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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班幼儿的社会性交往能力培养 
◆吴柳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横州镇幼儿园  530300） 

 
摘要：沟通与交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基本技能，而社会性交往又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连接人们沟通的重要纽带。作为教育的初端，

在幼儿教育中对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进行培养，不仅是幼儿自身生存发

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在今后的幼儿教育中，教

师除了要开展幼儿教育工作，培养幼儿的综合能力外，还要重视幼儿社

会性交往能力的培养，并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从而

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与沟通能力[1]，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其全

面发展。因此，本文对小班幼儿的社会性交往能力的培养方式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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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任何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实现自身的价值，就要有着

善辩的口才和社会性交往能力，并建立起不同的人际关系。作为
智力、心智以及思维能力处于发展初阶的小班幼儿来说，对其社
会性交往能力进行培养与引导，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幼儿
教育中，教师要对幼儿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结合他们的成长
规律和发展特征，进行有效引导，促使幼儿社会性交往能力的养
成。 

1.小班幼儿交往中存在的问题 
1.1 家庭教育问题 
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的增长率在逐渐提高，使得幼儿园中的

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家长常常以孩子为中心，对
他们倍加呵护，视其为掌上明珠，对幼儿的生活行动小心翼翼。
甚至有些家长害怕幼儿发生意外或者担心空气污染导致幼儿生
病，很少带幼儿去公共场所。家长对幼儿的保护无形中限制了他
们的发展，使得幼儿缺乏和外界的交流，忽视了幼儿探索周围世
界的渴望与需求，导致幼儿克服困难的实际能力减弱，使幼儿的
社会性能力出现畸形发展的情况。 

1.2 应试教育片面强调幼儿的智力教育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家长和教师过于重视幼儿的智力教

育，忽视了幼儿素质的全面培养，导致很多幼儿从小班开始，就
被迫去上补习班和兴趣班。孩子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补
习班和兴趣班上，缺乏业余活动的时间和机会，缺乏互助合作意
识，因此导致其社会交往能力较低。 

1.3 社会环境问题 
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建设进程，使得形态各异的高

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与四合院和平房所不同的是，楼
房都是独门独户，难以和邻居伙伴进行交往，加之许多家庭附近
未能建设适合幼儿户外活动的场地，家长们又不放心幼儿单独去
户外找同伴玩耍。并且大多数父母为双职工，白天忙碌于工作，
和幼儿相处的时间较少，使得幼儿活动范围缩小和缺乏与其他人
的沟通交流，严重地限制和影响了其社会能力的发展。 

2.培养小班幼儿社会性交往能力的措施 
2.1 培养幼儿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会客习惯 
由于大部分小班幼儿都是独生子女，是家庭的核心与掌上明

珠，父母外出看望亲友或长辈时应将他们带在身边，或热情接待
客人来访，欢迎其他小朋友来家玩乐，也应鼓励幼儿参加社会组
织的科技中心、少年宫等活动。使幼儿能和其他成人或幼儿广泛
接触、经常交往。进行交往教育：家长应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喜爱
交往，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培养幼儿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会客习
惯。例如，注意聆听别人的谈话，连贯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说“早”“请您”“谢谢”“再见”等礼貌用语；别人讲话时，
不随便插嘴打扰等。家长要指导具体的交往方法和行为准则。例

如，能和其他小朋友共同玩或轮流玩一件玩具。能关心帮助年龄
小的同伴。参加集体活动能守纪律、听指挥。懂得如何接待客人
等。在幼儿来园时，教师要教幼儿学会对老师说“早上好”，离
园时会说“老师再见”。平时会说“请您”“谢谢”“好”等礼貌
用语，并能在集体面前大胆的说话，大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尝
试大胆与成人交往。 

2.2 正确处理不良行为 
在幼儿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不良行为屡见

不鲜。教师在开展幼儿教育工作时，如果发现幼儿之间出现独占
玩具、争夺玩具、互相厮打谩骂、故意捣乱或互不理睬等现象时，
要立即阻止，同时还要了解事情缘由，幼儿打架的动机等，公正
判定是非，耐心引导，指明正确的行为方式，帮助幼儿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使其能进行积极的交往[2]。 

2.3 合理安排幼儿一日活动 
幼儿园是一种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幼儿园内的各类活动都能

为幼儿提供充足的与同龄伙伴合作与交往的资源。首先，教师可
以通过将故事的方式对幼儿进行引导，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幼
儿在教师讲解故事中了解到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让幼儿
之间进行讨论和交流，让这些同龄幼儿在分享中得到快乐[3]。其
次，要多为幼儿提供交往机会，教师应积极鼓励幼儿利用课余游
戏活动时间，自主选择区域和伙伴，激发幼儿乐于与同龄伙伴交
往的情感，为今后幼儿间的合作与交往奠定良好基础。 

3.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社会性交往能力的培养，对其今后的成长与

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所以，在今后的幼儿教育中，除了幼儿的在
园教育外，家长也要积极参与其中，根据幼儿之间存在的个体差
异，合理制定培养方案，运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进行教育和引导，
在端正幼儿思想，使其树立交往信心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幼儿的
社会性交往能力，实现其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裴锑娜，陆萍.浅谈培养小班幼儿的交往能力[J].幼儿

100：教师版，2017，24（02）：53. 
[2]纪红艳，刘春蕾.儿童伙伴关系研究综述[J].吉林省教育

学院学报，2018，31（02）：124-126. 
[3]赵冬梅，周宗奎，孙晓军.小学儿童互选友谊的发展趋势

及攻击行为的影响 3 年追踪研究[J].心理学报，2016，
21（12）：12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