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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题画中的“他人”及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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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与他人的关系是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微系统”①,直接决定着儿童的健康成长。了解幼

儿眼中的“重要他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儿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由于儿童身心尚不成熟、语言

表达能力有限,因此主题绘画成为幼儿自我表达的一种有效方式。实施“我喜欢的人”主题绘画活动并收集、

分析幼儿的作品后,发现对幼儿产生影响的“他人”按照重要程度依次为父母、同伴和教师。在幼儿的笔下,父

母形象高大、穿着时尚、笑口常开,“陪”我一起玩;同伴与我一样高,“和”我一起玩,且男女同伴有区别;教师则

呈现外表漂亮、多才多艺、所处位置中心化以及“教”我做游戏等特点。这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幼儿生活中

“重要他人”的作用:父母应当扮演好幼儿前进道路上“引导者”的角色;高度重视同伴作为幼儿发现自我的“平

面镜”功能;教师要努力成为幼儿生活中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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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从呱呱坠地起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特定的社会关系不仅构

成了儿童成长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容,也是个体发展的强烈的本能需要”[1]。在

诸多关系中,“儿童与他人关系的不同性质对他们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有深刻的意义。因此,理解

关系的形成是理解儿童发展的根本”[2]。但理解关系极容易走入“成人视角”②的误区,即“仅仅从

自身的立场出发理解情境,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和体验”[3],最终形成的是成人眼中儿童与他人的关

系,并非儿童的认知与看法。而“儿童的视角”是属于儿童的,是儿童“由里及外”的表达,聚焦于儿

童对自己生活世界的认知、经历和理解[4]。显然,只有基于儿童的视角来理解儿童与他人的关系,

才能避免成人视角的误区,从而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儿童主题画作为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之一,

能够“自内而外”地表达儿童个体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是“儿童的视角”由抽象走向具体的重要

实现路径之一。

①

②

人类发展生态学认为,个体发展的生态环境是由层层镶嵌在一起的若干个系统组成的,呈同心圆结构,由里到外分别为:微系

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所谓“微系统”,即发展中的个体在特定客观环境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范型。

此处的“成人视角”是与后面的“儿童视角”相对的,即从成人的立场去理解情境,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源于成人自身的感受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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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我喜欢的人”主题绘画活动

(一)研究方法

选择何种研究方法,是本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法,主要为问卷法。而本研

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法,也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

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

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5]。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的是观察法、访谈法以及作品分析法。其中,观察与

访谈都是为作品分析起辅助作用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及其背后的成因。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安庆市S幼儿园大班幼儿为样本。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该幼儿园园长与

研究者熟识,能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诸多便利;另一方面,大班幼儿较中小班的幼儿,不仅心理发展

相对更成熟,而且语言表达能力更强,有利于彼此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三)实施主题绘画

基于既要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要让儿童能够有较高的积极性,敢于表达、乐于绘画,本
研究最终确定以“我喜欢的人”作为绘画活动的主题。

具体的指导语如下:

Y:小朋友们,我们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人,请你们告诉老师,你们最喜欢的人都有谁呢?

E1:妈妈。

E2:爸爸。

E3:小红。

Y:小红是谁?

E3:是我的好朋友。

Y: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心中喜欢的人画出来吧。

E:(众人齐声答道)好!
(注:此处的Y指研究者,E指儿童。下同。)

二、儿童主题画中“他人”的具体特点

此次主题绘画活动共有30名儿童参与,最终收到绘画作品30幅。我们首先对作品进行了分

类。参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微观系统”理论,可以将儿童与他人

的关系分为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儿童与教师的关系以及儿童与同伴的关系三种。我们将三者关系分

别加以统计,同时增加“其他”类选项,即凡是绘画内容非体现以上“三种关系”的作品,都归入其中。
其次,将不同性质、类别的作品纳入相应的“关系”之中,并进行统计。通过对“我喜欢的人”儿童主题

画依据上述“三种关系”进行归类,发现“其他”类作品的数量为0。具体见表1。我们认为,这和本次

研究的抽样直接相关。本次抽样的对象为城市儿童,他们大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不像农村留守儿

童,因此“喜欢的人”中没有涉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也是情理之中,不影响本研究的结果。
表1 S幼儿园大班幼儿“我喜欢的人”主题画中儿童与他人的关系统计

名称 数量(张) 占比(%)

儿童与父母的关系 18 60
儿童与同伴的关系 9 30
儿童与教师的关系 3 10

其他 0 0
总计 30 100%



  在所收集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幼儿绘画的主要内容是和爸爸妈妈一起

游玩,但在旁边附加有喜欢的小伙伴。如图1所示。针对此种情况,我们会结合访谈,对其进行合

理归类。此种归类遵循的主要原则是:通过谈话了解幼儿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如“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旅游”“老师教我们玩游戏”等作品,其事件的主要发动者是父母、教师,虽然旁边画了一些小伙

伴,但不是幼儿绘画的主要意图。故此,研究者会将其归类到“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儿童与教师的

关系”中。

图1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旅游

简介:此图讲述的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女孩一起外出旅游,同时小女孩的好朋友也和小女孩在一起。
由表1可知,在儿童喜欢的人中,“父母”排在第一位,占比达到60%;“同伴”排在第二位,占

30%;教师排在最后,仅占10%。很显然,在儿童喜欢的人中,父母远远超过同伴与老师,后两者之

和也不及排在第一位的父母。可见,在大多数幼儿心中,最喜欢的人首选父母。那么,在幼儿的笔

下,“父母”“同伴”“老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形象,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以下,我们将在诸多图片

中选取几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一)儿童主题画中“父母”的特点

图2 爸爸妈妈很爱我

简介:此图讲述的是爸爸、妈妈牵着小女孩的手,他们都非常爱小女孩。

1.形象高大

在绘画中,儿童通过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心中的父母。儿童笔下的父母形象与现实中的父母形

象差异很大。画中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如同一棵挺拔的大树,其构图中,父亲的身高常常几乎等同

于纸张的高度。针对此现象,研究者与幼儿进行了简单交谈。通过交流发现,父母之所以在孩子的

画中“形象高大”,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1)从生理发展来说,父母的身高本来就占有绝对优势,幼儿在画中表现出这一特点,意味着此

年龄段的儿童对具体事物的表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判断。有的幼儿甚至直接说“爸爸、妈妈比

我高许多”,并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
(2)父母在幼儿的心中是无所不能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幼儿的身心正处于发展阶段,而成



人的各方面素质已基本趋于完善,这使得成人处于一个绝对性的“我能”的地位。父母能教孩子玩

游戏,能帮助小朋友修理玩具,能回答孩子千奇百怪的问题,诸如此类,无所不能。
(3)幼儿自身心理上的安全需要。“为什么将爸爸画得那么高呢”“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我啊”,这

是有些幼儿的直接表达。而实际上,父母的身高并没有画中那么显眼,有的还比较矮;在个人能力

上也不是那么突出,有的父母甚至还很平庸。可见,画中父母“形象高大”,和外在条件无必然联系。
这种“高大”是无条件的,是出于儿童对“关心”“保护”的内在需要。

2.穿着时尚

在幼儿的画中,妈妈一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裙子是五颜六色的,扎着长长的马尾辫,马尾辫上

的蝴蝶结闪闪发光,头上戴着王冠,脚上穿着高跟鞋;父亲则常常戴着墨镜,穿着皮鞋,昂首挺胸的

样子。画中的“父母”和现实中的父母相距甚远,班上大多数孩子的爸爸妈妈穿着都比较朴素,也少

有家长佩戴首饰等饰品。在画中,儿童“随心”地塑造着父母的形象,其出发点是“美”,也就是“时尚

美”已经逐渐成为儿童审美的重要标准之一。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日新月异的新

媒体技术不但拓展了儿童的生活空间,还开阔了儿童的视野,通过电视、电脑等媒介,一些广受儿童

喜爱的角色深入其内心世界,影响着儿童的审美观。比如动画片《喜洋洋和灰太狼》中,美羊羊头角

的红色蝴蝶结,幼儿认为那就是一种“美”。从幼儿主题画中我们还发现,父母的“时尚美”其实也是

幼儿自己内心的一种期盼。

图3 儿童与母亲

简介:此图讲述的是穿着漂亮裙子的母亲在家里教穿着漂亮裙子的小女孩跳舞,小女孩手里还

拿着小玩具。

3.笑口常开

在儿童的画作中,父母都是笑口常开的,看上去给人一种亲切、温和的感觉。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父母却整天板着脸,不苟言笑,给人一种距离感。显然,在此类作品中,一些儿童的父母是“写
实”的,而另一些儿童的父母则是“虚构”的,甚至与现实中的父母正好相反,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

原因。
(1)“父母喜欢我”。通过谈话,了解到大部分儿童认为,父母微笑是因为喜欢自己,否则,就不

会笑,而是生气、愤怒。有些儿童的理由则是“喜欢爸爸妈妈对我笑”。“喜欢别人对我微笑”,这是

所有人出于本能的一种反应,不仅仅是儿童。
(2)儿童内心的一种期盼。在谈话中,了解到幼儿都希望父母经常对自己笑,觉得那是父母爱

自己的表现,同时也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父母整天板着脸,有的儿童则表示有些害怕,担心自己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即将面临批评。在对话的过程中,有的幼儿甚至记得一天里妈妈对自己微笑

的次数,因为这数次的微笑,使其整天都很开心。
(3)自我心情的一种流露。换句话说,就是儿童自己开心,觉得父母也同样会开心。这是“自我

中心”的一种表现。

4.“陪”我一起玩

研究者发现,在儿童的作品中,“父母”并非独立存在,孩子们总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将父母



表现出来,如“和爸爸妈妈一起旅游”“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公园”“跟着妈妈跳舞”等。可见,画中,“父
母”是和儿童“在一起”的,他们共同地去完成某件事。

尽管事件各有不同,但有一条线将其串联,这条线就是父母的“陪伴”。对于儿童而言,有可能

具体事件仅仅是一种形式或途径,相对于“玩什么”,他们更在乎“和谁一起玩”。在谈话中,研究者

了解到,儿童认为一个人玩没有意思(不好玩),需要有人陪他一起玩。他们还觉得,爸爸妈妈有很

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陪他们一起玩,所以只有在幼儿园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有的小朋友特别喜

欢上幼儿园,其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总之,亲子关系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图3所示。这幅画反映的主要内

容是妈妈带着小女孩一起跳舞,前面(右)是妈妈,后面(左)是小女孩。通过比较发现:妈妈和小女

孩的衣服款式、颜色基本一样,发型也一样,甚至两人都戴了王冠。由此我们可知:(1)在儿童的眼

中,自己是年龄与身材较小的大人,也称“小大人”;(2)儿童喜欢的人会影响其日常言行,对儿童的

行为具有示范性作用,换句话说,儿童会自然而然地模仿父母的行为,甚至具体到穿着打扮;(3)画
面上左上角的“心”形图案告诉我们,儿童对父母的情感是“爱”。

(二)儿童主题画中“同伴”的特点

图4 儿童与小伙伴

简介:此图讲述的是小男孩和他的好朋友(小女孩)在国旗下做早操。

1.和“我”一样高

在儿童眼中,“高”不仅仅意味着身高上占优势,还暗含着“厉害”的意思。如上文所述,“父母”

比“儿童”高,意味着父母比儿童“厉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父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父母是

儿童心目中的权威。而同伴之间,彼此身高相似,意味着大家拥有相同的话语权。在此年龄段,儿
童意识到了他们与同伴之间是平等的。图4显示,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儿童已经明显意识到了

在外形上男孩与女孩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同时,画中的男孩与女孩站在一条横线上,而不是前后位

置,身高也相差无几,说明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认为自己与同伴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2.“和”我一起玩

在儿童笔下,相对于父母的“陪”,与同伴一起玩耍用的词语则是“和”。与“陪”不同,“和”字彰

显了游戏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关于儿童与同伴之间的“平等”,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此外,
“和”我一起玩还体现了儿童与伙伴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此,研究者通过两者间的比较予以细说。

(1)在有关“父母”的18张图中,父母都不是单独性的存在,其共同特征是和幼儿共同做某件

事;在与“同伴”有关的9张图中,有5张是和同伴共同做某件事,另外4张是各做各的事情。从中

可以发现,幼儿需要父母陪伴他们一起玩游戏,而对于同伴,则并不一定有这种需要。由此可见,幼
儿与父母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而与同伴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独立。

(2)通过谈话发现,幼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与同伴之间则是相对平等的关系。
“陪”字体现的是一种请求。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父母忙,使得“陪”我一起玩成为一种奢求,而在幼

儿园里,一方面游戏是幼儿的主体活动,幼儿玩的时间较多,另一方面幼儿的玩伴可选择,A不陪我



玩,可以叫B陪我玩。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有“陪”的意味,但此处的“陪”具有更多的选择性。也就

是说,这种“陪”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相互选择的结果。

3.男女有别

在此年龄段,儿童已初步意识到男孩与女孩之间存在区别,而且在他们眼中,这种“区别”主要

体现在发型、衣着、装饰等方面。因而对于儿童来说,判断性别的标准主要在于一些外在特征,比如

女孩子会穿裙子和粉色的衣服、扎辫子、戴蝴蝶结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孩穿着裙子、留有辫子

则会被认为是女孩。样本班上有一个“假小子”,很多孩子都喜欢捉弄她。当别人问她是男孩还是

女孩的时候,身边的小朋友会自告奋勇地说她是男孩,主要就是因为她总是留着男孩一样的头发,
衣服和鞋子的款式及颜色都比较偏中性。

在儿童主题画中,男女有别不仅体现于外在特征,在同伴的选择上也反映出儿童的性别意识。
通过梳理发现,在9张与“同伴”有关的图画中,仅有2张表现的是异性同伴,其余7个小朋友都选

择的是同性伙伴与自己一起玩游戏。由此可见,此年龄段的幼儿更加倾向于与同性小朋友一起玩。
对此,研究者也对小朋友进行了访谈。当问及一个小男孩其同伴为何不是女孩时,小男孩笑着回

答:“她是女孩,如果我选择了她,别的小朋友就会觉得我喜欢她。”
(三)儿童主题画中“教师”的特点

图5 儿童与老师

简介:此图讲述的是游戏活动结束后,老师和小朋友正在收拾玩具,将玩具放回原处。

1.外表漂亮

“外表漂亮”是此次儿童主题画中“教师”的显著特征之一,外表漂亮的老师很受小朋友喜欢。
漂亮象征着亲切、有魅力等各种优点,因此,幼儿在画中都期待老师漂亮,即使现实中的老师未必如

此。老师的漂亮主要体现在发型、穿着以及配饰上。如图5所示,老师的“漂亮”从上到下无处不

在:头戴王冠,有着漂亮的羊角辫、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可见,在幼儿笔

下,“漂亮”主要体现于衣服漂亮、打扮得漂亮,而且更多时候是一种“人为的”外在漂亮,并非“天生

的”漂亮,也不是指内在的漂亮。“漂亮”的教师对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

Y:小朋友,你画的老师很漂亮,但画的是哪个老师啊,可以告诉我吗?

E:(瞄了一下)这个画的是L老师(即主班老师)。

Y:L老师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E:是啊,但是我喜欢这样的。

Y: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吗?

E:因为好看啊。

Y:你为什么要把L老师画得好看呢?

E:因为我喜欢她啊。(2016-01-15)



一般而言,幼儿画人物的时候,大都将其画得漂亮,其中大部分情况是因为幼儿喜欢漂亮,即所

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有的时候,幼儿故意“歪曲”事实,则是因为幼儿个人情感的因素。“喜欢

她,就把她画得美美的;讨厌她,就把她画得丑丑的”,绘画成为了儿童表达和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

和途径,也是幼儿“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幼儿喜欢漂亮,就画得漂亮;喜欢某个人,也将其画得漂

亮。这一方面说明了审美是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幼儿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对美的理解

投射到身边具体的人身上,尤其是存在情感联系的人,比如老师、父母等。

2.多才多艺

幼儿眼中的老师是多才多艺的,是百宝箱式的人,是解决问题的能手。研究者通过比较、分析

3幅反映“儿童与教师关系”的画,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老师都在“忙”:收拾玩具、教新游

戏、布置活动室等。在画中,老师与同伴、家长的行为都不相同。同伴多是送礼物、一起玩游戏等,
家长是和小朋友一起旅游、逛公园、逛超市、玩游戏等。显然,在幼儿眼中,老师有工作要做,而这种

工作是与幼儿直接相关的。家长则不同,家长的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与幼儿仅是间接相关。正由

于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幼儿,因此,教师工作中的表现与幼儿息息相关。在幼儿园,教师有教学工作、
活动室布置工作、家园沟通工作等,这些工作是幼儿教师的基本工作,同时也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等相关文件中对幼儿教师的职责规定。因而在幼儿眼中,老师是多才多艺的,不仅能唱歌、跳
舞、弹钢琴、教游戏,还能布置活动室、能完成自己不能够完成的许多事情。此时的教师是幼儿心中

的榜样,是权威,也是幼儿行为模仿的对象。

3.所处“位置”中心化

图5讲述的是游戏活动结束后,老师坐着在整理小玩具,小女孩将小娃娃放回原处。老师是坐

在小椅子上的,与图2、图3、图4明显不同,因为在儿童心中,教师具有极高的权威。同时,教师是

背向儿童的,表示教师“高高在上”,与儿童世界存有一些距离。儿童的模样和教师的模样很相像,
尤其在发型上,说明儿童心目中的“权威人士”是儿童的主要模仿对象。

4.“教”我做游戏

图5中,地上散落着很多玩具,显示儿童的世界是充满“游戏”的;穿着绿色衣裤的小朋友正在

欢快地跳着,折射出儿童在游戏的世界里是很愉悦的。整个画面显得比较局促,显示儿童与教师的

交往不像与同伴一样轻松、自在。在幼儿的游戏世界里,玩伴有同伴、教师和家长,但教师的角色是

不一样的。从前述可知,与父母玩游戏时,幼儿所用之词是“陪”;与同伴玩游戏时,所用之词是

“和”;与教师做游戏时,所用之词则变成了“教”。虽仅一字之别,意义却大不相同。对于教师而言,
“教”游戏是一种职责,是对教师的工作要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幼儿心智尚待进一步发展,
但对于不同的角色,幼儿已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Y:小朋友,你能告诉老师你喜欢和谁一起玩游戏吗?

E:我喜欢和小明(班上另外一名儿童)。

Y:那你喜欢和老师一起玩游戏吗?

E:老师很少和我们玩游戏,她是教我们做游戏,玩游戏都是我们自己玩。

Y:那不和爸爸妈妈一起玩吗?

E:爸爸妈妈陪着我们玩啊! (2016-01-15)
“教”游戏中,教师发挥的是主导性作用。在幼儿眼中,教师在游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教”。

同时,这幅画也反映了幼儿对游戏的喜爱和渴望。

三、儿童主题画中的“他人”对幼儿教育的意义

(一)基于“儿童的视角”诠释儿童的世界

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儿童的生活与阅历皆与成人大相径庭,这决定了儿童与成人生活在截



然不同的世界里,因此,儿童对所生活的世界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认知和理解。仅以上述主题画为

例,儿童对“他人”的认识,无论是父母、同伴还是教师,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主观”的思

维方式。也就是画中的“他人”并非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主观想象的结果,所表达的是心目中

的“他人”,这与成人一味求“像”、求“真”的思维方式相反。二是细节化的表达。儿童将对事物的不

同看法落实到了具体的表达之中,比如将教师放在图的中间,意味着在儿童心中,教师是处于中心

地位的。对于儿童的表达,一字之差却隐含着丰富的意涵,如在“陪”我一起玩、“和”我一起玩以及

“教”我玩游戏中,“陪”“和”“教”暗示了父母、同伴以及教师对儿童的重要性和作用发挥存在巨大差

异。三是“自我中心”。按照皮亚杰的理论,在前运算阶段(2~7岁),儿童还未产生换位思考的能

力,因此,思考问题多半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唯一参考。这是思维方式上的自我中心。在绘画中,
儿童所展现的则是情感上的自我中心,比如在很多地方都画了“心”形图案,这是因为画画的幼儿喜

欢画中的人物,而喜欢的前提是对方对自己好或是很爱自己。又比如希望妈妈穿着时尚、老师打扮

得漂亮,其实均是源于自己的偏好。
综上,成人是不能仅仅从自身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儿童的,否则将会离儿童越来越远,并导致

不正确的儿童观。而错误的儿童观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行为,这对儿童的发展是极

其不利的。因此,成人应跳出“成人视角”的藩篱,放弃“我以为”“根据我的经验”以及“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等偏执言行,在面对儿童的具体行为时,“悬置”已有的经验判断,多给予儿童表

达的机会,并基于“儿童的视角”作出恰当的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成人应多与儿童互动,积极共情,
建立起彼此间信任的关系。

(二)发挥幼儿生活中“重要他人”的作用

“重要他人”是指对个体的自我发展(尤其在儿童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或群体,即对个人的智

力、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对个人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父母、教
师、受崇拜的人物及同辈团体等[6]。“重要他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互动型重要他人和偶像型重要他

人。“互动型重要他人”是学生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认同的重要他人;“偶像型重要他人”是因受到学

生特别喜爱、崇拜或敬佩,而被学生视为学习榜样(或楷模、范型)的具体人物[7]。基于本研究的调

查结果,我们认为“同伴”就是儿童的互动型重要他人,而“教师”更多具有偶像型重要他人的特征,
时常处于“中心”的位置,父母则两者兼具。“重要他人”在话语方面和行为方面的指令,可以是悄悄

地或是明显地、连续地或是间断地、直接地或是间接地对儿童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儿童的性格、
心态、气质等都产生影响[8]。因此,应充分发挥“重要他人”的作用,积极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1.父母:幼儿前进道路上的“引导者”
众所周知,幼儿是不成熟的个体,其思想和行为局限于有限的生活经验,这就意味着在充满荆

棘的成长路途中,在满足不同层次的各类需要中,幼儿离不开成人的正确引导。在幼儿的内心深

处,高大、挺拔的父母是满足其安全性需要的重要条件之一;穿着时尚、美丽大方以及阳光帅气等是

幼儿生理需要在一定意义上的重要体现;笑脸常开以及“陪”我一起玩则可以满足幼儿爱与归属的

需要。从幼儿的视角可以看出,一方面,父母是幼儿的榜样与依靠,是幼儿各种需要得以满足的重

要保障;另一方面,幼儿的需要又是超现实的,亦是“务虚”的,比如主题画中的“父母”形象所折射出

的其实是幼儿对耳环、裙子、高跟鞋的内在渴求。如果基于现实的需要是基准或水平线的话,那么

超现实的需要则是一种理想,但即使是“理想”,也是来源于现实。按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儿童“理想的”一切也是其内心深处潜意识的重要体现,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马斯洛的观点,动机是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由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的,每一层

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9]。可见,在儿童前进的道路上,“需要”的满足

与否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儿童的发展。因此,幼儿作为身心有待

进一步发展的个体,极其需要成人的正确引导,否则,合理的需要没有得到及时满足或者不合理的



需要轻易得到满足,都会对幼儿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研究者认为,成人要扮演好幼儿前进道路

上“引导者”的角色,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守门员”的作用,甄别儿童的“现实性需要”与“超现实性需

要”,将其“超现实性需要”抵挡在“球门”之外,防止其在幼儿内心深处被合理化甚至产生内驱力而

导致不良行为。

2.同伴:幼儿发现自我的“平面镜”

幼儿与家长、教师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外在的形态特征,还是内在的心理成熟度,都有

力地佐证着幼儿不是“小大人”,更不是“成人”。然而与同龄人相比,幼儿身上共性的因素较为明

显,个性特征并不十分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同伴的交往力从理论上来说是相等的,而成人

则一般情况下大于幼儿。因此,幼儿只有在同伴交往中才能发挥主体性,认识自我才更有可能。幼

儿认识自我,并借助于同伴发现自我,主要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实现的。实际上,幼儿在父母、教
师、同伴三者上,更倾向于选择同伴作为“镜子”进行比较,这正好印证了成就动机理论的观点。成

就动机理论认为,大部分人都会放弃选择很难与很简单的任务,以免失去成就感。无论从哪方面来

说,幼儿与成人都是无法比拟的,所以幼儿只能选择同伴进行比较。从儿童主题画中可知,幼儿以

同伴作为“平面镜”,发现同伴“和”我一样高、男女同伴有别等特点,进而通过认识规律,逐步地认识

自我。而“和”我一起玩,则说明在“同伴”这个群体中,幼儿基本明白彼此的角色,与“陪”我一起玩

以及“教”我玩游戏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幼儿的自我认识主

要产生于与同伴的交往之中。
“同伴”是幼儿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幼儿与同伴的关系应当得到高度重视,通过积极发挥幼儿同

伴的“平面镜”功能,使幼儿在与同伴的交往与比较中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一方面要充分意识

到同伴关系在幼儿社会适应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即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社会价值的获得、

社会能力的培养、学业的顺利完成以及认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而同伴关系不良则有可能造成学校

适应困难,甚至对成人以后的社会适应造成消极的影响[10];另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同伴的“平面镜”

功能,使其与亲子教育、教师教育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3.教师:幼儿生活中的“百宝箱”

教师对幼儿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不仅因为3~6岁的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幼儿园中度过,会
深受教师言谈举止的影响,还缘于师、幼与亲子间有着不同的对应关系。在幼儿园,教师与幼儿是

“一对多”的关系,而在家庭中,家人与幼儿则更多时候是“多对一”的关系。“一对多”与“多对一”的
不同关系决定了幼儿的不同地位。因此,在幼儿的主题画中,教师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意味着教师

是权威,是行动的发起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另外,幼儿还对“权威”的特征进行了一定的刻画:外
表漂亮、多才多艺以及“教”我玩游戏等。外表漂亮表现在教师穿着、佩饰以及发型上,这折射出教

师具有“构建美”的能力;“教”我玩游戏,是因为在幼儿眼中,老师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同时还会创

造各种好玩的游戏;多才多艺则意味着教师应当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综上,教师在幼儿眼中实则

承担着“百宝箱”的功能,是无所不能的。

研究者与在深圳、广州以及东莞等地幼儿园实习的学生一起座谈时,了解到不同的幼儿园对实

习生有不同的需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极度需要“百宝箱”型的教师。这种教师的特点是:有一

两项擅长的技能,其他方面可以不精但应略知一二。这样的教师会深受幼儿的喜爱。因此,研究者

认为幼儿教师至少应当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具备一两项较为擅长的技能,这种技能不一定非要达

到某种级别;其二,对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关文本,如《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及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能够正确解读并践行;其三,了解幼儿,与幼儿进行有效的沟通。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复杂的情境性”[11],这要求教师不能过多凭借个人

的经验从“成人的视角”来认识儿童,而是应当坚持儿童视角,学会倾听,多给儿童自我表达的机会。



四、结 语

在幼儿成长的道路上,“重要他人”是幼儿发展过程中的“微系统”,其言行对幼儿有着直接而深

刻的影响,因此,应当充分发挥“重要他人”的作用,了解并利用“重要他人”以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然而迄今,这种“了解”并未在成人的视角与幼儿的视角层面上达成一致。在成人牢牢把持着“话语

权”“行为权”的前提下,对幼儿的正确认知自然而然地被成人视角的“篱笆墙”所阻隔。但这并不意

味着幼儿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存在着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幼儿有“一百种语言”表达自

我,绘画是其中之一种。借助儿童主题绘画,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幼儿眼中的“重要他人”。此外,
“利用”还须清楚“重要他人”在幼儿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充分发挥角色本身被赋予的不同

功能。惟有如此,幼儿教育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以幼儿为本”,幼儿的健康发展也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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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EmbodiedinChildrensSubjectPaintingsandTheirEducationalImplications

TONGHongliang,YANGliangying,LIJin,LUYing
(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HengyangNormalUniversity,Hengyang421002,China;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ldrenandothersisthe microcosmicsystem thataffects
childrensphysicalandmentaldevelopmentanddirectlydeterminesthehealthygrowthofchildren.
Understandingothersintheeyesofyoungpeopleisthebasisforbuildingagoodinterpersonalrela-
tionship.Therefore,childrenspaintingsastheobjectofstudyhavebecomethebestchoice.Afterim-
plementingthethemepaintingactivitycalled“PeopleILike”andcollectingandanalyzingtheworksof
youngchildren,wefindthattheimpactsofparents,peersandteachersonyoungchildrenhavesuc-
cessivelydecreased.Intheeyesofyoungchildren,parentsaretall,dressedinfashion,withsmiling,
andplaywithme.Companionsareastallasmeandplaywithme.Menandwomenaredifferently
painted.Teachersareshowingabeautifulappearance,versatileandcentrallylocated,andteachmeto
playthegames.Thefindingsrevealthat,firstly,parentsshouldplaytheroleofguideonthewayof
childrensdevelopment;secondly,thecompanionsshouldactasaplanemirrorforchildrentodiscover
themselves;finally,theteachershavetostrivetobecomethetreasurechestinchildrenslife.
Keywords:children;others;subjectpaintings;educational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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