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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不打报告，和谐交往 
——浅谈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及纠正策略 

◆李  帆 

（杭州市朝晖新村五区幼儿园） 

 
摘要：在幼儿园里，我们经常遇到幼儿来告状的情形，一个幼儿的告状
行为可以影响到周围同伴的不断效仿，致使教师在一日活动中忙于应付

幼儿的告状，而幼儿的告状行为也愈来愈盛。幼儿的告状行为有众多的

表现形式，也受其成长环境、家庭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有不同的形成
原因，教师需加以重视但又不能过渡处理，以免助长幼儿的告状行为。

对此，本文重点提出了纠正幼儿告状行为的有效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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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提出的
目标是“能与同伴友好相处，同伴发生冲突时能自己协商解决”、
很多幼儿喜欢通过告状的形式让教师帮助解决问题，这其中除了
寻求帮助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教师的关注与重视。因
此，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告状行为，分析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并
探寻如何减少幼儿的告状行为，让幼儿独立解决同伴间的矛盾与
冲突，让幼儿实现个人社会性的发展以及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获
得安全感与归属感。 

一、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 
（一）幼儿方面 
从幼儿层面来说，幼儿的告状行为源于被告方的违规行为，

有其自我保护、维护规则的积极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表现为幼
儿的思想还比较幼稚，遇到问题习惯于向成人求助，希望得到成
人的帮助与庇护。还有的幼儿以自我为中心，当同伴的行为损害
了他的利益或快乐，如同伴先占有某件玩具、某个地盘，他无法
介入时，不是通过协商解决，而是直接向老师告状来解决问题。
还有的幼儿特别在意教师的关注与看法，告状也是一种师幼互动
形式，因此幼儿喜欢通过告状行为来获得教师的关注，甚至表扬。 

（二）家长方面 
家长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告状行为的频率，对成人

的帮助产生依赖心理。大多数家长都宠爱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孩
子在幼儿园里吃一点亏，因此经常教育孩子在幼儿园里遇到问题
就向老师反映，甚至有的幼儿经常和家长告状，谁谁谁打他了，
抢他书本玩具了。面对这种情况，家长若不分清白的一味维护自
己的孩子，鼓励孩子“反映事实情况”，很有可能让幼儿的告状
行为更严重。 

二、幼儿告状行为的有效纠正策略 
（一）幼儿园要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幼儿的摩擦 
既然大多告状行为源于幼儿间的矛盾与摩擦，幼儿间矛盾不

可避免，但幼儿园仍要尽量减少因幼儿园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
的幼儿间矛盾。 

如户外体育活动中，不同班级安排不同的时间段外出，让每
个班级的幼儿都能在宽阔的操场上自由跑跳游戏；在室内的区域
游戏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受欢迎程度进行合理的区域划
分，并用线条、桌椅进行必要的隔离，避免相互影响或争抢空间；
因此幼儿园要加大资源储备，在必要的时候增加游戏材料的投
放，以适应幼儿游戏的需要。 

（二）教师要区别对待不同告状，给予引导或纠正 
幼儿的告状行为存在不同的类型与目的性，因此教师要根据

告状行为的类型给予准确的应对，以减少告状行为的发生。 
1、求助型告状，给予帮助与鼓励 
对于幼儿间产生矛盾后的告状行为，教师可根据事情的轻重

程度做出不同的处理。如奇奇告状天天霸占着一本有趣的绘本不
给他看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奇奇通过协商自主解决问题。原来班
级的图书区有本绘本《谁吃了我的大饼》，天天也别喜欢看这本
绘本，每次自主阅读时间他都会到这里拿了绘本看一会，尽管已
经看了很多遍，很熟悉了，也还是习惯性的去拿走绘本。于是我
鼓励奇奇再去和天天商量下。这样既解决了告状问题又发展了幼

儿社会交往能力；但遇到比较严重突发状况后的告状行为，如发
生了肢体冲突，教师就需要亲自出面解决了。 

2、求罚型告状，及时引导与纠正 
有时候同伴的行为并没有损害到他人，只是因为能力的欠缺

而做的不够标准规范，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幼儿就觉得他表现
不好，希望通过向教师告状来惩罚或批评同伴，这种告状行为教
师要给予及时的制止。如小班里，月龄大的轩轩拿勺子比较稳，
桌面干干净净的，因此就像老师告状月龄小的烁烁饭菜专门掉地
上，表面看是在维护规则，实际是希望教师看到同伴的表现而加
以批评。面对这样的告状，教师要正确引导幼儿看待比自己能力
弱的同伴，不是责备而应该是给予帮助与鼓励。 

（三）家园合作促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幼儿自主能力 
如今的家长都重视幼儿智力发展，幼儿园教师要做家长的思

想工作，让家长尽量放手让幼儿独自面对幼儿园的集体生活，自
主应对同伴交往问题，必要时教导幼儿同伴交往的技巧与能力，
而家长自己需要做到不生气、不介入，不怕吃亏。 

如一次中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一一在玩积木，悠悠也想玩
就直接过去抢，结果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虽然教师及时的拉开了
两人，但悠悠的脸上还是抓出来一条红痕，教师及时与两位幼儿
的家长进行了沟通，并交换了处理意见。晚上悠悠回家就和父母
告状，结果父母只是简单看了眼伤口，发现没有大问题后就教导
悠悠要通过协商去获得玩具，并主动要求与一一握手言和。父母
这种平静友好的处理方式，让幼儿的告状行为没有掀起波澜，反
而发展了幼儿的社会性，对幼儿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 

三、结语 
教师需辩证的看待幼儿的告状行为，以尊重、理解、耐心的

态度去倾听孩子，以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孩子告状行为的原因，然
后采取科学合理的解决之策。幼儿的告状行为不仅仅只是为了向
成人求助，还存在着求关注、求赏识、试探性等潜在性的心理，
因此，教师需通过研究幼儿心理去解读幼儿的行为，以便做出积
极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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