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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13个章节全面阐述了如何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和记

录幼儿在各种活动中的表现，阐述了进行儿童行为记录的目的、

意义、基本方法，说明了记录观察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了

环境描述在整个记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从不同的侧面记录儿

童在各种活动中的表现，包括日常活动、运用材料、儿童之间

的社交行为、师生互动中儿童的表现、戏剧表演游戏中的表现、

认知功能、思维的发展、语言发展和读写萌发等方面。最后指

出了如何对一段时间内积累的记录进行总结和解读。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我遇到了好多不同类型的孩子，有的特别叛

逆，不让干啥便干啥，有的爱哭闹，稍有不如意就大哭大闹；还有的则

是任何事都依赖老师和小朋友。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会凭借个人经验

去解决，但因为个人经验毕竟范围有限，而孩子是和成年人一样复杂的

个体，因此再有一种办法就是请教有经验的老师，但同样存在问题，即

使别人认为灵验的做法，我搬来未必奏效。

读本书前的疑虑：



做好观察记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全面准确的理解孩子，因材施

教。作者说： “我们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中的传统观念、标准与价值

观，往往作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指南。”

通过此书发现自己今后工作应注意的两点

一、拒绝偏见：



比如说：讲卫生的是个好孩子，讲礼貌的会得到别人的喜欢，

反之不讲卫生的、不讲礼貌的会被人厌恶等等。尤其是在观察孩子们的

行为后进行解读时，我们通常会难免地加入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们能够

将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吗？在进行解读时，我们能够摆脱成年人的态

度吗？尤其是对于调皮捣蛋的孩子和听话懂事的孩子我们能一视同仁吗？

如果做不到，那么一些贴标签的行为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



例:回想起在小班的时候，我们班的金子涵小朋友在户外的时候

抓起一把沙子塞进了一个孩子的衣服里，那个孩子哭闹着找老师，而

金子涵的反应是：“你也抓一把塞到我的衣服里吧。”因为他一直很

调皮，爱动手，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一贯的行为，但却忽略了，他只是

想和那个孩子交朋友，因为不懂得如何相处而用错的方法。两个孩子

哭着来找老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他们还没有说出事情经过时，

我通常会不由自主的出现偏袒那个相对乖巧听话的孩子。



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希

望自己得到他人的理解。这点对于成人来说也是一样。同一

种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孩子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意义；面对一事

件，不同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而我要做到的就是

一视同仁，客观全面的去解决孩子们的事。



对我感触很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作者说： “或许，愚弄我们

的就是儿童会说话这一事实。因为人类的这一特殊能力在生命之

初就已经获得，人们很同意认为存在于语言背后的儿童的思维肯

定也和我们成人是相通的。由于将孩子的话语视为理解儿童的关

键，我们关闭了儿童与成人之间有意义沟通的渠道”。

二、重视细节：



所以在观察孩子时更要仔细、用心，通过

更多的细节来解读有时候更有说服力。



作者的大量案例中非常注重细节的记录，尤其是孩子的眼

神、声音、身体姿势、手势、面部表情等的描述。通过这些描

述就能发现，这些才是儿童揭示自我的方式。他们的眼神、声

音、身体、手势、面部表情都在说话，都在与我们交流，他们

通过自己的做事方式以及所做的事情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内心世

界。

细节包括：



例如：在玩具分享日时，一个孩子抢了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

不知所措下动手打了抢玩具的孩子，如果是大班的孩子就会很清晰的解

释事情的经过，而对于小班的孩子由于语言能力的悬殊可能就会出现哭

着说不清楚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全面的观察了解，在没有关注

到这些细节时，当一个孩子跟我描述一件事情时，我可以获得的信息少

之又少，越是年龄小的孩子越是如此，所以很庆幸独到这本书了解到记

录要注重每一个小细节。



读完这本书，从理论知识和实践上更清楚地认识了为什么要

观察幼儿，如何观察记录，观察幼儿行为后该如何评价总结行为。

更好的丰富完善自己的工作，激励自己要努力做一个让每一个孩

子喜欢的老师，认真观察记录幼儿的真实生活，真正走进他们的

内心世界，真正去理解每一个孩子。

总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