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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对教

师的观察能力均提出了要求。观察是幼儿园教师“激励和评

价”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教育部出台的《幼儿园新入

职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指南》进一步明确了新教师在“幼儿行

为观察”方面”“应做到”的具体“任务点”。

幼儿园教师的观察能力是指教师出于教育教学和研究需要，

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的一种专业性的

活动；观察一般需要经历“计划-观察-分析 -再计划-再观察-

再反思”的循环往复过程；观察的最终目的是改进教育教学。

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现状如何呢？本研究以天津市某学校近

五年内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专科层次）在岗幼儿园教师为例

进行了调查，分析其观察能力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职前学

前师资的观察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反思，得到了一定的启示。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文本分析法进行，共收集到有

效问卷82份，教师的观察记录文本30份。以上涉及到的调查对

象均涵盖公办、民办幼儿园。

1  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现状

1.1 大部分教师能够认同“观察”的价值

在参与调查的群体中，96.3%的教师认为“观察能力”对于

幼儿园教师来说“非常重要”或者“重要”。约3.7%的教师“不

确定”或“不认同”观察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数据发现，大部分教师能够认同观察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教育教学等的重要价值，但是仍有少数教师认识存在一定

偏差。通过日常观察也不难发现，部分教师认为“观察”给自己

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因此日常的观察较多的局于表面，

通常不能做深层次的思考。因此导致教师并没有在实践中认识和

体验到“观察”的价值。

1.2教师普遍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的专业敏感性，具备主动观

察的意识

调查中，约90%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观察时具有较高的专业敏

感性，能够及时捕捉观察时机，开展观察。约有96.3%的教师表

示日常会主动进行观察。并有85%的教师表示“非常认同”或者

“认同”园所布置的“提交观察记录、学习故事”等要求。

1.3教师对观察的“专业性”理解和执行不到位

通过数据和文本分析，研究者发现教师对观察的“专业”特

质的理解和执行都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

1.3.1实践过程中，观察的“目标性”属性不明确

观察要求在观察前制定观察目标，并依此确定观察的行为及

其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观察行为与观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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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才能确保观察目标的实现。也正因

如此幼儿园教师的观察一定是具有目标指向性的活动。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约有三成教师不能做到“观察前确定观察

目标”，在进行观察记录的文本分析时，发现部分教师的观察记录

中没有“观察目的（标）”这一部分。由此也可以判断实践过程中，

这部分教师的观察可能存在比较盲目和被动的情况，会容易出现

“不知道观察什么”，容易出现“观察是为了完成任务”，容易出现

“观察就是看，看后记住什么算什么，而忽略了有用信息”的问题。

1.3.2对于进行观察的“价值取向”的理解存在偏差

观察的目的在于“发现幼儿发展需要”，不是“鉴别评定”，更

不是“抓典型”、“挑毛病”。观察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了解幼儿现

有的发展水平、需要，以便教师为幼儿发展提供支持、指导。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约有90%的教师通常是关注“典

型幼儿”、“典型行为”。约有30%教师明确表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观察对象都不能涵盖本班的全部幼儿，会集中在“特定群体”。

通过教师观察记录的文本分析亦印证了以上结论。例如在

“入园焦虑”现象的观察记录中，教师更多记录了“入园焦虑行为

比较外显的幼儿”，如总是大声哭闹的幼儿。对于其他焦虑行为表

现的幼儿并未记录。再例如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教师更多的是记录

了幼儿的“错误”或者“问题”，很少涉及幼儿的优点或者已有的

成长、已获取的经验。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教师对于观察目的

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他们教师认为：观察就是为了发现问题，问

题是印证自己观察价值的最好佐证。

1.3.3观察的“连续观察-反复印证”的要求执行不到位

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幼儿阶段受到发展特点的制约，

其行为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不同情境甚至同一情境下幼儿行为

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切忌为幼儿乱贴标签”是幼儿园教师应该遵

循的基本理念。因此要求观察需要持续、连续多次进行，才能更

加深刻、全面的了解其发展。

本次调查数据只有71%的教师能够做到连续对同一幼儿或者

同一类型的行为进行观察。这些数据印证了这部分教师的观察是

零散的，没有规划和设计的。在如此实践中，教师得出的关于幼

儿发展的结论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通过文本分析也印证了以

上数据。

1.3.4在观察的“记录”部分存在不完整、主观性强等问题

准确、全面、客观记录幼儿的行为、所观察事件的前因后果

是撰写观察记录的基本要求。

在问卷调查部分，有89%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做到“清晰地

描述幼儿的语言、表情、动作”，能够完整的记录“观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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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在本次的文本分析中发现部分教师的观察记录部分存

在记录不完整、主观性强的问题。

例如在某教师的“记录”部分，我们看到的是“禾禾（化

名）在班上属于各个方面发展都很好的孩子，在幼儿群体中有

一种唯我独尊的骄傲感”，“她刚来园的时候自理能力表现得很

差，属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类型”等语言描述，而关于禾禾

的具体事件描述很少。而且该教师在本该记录事件的部分掺杂了

大量的个人主观判断。

再如在某教师的记录部分本该是关于“筱筱在集体音乐教学

活动中参与度的记录”，但是却只呈现了一句话：“筱筱一直

没有跟着教师的思路在了解歌词、熟悉旋律”。“筱筱没有跟

着教师的思路走”是一种判断，教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应

该是用筱筱在活动中的一系列的表情、动作、语言等等描述来

展现，教师却没有描述。

若教师的记录部分没有内容，没有详细的关于幼儿表现的

记录，那么观察的意义何在呢？观察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

何谈起呢？观察记录很有可能成为了不符合实际的幼儿发展评

价记录。

1.3.5 在观察的“分析”部分存在一定困难

对于“事件”进行准确、客观描述后，需要教师在教育

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和文本分析，我们发现教师在

观察记录的“分析”部分存在一定困难。主要问题如下：“找

不到分析的角度和切入点”、“不清楚行为背后的发展特点”、

“分析不能做到有理有据”、“分析结果与事件不能对应”等

问题。也正因如此后续提出的建议可操作性受到了影响。

例如在小班刘老师在“记录”部分这样写道：“在已知部

分推知整体的区域游戏中，班级的叶叶分别完成了有黑白纹的斑

马，黑白色的熊猫，黑斑点狗，黑白纹的奶牛的推测任务”。

在分析时，刘老师是这样写的：“在区域活动中他展现了较好

的想象力，思维力，创造力”。

从这份记录不难看出，教师只能将“由部分推测整体”的

能力归属到认知发展能力大类下，至于小班幼儿能够完成这一任

务是否符合其年龄特点，这一行为背后代表了哪些发展特点，

其最近发展区是什么，都不能给出准确分析。

深入挖掘困难产生的原因，研究者认为原因一是因为教师的

幼儿发展、教育教学相关知识掌握不牢固，二是在记录部分存在不

详实、不全面导致后续不知道如何分析，无法展开有效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结论也印证了教师正是因为在分析方

面存在困难，所以更愿意记录“问题”，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变

得更加容易。

1.3.6“运用观察结果改进教育教学”的实效有待提升

观察的最终目的是为教育教学服务，如果教师只是针对

“典型幼儿”、“典型行为”进行观察，如果教师不能做到

“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如果教师不能“准确客观”记

录幼儿行为，并得到有效的分析，那么“运用观察结果改进教

育教学”的实效就有待考查和提升。但是在问卷调查中，有超

过八成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够运用观察结果改进教育教学，这说明

教师具备一定的运用意识。

在文本分析中不难发现，教师提出的“支持策略”或者

“发展建议”较为空洞，操作性不强，这一特点也会影响到运

用的实效。通常在分析幼儿发展特点之后，教师会在建议或者

支持策略部分提到：今后要加强家园合作，提高家园合作质

量。那么如何合作，合作中针对发现的问题如何给予家长指导

性建议，给予何种指导性建议均未提及。再如通过对区域游戏

的观察，今后在区域游戏中针对发现的问题提供何种探究材料等

都没有给出操作性强的建议。

2  对于职业师资培养的启示

观察能力是幼儿园教师重要能力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的培养需要职前和职后共同打造。在职前阶

段，关于幼儿发展知识的掌握、观察方法的掌握、正确观察理

念的形成、观察指标的习得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2.1职前有必要合理开设相关的观察类课程

近些年对于教师观察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但在职前培

养阶段，在设置课程时因“观察课程”综合性强，实操性强

等特点，被教师和学生认为是一门较难的课程，从而会不愿意

设置或者取消了相关的课程。但是在调查过程中，100% 的幼儿

园一线教师都认为在职前有必要开设相关课程。他们认为该课程

的设置可以在职前阶段为准教师专业素养的形成提供支持，在一

线的教育教学中为师幼发展提供支持。

2.2 课程实施过程中，将科学观察理念渗透到教学日常

通过上述调查和分析不难发现，教师需将科学观察理念贯彻

整个课程之中。而且观察理念的树立要求授课教师在讲授过程中

所选取的“观察素材”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不只是提供“问

题突出”的材料；观察理念的树立也可以从提供“示范榜样”

开始，让学生在榜样教师的观察中体会“什么是专业观察”，

体验“专业观察的力量”。

2.3 充分利用实习、实训等机会强化观察理念和能力

能力的锤炼源自实际的操作和感知。在职前培养阶段要注重

通过实训、实习等机会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从观察计划的制

定、观察方法的运用、再到观察的实施与结果分析、运用都需

要在实践中检验、改进、完善。在实训室中可以通过日常生活

观察、模拟观察等对于观察方法计划的制定和观察方法的使用着

重进行训练，在幼儿园的实习实践过程中注重进行幼儿发展观

察、综合观察训练等项目。

2.4 充分借助《指南》的引领作用，帮助准教师掌握观察

的指标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

每位幼儿教师必学的“宝典”，《指南》中对于不同年龄阶段

幼儿在五大领域中的发展给出了发展期望。这些建议虽不能作为

评价幼儿的标准，但是却为观察幼儿提供了角度参考。如健康

领域中提到的目标之一“动作的发展”，通过阅读《指南》发

现动作发展可以包括协调能力、平衡能力、灵活性等维度。社

会领域中提到的“能与同伴友好相处”中，主要涉及同伴交往

策略、同伴关系及地位等维度。

对于《指南》的充分利用可以减轻准教师和新教师在职业

适应期的观察负担，可以减轻因水平有限带来的研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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