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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幼儿园教育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大班儿童处于成长的重要时期，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这样能够让幼儿在能力、智力

以及知识方面有良好的表现。那么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学，并且给予幼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以重视，采取

有效的策略，不断的增强幼儿和他人之间交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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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能力是人的一项基本技能，需要从幼儿园开始培养。

在幼儿园大班是幼儿各项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在这一时期对
幼儿进行交往能力的培养是教师应该履行的义务，也能让幼儿更好
的适应社会。以下是对大班幼儿园良好人际关系能力进行培养的对
策。 
一、大班幼儿在人际能力交往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校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的忽视 

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往往关系到幼儿的学习以及生活质量，这
是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无论是在幼儿大班还是其他阶段，都应该有
相关能力的规定。并且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也是幼儿教育过程中一
项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前的很多幼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都是对幼
儿的知识技能训练过于重视，忽视了对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以至于学生在进入小学以后，出现了一些交往障碍，严重时会使幼
儿产生自闭心理。还有一些学校的幼儿交往能力目标已经设立，但
是只是流于一种形式，并没有真真切切的落实，也缺少多种模式的
支持。 
（二）教师缺少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视 

在一些地区，教师在幼儿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方面有推卸责任的
倾向。首先，教师认为幼儿的人际交往应该是家长的责任，自己的
义务主要是向幼儿传授知识，并且保护幼儿的安全。例如，幼儿园
出现了一些爱起伏其他小朋友的幼儿，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对于这
种问题，教师都会认为是家长缺少对幼儿的教育，是家庭溺爱中养
成的坏习惯，应该有家长来解决。同时也有些教师认为对于这种现
象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因为各种工作比较多，所以错过了对幼儿
交往问题的纠正，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向了家长。其次，还有些教师
认为，幼儿的交往能力差主要是因为自身原因造成的。那么对于此
教师并没有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认为幼儿的性格太过于内向或者
外向，所以造成了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多种问题[1]。 
二、大班幼儿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主要策略 
（一）学校和教师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提升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学校亦或是教师都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在
教学过程中树立起全面培养幼儿的目标，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播，
还要注重对儿童各项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幼儿一生产生影响的人
际交往能力。首先，加强对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视和关注。幼儿
在学校期间的各项举动以及与小朋友的交流应该引起教师的注意，
特别是性格上比较孤僻，不爱说话或者任性不合群的幼儿，教师要
注意观察，然后给予幼儿一定的交往指导，让幼儿在交往过程中不
断的增强自己的自信心，不断的提升对人际交往的兴趣，让孤僻的
幼儿变得更加开朗，让不合群的幼儿变得更加何群。其次，教师的
科学指导。教师在改变教学理念以后，要对幼儿人际交往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深入到幼儿的实际生活中，根据不同儿童
在交往过程中的表现，找出存在的问题，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和教
育学知识对幼儿展开指导。对家长也需要进行正确的指导，有些家
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活泼好动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认为这样
会让孩子吃亏，那么教师就需要对家长进行指导，改变家长这种错
误的认识。让家长也能够对孩子展开多样性的教育，教会孩子关心
他人，与他人进行和谐的相处[2]。 

（二）为幼儿创建人际交往的机会，让幼儿感受到交往的乐趣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独生子女比较多，所在在家庭环境中，幼
儿除了家长以外，很难接触到与同龄伙伴的接触机会。那么无论是
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以外的场合，家长和教师都要积极的为幼儿创建
人际交往的机会。同时以身作则，让幼儿看到教师在与他人交往过
程中的表现。在此之中，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们举办一些活动，例如，
模拟家庭待客表演、模拟商场购物等等，这些都需要各种接触，能
够让幼儿和其他小朋友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同时也可以举行玩具交
换活动，让幼儿在学会分享的过程中，体会到交往的乐趣，体验到
帮助别人的自豪感。还可以让不同的小朋友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
以“小熊生病”为主题，有些小朋友扮演熊妈妈，有扮演熊宝宝，
还有扮演熊爸爸，在角色中不停互动。这样教师可以很好的了解到
学生交往的基本情况，了解儿童的想法以及儿童人际交往的意见，
不仅是寓教于乐，而且让学生深深地体会到了人际交往的乐趣，为
幼儿进入小学做好了准备。 
（三）强化对幼儿人际交往的技能指导 

幼儿大班的儿童年龄尽管在大班，但是年龄都比较小，身心发
展也不够成熟，在和其他同龄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
不和谐的动作和声音。例如，幼儿的攻击性行为、脏话以及不礼貌
性的言语等等。那么针对这种情况，要引起教师的重视，强化对幼
儿人际交往能力的指导，让幼儿用一种积极的健康方式进行交往[3]。 

首先，利用多种技巧和方法，让幼儿的表达方式更加合理。例
如，幼儿要怎样的对别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怎样的接受别人的
意见或者使用怎样的方式拒绝别人，要如何的和别人商量事情，不
同的场合使用怎样的礼貌用语。在见到教师或者长辈时，积极的打
招呼，使用文明语言。若是得到了小朋友的帮助，一定要表示自己
的感谢，若是不小心碰到了小朋友，要及时的说对不起。 

其次，教师还要教授幼儿人际交往的方法。例如，教授幼儿把
自己喜欢的故事讲给小伙伴听，把自己喜欢的图书和同学分享等
等，遇到困难向同学求助，教师还可以给幼儿一定的任务，例如搭
积木，需要几个小伙伴共同完成，合理分工，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强
化了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幼儿在人际交往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问题的解决策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关系到幼
儿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幼儿的健康成长，因此需要教师和家长予
以一定的重视，在以后的教学中，使用多种方式促进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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