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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马赛克方法对提升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中亲子沟通 

质量的启示 
◆杜  伦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马赛克方法作为一种“以幼儿为本”的儿童研究方法，不仅于幼

儿园环境创设起着革新的作用，也为有效的亲子互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有助于改变传统沟通模式，使家长真正走进儿童内心，从而提升家庭教

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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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是儿童早期发展的主要场所，家庭教育质量深深影响着

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及未来发展。因此，如何促进家长与孩子有
效地沟通显得尤为重要。马赛克方法大量运用于评价幼儿园环境
创设的质量，但笔者认为它对于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也具有启发意
义。笔者从马赛克方法揭示的“幼儿为本”的儿童观出发，结合
儿童早期家庭中亲子互动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促进家庭成
员有效沟通、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的方法。 

二、马赛克方法简介 
马赛克方法是英国学者克拉克和莫斯提出的新型儿童研究

方法，它转变了以往仅以成人为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局面，让儿童
作为研究的参与者，用新的视角看问题，极大地避免了由成人主
观认知及偏见带来的弊端。当然，以“马赛克方法”命名并不是
取其“模糊、遮盖”之意，而是因其是由很多小方法组成，就如
同马赛克上的许多小块的组合。目前的马赛克方法主要包括了观
察、儿童访谈、照片和图书制作、旅行、制作地图、访谈、魔毯
7 种形式，为幼儿园环境创设的评价及改善提供了新思路，于传
统环创评价起到了“革新”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幼儿教
育的改革。 

三、家长与学前儿童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一）沟通形式单一 
目前在亲子沟通中，大多家长仅采用语言沟通的形式。由于

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他们的语言能力有限，无法用口头
语言清晰地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表达出来。孩子年龄的
大小，与其口头表达能力的强弱成正比。因此仅采用语言进行交
流，使得家长无法对孩子从嘴中传达的信息加以正确的理解，或
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因而常常不能领会孩子真正的意图甚至误解
其真实的想法。 

（二）沟通方式偏激或缺乏灵活性 
不同类型的家长，沟通方式也存在差异。感性主导的家长，

在与孩子沟通时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脑中存有“棍棒
出好子”的观念，那么沟通形式简单粗暴，则孩子易因“武力”
而屈服，表现出暂时的积极态度，为后来懦弱或叛逆埋下隐患；
其二是与之相反的情况，一味溺爱，则家长对孩子是无条件的满
足顺从，为孩子任性妄为与自私自利等不良品行创造了条件。这
是两种偏激的沟通方式，当然也存在理智型的家长，遇到问题时
总会采用讲道理的方式。《纲要》中指出学前儿童的学习方式是
“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面对充满“个性”的学前
儿童，一味地说教也会带来信息接收的厌倦，孩子再出同样问题
时也是束手无策，因此这种“讲大道理”的方式也缺乏一定的灵
活性。 

（三）沟通效果欠佳 
方法的偏激与死板只会带来无效的沟通。无效沟通只会收到

暂时性或表面上的效果，甚至种下“恶性种子”。长此以往，孩
子没办法接受家长对自己持有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而家长因为
不够了解孩子的内心，仍凭着自己主观的理解处理问题，让孩子
与家长的心理距离越拉越远。小问题不能解决，越积越多，最终
会导致更大的家庭矛盾，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及家庭甚至整个社会
产生不良影响。 

四、马赛克方法对促进亲子沟通的启示 
笔者结合马赛克方法下的各种小方法，在考虑儿童的身心发

展的特殊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下面几种可行性、有效性与趣味性
并存的亲子沟通方式。 

（一）模仿秀：我来当 XX（如：妈妈、爸爸） 
此方法类似于萨提亚在家庭治疗模式中“模拟家庭”的环节。

爱模仿是学前儿童的典型特点。家长引导幼儿模仿家庭成员的行
为，从孩子的模仿中，家长可以看到平时自己或其他成员在孩子
心中的形象。有时你会发现，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
孩子都注意到并且保持在了脑子里。班杜拉提出了观察学习，认
为人的行为习得有四个阶段——注意、保持、再现、动机。如果
孩子已经表现出了你的某个言语或行为，那么表示他已经进入了
观察学习的第三个阶段，未来很有可能到达动机阶段，内化为自
己的言行。如果是好的言行，你可以感到欣慰并继续保持，若是
不良的言行，则应引起高度重视，及时改变自己并有意将自己的
转变展示给孩子看，否则日后难以改正。 

（二）家庭漫画 
此方法适用于爱看动画或漫画的幼儿。家长引导孩子在纸上

画出代表家庭成员的漫画人物，这个人物既可以是孩子看过的书
或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也可以是自己创造出的。孩子完成后家长
可以继续追问这个漫画人物的属性，也就是它的性格特点或者说
优缺点。这样家长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就“一目了然”了。 

（三）秘密信箱 
这是一个需要家长和幼儿共同参与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

相结合的沟通形式。每天，家长和孩子都在信箱里投两封信，一
封记录开心的事，一封记录不愉快的事。由于书写能力的限制，
孩子可以采用绘画的形式表示，而家长可采用文字形式。到周末
时，家长和孩子同时拿出投递的信，把自己记录的内容讲出来。
这样便于了解对于同一件事孩子和家长感受的异同，让双方都能
占到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也能洞察、了解到自己未曾注意的细
节。这种平静状态下的沟通会更加亲切和有效。 

五、结束语 
教育是富有创造性的，对于身心处在快速发展期的学前儿童

更是如此。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应加强与孩子心与心的交流，不断
从各种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学习经验，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沟通
与教育方式，促使儿童身心得到健康、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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