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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告状的动机及教师应对方式分析及其策略审视

陈　香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幼儿告状是幼儿园教师经常要处理的一种幼儿行为，其原因及动机也不同。幼儿教师在处理幼儿的告状行为时，会由于应接不暇

而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如何应对并减少幼儿的告状行为已然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作为幼儿教师，要重视幼儿告状行为，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本文在通过对幼儿告状动机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探讨了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并根据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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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ant complaint is a kind of infant behavior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often have to deal with, and its causes and motivations are also different. 
When dealing with children’s complaints, preschool teachers will be unable to cope with them. Therefore, how to deal with and reduce children’s 
complaint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As a kindergarten teacher,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s complaints and treat specific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of children’s complaint, this paper objectively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children’s complaint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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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一日生活中教师与孩子存在许多互动行为，其中比较普

遍的一项就是告状行为。幼儿处在社会化的起步时期，他们在与身

边人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慢慢养成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告状行为

同样属于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那么，作为教师到底需要怎么应对

呢？本文主要探讨了幼儿告状行为的类型、原因以及应对措施，希

望能够进一步丰富幼儿世界相关理论，为推动幼儿健康发展提供指

导和借鉴。

1 幼儿告状动机

1.1 受到侵犯型

具体来说，即指幼儿相互间出现纠纷时，由于被其它小朋友

言语后或者肢体侵犯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进而对老师告

状的一种行为 [1]。该种类型属于最常见的一种。案例 1 ：一次的早

间活动中，兴兴与团团在排队，兴兴忙着与站在团团后面的淼淼说

话，团团看到队伍已拉开不短的间距，就催着兴兴快走，在此基础

上，还推了一下兴兴，兴兴受到推搡以后摔倒了，随后就留着眼泪

向班主任告状 ：“老师，团团把我推到了，把我摔得很痛。”通过以

上案例王某能够看出，兴兴是其中的“原告”，他之所以要去老师

面前告状，是由于团团把他推到了，使其被摔疼了，希望团团向自

己道歉。

1.2 资源不均型

具体来说，即指在诸多类型的活动中由于幼儿园中没有充足

的资源而使得孩子们分配的资源不均衡 [2]，由此使得得不到资源的

孩子找到老师告状的行为。案例 2 ：一次区域活动中，菲菲、陶陶

以及其它几个孩子在同个区域中玩，该区中某个玩具深受幼儿的喜

爱，大部分孩子都想玩它，而区域中仅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玩具，

几个孩子达成了一致，大家轮着玩，等到菲菲玩时，她拿着玩具很

长时间也不想放手，于是陶陶就跑到老师那里告状 ：“菲菲不与我

们分享玩具，玩了很长时间了一直不给我们玩！”通过以上案例我

们能够看出，因游戏资源分配不均衡，使得一些孩子玩玩具的时间

明显减少，菲菲由于长时间一直占着玩具而导致其它小朋友产生不

满情绪，所以就向老师告状。

1.3 妒忌他人型

顾名思义，即指幼儿看到身边的其它小朋友受到表扬而形成

了一定的妒忌心理，随之就对老师告状的行为 [3]。案例 3 ：一次午

睡之前，孙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对几个表现相对较好的孩子进行了

表扬，例如，浩浩午睡时认真遵守规则，安静睡觉不影响别人，老

师刚说完，萱萱接着说 ：“我听到浩浩午睡时与阳阳说话了。”通过

以上案例我们能够看出，萱萱见孙老师表扬浩浩午睡的时候安静、

遵守规则，然而她却看见浩浩午睡时与其它小朋友说话，于是就感

到不满意，随之对教师告状。

1.4 自我检举型

顾名思义，即指幼儿犯错以后自主对老师检举个人的错误的

一种行为 [4]。案例 4 ：某次集体时，牛牛在投球时没注意踩到欣欣，

于是立即对欣欣道歉，接着又对老师说：“我刚才没注意踩着欣欣了，

我接着跟她道歉了。”通过以上案例能够看出，牛牛踩着欣欣以后

知道对她造成了伤害，由于害怕别人告状，接着就对欣欣道歉，在

此基础上，还积极地对老师检举自己的错误。

1.5 表现自我型

具体来说，即指幼儿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而在某次集体活

动过程中自己表现好而别的小朋友表现不好时而向教师告其它小朋

友的状的一种行为 [5]。案例 5 ：下午点心时间以后，小朋友们先后

搬起小板凳到教室中间做好准备即将进行的活动。欢欢跑来对孙老

师告状 ：“淼淼没摆好板凳，板凳腿没对齐线。”然后说道 ：“我每

次都把椅子对准。”不难看出，欢欢的目的并未使对淼淼进行告状，

主要目的是告诉老师自己每次摆好椅子，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而

表现自己。

1.6 报复他人型

即指幼儿与别的小朋友产生纠纷矛盾以后，为了报复对方而

向老师告状的行为，目的是想要老师对“被告”提出批评 [6]。案例 6：

一次集体活动过程中，森森看到雅洁带着学校不准带的玩具来校了，

接着就找到教师告状，于是教师把雅洁的玩具没收了，雅洁非常生

气。不久以后，雅洁找到教师告森森的状，说森森把自己的水杯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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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不难看出，雅洁在告状以前与森森发生了纠纷，森森告诉老

师后雅洁的玩具被老师没收了，雅洁为报复森森而去告状。

2 幼儿告状行为的成因

2.1 幼儿心理因素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类行为，根源就是幼儿心理尚未发育成熟 [7]。

一方面，他们在成长当中得不到成人的足够重视，于是就会利用该

行为来引起老师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利用这一方式得到老

师的帮助。按照相关心理学理论，由于年龄阶段决定了幼儿在心智

方面没有发育成熟，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知如何处理，希望能够获得

成人的支持。例如，凯凯画画过程中被文翰破坏了画面，于是凯凯

就对老师告状，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于老师的帮助，面对这一问题，

老师可尝试着指导凯凯对图画进行修改。该类行为可以反映出他们

心理发展的特点，暗示着他们已开始形成辨别是非的意识。他们会

通过察看身边的成年人的言谈举止来总结出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

当看到别的幼儿有错误行为时，就会通过告状这一方法来吸引成人

的注意。

2.2 家庭教育因素

近年来，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父母过分宠爱子女，使得

一些幼儿非常自私。错误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得幼儿养成告状的习惯，

同时还导致他们的交际能力发展受到了影响，面对问题的时候仅仅

会向教师寻求支持，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严重不足。不仅如此，许

多家长感觉该类行为属于比较正常的问题，也使得该类形象时有发

生，该类行为反映了他们过分依赖老师的心理，对他们的正常发展

产生负面作用。

2.3 幼儿教师因素

幼儿教师在校期间肩负的任务比家庭教育复杂很多、难度也

较大，首先，老师负责对孩子们开展思想教育，指导和帮助他们正

确对待学习以及生活当中的难题，使他们学会人际交往以及适应社

会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其次，老师的言谈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孩子们的综合发展，所以，老师在处理孩子的告状问题时需要投

入充分的感情，不应通过简单的说教来处理 ；实质而言，多数老师

单纯地批评几句以后就了事，而并未深入指导他们，最终导致这一

现象愈演愈烈。

3 幼儿教师如何应对幼儿的“告状”行为

3.1 端正态度，切勿表露厌烦情绪

这一项为表面上似乎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然而，其背后蕴藏

着非常深的含义。首先，那些擅长告状的孩子，暗示着这部分孩子

对行为准则已形成一定的认知，且开始形成是非观念 ；其次，经常

告状还暗示着他们没有形成足够的人际交往能力，思辨能力相对较

弱。所以，老师对待这一行为应当端正态度，不要对该行为作出严

厉批评。毋庸置疑，幼儿教师日常工作中承担着繁重的任务，照顾

幼儿的任务很重，如果经常面对幼儿告状问题，那么自然会导致其

教学压力增加，进而就会产生一定的讨厌情绪，然而，老师必须牢

牢记住这一点 ：面对幼儿时切忌显示出消极情绪，不管是哪一种告

状，老师均必须高度重视，尽快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注重此类行

为实质上是注重孩子，有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三观，也有助于他们

的全面健康发展。

3.2 分清告状类别，做到有的放矢

面对该类行为，教师不仅需要端正态度，而且还应当仔细倾

听幼儿告状，然后予以分类，在此基础上，按照各种行为采取科学

合理的解决措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例如，对于求赞型行为，老

师应当牢牢把握孩子希望获得表扬的迫切心理，给予他们一定的表

扬，由此能够使他们学会自我肯定。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表扬

并非是在鼓励幼儿，因此老师切忌过度的赞扬，对该类行为如果鼓

励过度，那么就容易导致他们形成盲目追求赞扬的不良心理 [8]，进

而容易导致他们养成畸形的心理。针对那些求助型行为，老师应当

当着面适当批评对方，以防幼儿求助未果形成一定的自卑心理，此

后面对不好的行为不再敢反抗，并且还容易使他们产生叛逆心理，

感到老师不重视自己等。教师应当认真分析他们的告状根源，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在保护好孩子心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他们

的冲突。

3.3 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根本上削减告状

归根结底，造成该类行为频发的根源是幼儿无法妥善处理与

同伴的人际关系，当前，幼儿在家中受到过分宠爱，一般没有同龄

人争宠。但是，进入校园以后，就丧失了中心地位，使得他们的心

态失衡，不知道怎样与他人相处，面临问题的时候就喜欢告状。鉴

于上述原因，要想处理好该问题，应当注重提升幼儿的沟通能力。

教师应当尝试着向他们灌输“分享”的思想，使得幼儿在潜移默化

中形成自觉分享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独处的

机会，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分享创造机会，以不断提高幼儿的分享能

力。

4 教师应对策略的审视

4.1 教师及时关注幼儿的问题

幼儿一般处于三至六岁，没有形成成熟的辨别能力，有时候

还会将自己的想象和事实混为一谈。因此，教师应当时刻关注他们

的表现，在第一时间之内掌握实情，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教育他们。

幼儿的记忆往往比较短暂，倘若发生的事情不尽快去处理好，那么

他们很快就会忘掉，于是就白白丧失了教育的契机，有时候还可能

导致冤假错案，从而对他们的心理产生负面作用。

4.2 教师引导幼儿自己解决问题

幼儿犹如一颗颗幼小的禾苗，他们具有非常脆弱的心灵，往

往过于依赖成人，面临难题不能处理时，往往依靠教师的指导来处

理。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教师需要熟悉他们之间常见的各种冲突，

先认真分析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否需要教师出面处理，尽量让他们自

己处理。由此一方面能够有效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

还能够有效缓解老师的繁重压力。使得他们不会形成过分依赖教师

的意识与思想。当他们自己解决了问题后，无论结果如何，老师需

要进行适当地指导。

4.3 教师应同情与安慰幼儿的告状行为

作为教师，需要鼓励幼儿与自己进行沟通，引导他们遇到问

题与教师交流，教师对幼儿做出积极反应时，就抚慰了幼儿的心理，

这样幼儿的情绪就会逐渐向着好的方面转变了。幼儿阶段时一个人

成长的关键阶段，该阶段中，幼儿的习惯与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他们的成长成才。幼儿看待事物的眼睛是单纯的，而告状是与他

们的世界相矛盾的行为，需要让幼儿正确认识它。让他们学会分辨

是非、自行处理问题。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应当充分地了解幼儿，

并且还应当重视他们，真正从内心里尊重他们，以他们为中心，尝

试着探索更加科学合理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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