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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告状行为是指儿童处于同伴侵犯或发现同伴某种行为不符合集体规则等原因而发起

的指向教师的言语行为。告状行为在幼儿园中可谓是家常便饭，所以实习期间我选取了一

个幼儿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本文对 G幼儿告状行为进行探究，对 G幼儿的告状行为进行原

因分析与归纳，并对教师提出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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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老师，他抢我玩具了！”“老师，他带糖果了。”“老师，他…”一日生活中，类似

的告状不绝于耳。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幼儿告状行为经常发生，是一种常见现象。

告状是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非常普遍又令人犯难的行为。幼儿作为人类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告状行为有很多不同于成人的地方，那么幼儿为什么要告状呢？教师又要怎样对待

幼儿的告状行为？

现在人们探究幼儿告状行为基本上从俩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从幼儿告状行为的动

机来分析，从 4到 5岁开始，幼儿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和家庭，成人的关系开始过

渡到和同龄人，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容易引起反差和冲突，从而引发幼儿的告状行为。所

以从幼儿告状行为的动机来看，可以把它分为求助型的告状、检举型和博得关注型等等。

二是研究告状行为产生的原因，每个幼儿都有其告状行为的特点和原因。所以本研究是在

幼儿园实习了三个月，结合自己看到的真实案列，选出一名幼儿（G幼儿），在充分了解

G 幼儿的基本情况下，来分析他告状行为的类型和原因，并对如何应对 G 幼儿的告状行为

提出具体的建议。

二、G 幼儿的基本情况描述

G 幼儿，男，六周岁，大班。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表现特殊，在上课的时候

东倒西歪地，从来不会安安稳稳的坐在那，总是这边玩一下那边走一下，嘴里时不时地发

出声音。但他告状行为很多，比任何其他幼儿都积极。

根据了解得知，G幼儿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优越，妈妈是幼儿园里的保育员。

三、G 幼儿的告状行为分析

G 幼儿的告状行为频次高，通过观察，其主要动机包括以下几点：

（一）为了得到某样东西的撒谎告状。

事件一：晨间活动的时候是有一部分时间是给幼儿玩桌面玩具的时间，老师的要求是

每个孩子只能选择一种玩具并且要在自己位置上玩。G 幼儿就东绕绕西绕绕的，想搜刮自

己喜欢的玩具，其他小朋友看见了就制止 G幼儿说:‘那是老师给我们组的玩具，你不能把

它夺走的。G 幼儿根本不听，还跑到老师那告状：老师，他们那组有我喜欢的玩具，我想

玩它，可是他们不给我，还说我抢他们的玩具。我没有抢，我先看到的，我每天早上第一

个来都玩它，它是我的。

事件二：每个星期三的晨锻时间，老师都会带领大家到户外去玩滑滑梯，滑滑梯也是

大部分幼儿心目中最喜欢的玩具。老师的规则是哪一队下楼梯时排队最整齐最不大声讲话

的就可以先去玩，当大家都安静有序的下楼梯时，有几个幼儿跳台阶，并大声喧哗，特别

是 G 幼儿。所以当大部分的幼儿都得到老师的允许去玩滑滑梯时，G 幼儿并未被允许，G

幼儿就着急地说：“老师，刚刚某某某小朋友没声音很大，我没有，我可以去玩了吧。”

不等老师的回答，他就跑去玩了。

（二）为了逃避责任的抢先告状。

事件三:午餐结束后幼儿园有个看书环节，先吃完的小朋友可以优先选择自己喜欢的

书，但是 G幼儿每次都吃的很慢。导致他最后无可挑选。有一次，读书时，坐在 G幼儿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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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小朋友(C 幼儿)正好拿了他爱看的书，他就争吵着要过来，可是 C 幼儿不给，他就直

接抢过来占为己有。在他们争吵时，班里其他的小朋友都过来看，并指责他。当 C幼儿哭

着向他要的时候，他一把把她推到了地上，看见老师走过来时却大声的告诉老师别人抢他

的书。结果就是，班里大部分都说：我们以后再也不和 G幼儿玩了。

（三）为了表现自己或取得关注而告状。

事件四：在一次美术课《美丽的草丛》上，老师正在放着动听的音乐让小朋友自己在

脑海中构造自己将要画的美丽的草丛。正当大家沉浸在音乐中,构想自己画图的时候，G幼

儿突然跑到老师身边，说：“老师，某某某一直在和身边的小朋友讲话，某某某他在玩扣

子…老师无声的看了他一眼，他继续说：“老师某某小朋友上课经常跷二郎腿。”

（四）为了解释自己而告状。

事件五：我作为一名实习老师进入班级的当天，主班老师就在训斥 G幼儿，G 幼儿看

见我就立马对我告状说：“老师，我没有弄坏老师的钢琴，他们都说是我弄坏的，我真的

没有。”

四、G 幼儿告状行为的原因分析

根据观察的 G幼儿的行为，结合他告状的特点，总结他告状行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家庭因素

因为 G幼儿是独生子，家庭经济条件好。家里人也十分宠爱他，甚至到了溺爱的程度。

在家里的时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导致他在幼儿园不能很顺利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物品时，

就会想着办法得到。

（二）教师因素

通过对 G幼儿的行为和他家长沟通分析之后得知，他之前的告状行为都源于成年人的

态度。到了大班，他有了自己的观点，对成年人的依赖性降低。所以，老师对他告状行为

的处理，必然会影响他的健康心理与人格的养成。到了大班许多老师反映小朋友特别爱告

状，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要告状。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采取敷衍的态度。“噢，知道了，过

一会老师批评他！”或者采取训斥的态度，“就这么点小事也来告状，先管好你自己。”

事实上，大班的老师基本上要带 30 到 40 个孩子，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老

师往往注重孩子的整体发展而忽略个体发展。如果一个孩子用告状的方式引起了老师的注

意力，教师回应了幼儿的告状，幼儿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重视。这也是 G幼儿告状的原因

之一。

（三）环境因素

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区房，都是独门独户的，G 幼儿甚至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不像

在乡下的孩子有那么多的活动空间，经常呆在家里，很少有出去磨炼的机会，在家里时，

可能他弄坏了某样东西的时候，父母会说：”没事，坏了就再买一个”。可是，在幼儿园的

时候，他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比如：老师的指责，还有物质上的。有一次，G 幼儿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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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绘本撕坏了。在老师的训斥和 C幼儿家长的碎碎念下，迫不得已，他只能买一本赔

给 C幼儿。由此看出，和家里的反差，导致他害怕承担后果，没有勇气承认的过错。

（四）心理因素

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对孩子的要求也提高，好多家长就互相比孩子，比的同时

就会无形的对自家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G 幼儿的妈妈是幼儿园的保育员，所以幼儿园有

那些特别棒的孩子，G妈妈都会在 G幼儿面前夸奖，甚至 G妈妈觉得特别棒的才艺都会让

G 幼儿去学，导致他养成自尊心很强，爱表现的孩子。心理学家告诫我们：大人永远不要

把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也告诉我们，孩子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

理解，这些思维和我相距甚远，但是这正符合他们的人生发展规律，符合他们的心理特点

思维特点和认知特点 。

五、对 G 幼儿告状行为的处理方法及建议

（一）了解幼儿告状的动机，区别对待

老师在处理幼儿试探性地告状行为时，老师要给予明确的答复，表明支持或反对的态

度。幼儿可以通过老师的回答来知道自己的行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长久下去可以

增强幼儿的是非观念。如果老师未给予鲜明的答复，幼儿会觉得无所适从。

例如在事件四中，老师可以一边提醒注意力不集中的小朋友认真听讲，一边表扬 G幼

儿帮助其他人的行为。但是，要提醒 G幼儿不能太注意别的小朋友自己却不专心听讲和他

自己做的违反常规的动作。之后提醒他，老师虽然在上课，但是还是可以自己注意到不认

真听讲的小朋友的，要求 G幼儿自我管理就好。这样做不仅不会让 G幼儿经常告状而影响

别人和自己，也不会因为否定他的告状行为而令他伤心。

（二）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减少告状行为。

有文章指出：“平时多注意训练幼儿的独立性，对减少幼儿的告状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幼儿园老师，需要通过培养幼儿的独立性，从而减少幼儿的告状行为。

同伴之间的纠纷，最好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幼儿自己解决。在事件三中，老师可以用

温和的方式来指出 G幼儿的行为是不对的，告诉他如果你非常想看那本书，他可以先拿其

它的书，然后走到 C幼儿的面前商量的说：“我可以和你交换一下书吗？看完之后还给你。”

并且引导出同伴之间要互相礼让友好相处。让 G幼儿知道在幼儿园每个孩子都拥有同等的

权利，都应该遵守幼儿园的规定。鼓励他们要互相理解。老师也可以通过让幼儿看带有教

育意义的动画片，或者听故事等方式有目的的引导幼儿评价其中的人物，提高他们对行为

的认知水平和评价能力，要明白相互合作和谦让的必要性，培养幼儿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密切幼儿的友好关系，还可以培养幼儿互相谦让和合作的优良品质，

减少幼儿之间的摩擦，从而达到减少告状行为的目的。

（三）有针对性的采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引导

不同动机下产生的告状行为应该得到区分，教师应及时了解告状行为背后的原因，进

行分析，及时作出科学的反馈和引导，综合使用榜样法、谈话法、角色扮演法等，让其体

会被告状幼儿的心理，学习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帮助大胆表达自己的意愿。如事

件四中，G 幼儿由于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害怕批评而告状。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应该耐心

的向他讲道理。如果下次不小心犯了错误，应该能够主动地向老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他

明白不能随便推卸责任，要做知错能改的好孩子。同时，G 幼儿不敢承认错误的缘由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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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教师批评的态度，所以在平时的一日生活活动中，教师也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能

孩子一犯错误，就给与批评与责骂。往往结果都适得其反。

事件五中，我了解到：因为 G幼儿在班里很调皮，而且班里如果有东西坏了，百分之

九十都是 G幼儿干的，所以同班的幼儿很习惯性地当老师问起：这个是谁弄坏的，都会异

口同声的说，G 幼儿干的。而且一般情况下，老师都会轻信大部分幼儿的话，所以很容易

导致 G幼儿的逆反心理。所以，教师不应该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相信大多数而完全否定

别幼儿，因其他幼儿对 G幼儿的成见而忽略 G的心理感受，教师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应

查明真相后再处理。

六、结束语

通过对 G幼儿的个案研究，我了解到幼儿告状行为是具有不同动机的。甚至幼儿告状

行为的产生有时取决于成人的态度。在平时生活中，老师和家长都要注意自己对待幼儿的

态度，对于幼儿的告状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家园共育，从而达到减少幼儿告状行为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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