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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告状现象”及其教育策略的研究 
◆裴红兰 

（武夷山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武夷山市  354300） 

 
摘要：幼儿的告状，是指幼儿在他们自己认为受到同伴侵犯或发现某种

行为与幼儿园的集体规则、教师的某项要求不相符合时，向教师发起的

一种互动行为。告状在一日生活中很常见，教师的处理方式对幼儿日后
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必须慎重。  

 

 
一、对幼儿告状行为的理解 
告状是幼儿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幼儿园中、

大班年龄段，幼儿的告状现象尤为突出，告状行为是幼儿在社会
化过程中常见的行为之一。具体地说，幼儿的告状，是指幼儿在
他们自己认为受到同伴侵犯或发现某种行为与幼儿园的集体规
则、教师的某项要求不相符合时，向教师发起的一种互动行为。 

二、对幼儿告状行为原因的分析 
（一）直接原因 
1、直接诱发“告状”事件的原因。 
(1)幼儿自身受到侵犯。多数幼儿“告状”事件的发生是源于

幼儿遭到身体或言语方面的攻击。一般情况下男孩比女孩受到身
体攻击和语言攻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因侵犯而引起的幼儿
“告状”事件中，男孩的比例要明显地高于女孩。 

(2)班级规则或荣誉受到损毁。随着幼儿品德的进一步发展，
幼儿已产生了责任感，特别是当教师提出的要求没有达到或班级
的荣誉受到损毁时，爱“告状”的幼儿便会挺身而出。因为他们
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只能通过“告状”求助于教师。 

(3)某些事情触动了幼儿的嫉妒心或同情心。嫉妒心是指幼儿
与他人比较时，发现自己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
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消极情感；而同情心则是指在教师及父母经常
要求幼儿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积极情感。这两种
情感在幼儿期都有明显的表现。如果因某些事触动了幼儿的嫉妒
心或同情心，就会引发幼儿“告状”行为。 

2、幼儿心理方面的原因。 
“告状”对幼儿来说，似乎是“不教自会”的。只要发现侵

犯或违规行为，多数幼儿会不约而同地采取“告状”的方式来解
决。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幼儿的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 

(1)幼儿的自我防御本能。 
(2)幼儿有希望他人认可的心理需要。 
(3)缺乏交往技巧。 
(4)判断力较差，依赖性较强。 
（二）外部教育因素 
由于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使得许多父母对孩子独立性培养

方面不够重视，加上现在幼儿多是独生子女，所以使得问题变得
更加复杂。 

1、父母缺乏对幼儿独立意识的培养。 
2、过分关注或夸大幼儿的情绪体验。 
3、对“规则”的理解有误。 
三、幼儿告状的类型及分析 

幼儿的告状在一日生活中如此常见，那么幼儿告状的类型究
竟有哪些呢？产生这种告状的原因又是什么？通过查阅资料和
在幼儿园工作中的观察，我总结出如下几点： 

（一）求助类的告状 
（二）求赏类告状 
（三）辩解性告状 
（四）检举性告状 
（五）维护规则类告状 
（六）同情心驱使的告状 
四、教师对幼儿告状行为的处理方法 
教师在孩子心目中就是至高威望的大法官，我认为不管孩子

因为什么原因告状，教师都应该认真对待，教师任何简单敷衍的
态度对会对孩子的心理和认识造成影响。教师要表现出仔细倾听
的态度，除了进一步明确是非对错之外，任何教育都和平时一致。            

（一）教师方面 
1、保持宽容的态度 
身教重于言教，教师要从生活中让孩子体会到宽容的乐趣。

教育孩子多看别人的长处。让孩子学会公正、客观地看待别人、
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多发现别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找出自己
的不足。 

2、自信而不自我 
太喜欢告状，一方面是孩子不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

孩子太过于自我的表现。老师要在平时生活中就让孩子处理好自
信和自我的关系。 

一个从小就具有领袖气质、充满自信的孩子肯定不会有事没
事地把“老师，某某又怎么啦”挂在嘴边。同时，父母也要教会
孩子不能太自我。否则，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要不利于自己的
事情就是坏的，就值得告状。幼儿期的孩子爱告状的的确不少。
但他们的告状没有什么恶意，目的只是想看看大人对那些不守规
则的人事如何处理。大人最好不要随便表态， 要搞清楚孩子告
状的目的原因，区别对待。 

（二）教育方面 
1、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减少告状行为。 
2、分清原因，有针对性地处理问题 
3、通过同伴间的交往，培养幼儿的分享意识、 
4、教给幼儿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 
让幼儿学会使用礼貌用语，学会谦让等方法都有利于问题解

决。 
幼儿的告状看来事小，跟幼儿的心理发展关系很大，作为幼

儿启蒙者的我们，在对待幼儿的告状行为时，切莫等闲视之。事
实上，只要我们教育引导得当，它还能帮助我们提高教育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活动情况和心理需要，选择合适的教育
内容和教育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有的放矢，成效显著。相信
通过教师努力，孩子会得到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