典型心理，各学校可以在现

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关于儿童发展类的专门课

程，或通过增加学时、改革学习模式 （如借助视

频让大学生比对、分析） 等方式把现有课程中有

关儿童特征与儿童发展部分凸显出来。
第二，让在校生系统学习科学观察幼儿的知

识。在专业课程中，学校可以增设观察记录的相

关课程，并推荐在校生阅读相关的专业性著作，

如《观察：走进儿童的世界》 《幼儿发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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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价》。提前学习科学观察的概念、意义、方

法以及具体的技术要点。
第三，把观察幼儿作为实习的重点内容。

师范生进入实习场前，学校必须告知接收实习

的园方，由园方和校方联合考核，督促每个在

校生从概念化的儿童走向现实中的儿童。实习

生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观察的要求去观察幼儿、
作好记录，并和指导教师一起分析幼儿情况。
同时，大学还要组织实习生就科学观察中观察

者的技术要点、行为注意事项展开剖析，相互

学习、改进自己，提高观察能力。
2. 幼儿园管理方面

一是将观察、了解每个孩子作为保教管理

的要点。首先，从教师的笔头工作入手，增加

观察幼儿方面的要求，尽可能多地整合或删除

行政类资料。其次，调整保教研究的内容和方

式，如从“如何科学观察幼儿”“观察评价后

如何指导我们的保教实践”等话题中选择相关

内容作为微型课题去研究；利用团队的力量，

采用案例剖析的方式，通过一个阶段的持续跟

进研究，提高教师“看”“听”“记录”“制

订观察目的和观察计划”“评价”等观察技术，

提高观察能力。
二是将观察幼儿个案 （含一类、某阶段的幼

儿） 解析作为园本培训的主要内容。教师职业是

一门“形成中的专业”，这表明教师专业成长既

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而这个

过程应该由无数典型的成长案例积累串联而成。
教师的专业成长之路也应该由一个又一个、一届

又一届鲜活而具体的生命串起，这些生命，个个

独一无二，同中有异。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提高幼

儿教师观察能力方面的培训内容应该是教师在观

察幼儿中必须解决的意识问题、能力与技术问

题。为此，笔者拟构建了幼儿教师观察能力培训

体系 （见表 5）。

3. 教育行政管理导向方面

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管理导向，借助专业评

估促进幼儿教师观察幼儿、解读幼儿。幼儿教师

与评估专业人员一起观察幼儿、收集数据、运用

工具分析评价，借此来诊断幼儿园课程与教育、
改善保教水平。这就必然从教育行政层面掀起一

场变革：真正有效的教育必须从读懂孩子的发展

需要入手，读懂孩子的发展需要，必须从提高观

察能力展开科学观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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