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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亲社会行为已逐渐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当前国家一些指导文

件中对于3—6岁儿童亲社会行为进行了一些相关规定,主要包括团结、合作、助人为乐及社会公德等亲社会行为。本文着重以亲社会行为中的

合作行为为着眼点,并且从动机理论视角下出发,采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班《合作才能赢》案例的观察分析,从多个角度归纳幼儿亲

社会行为产生的动机。 

[关键词] 动机理论；亲社会行为；合作 

 

1 从活动实例中分析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外部动机 

由相关参考文献可以看出外部动机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激发。那么

由笔者进行观察记录可以发现,外部环境的激发也是促使儿童做出亲社会

行为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儿童从幼年开始,就会看成年人的脸色行事,就

会顺从成年人的指令来进行亲社会行为,这便可以说是顺从权威；另一方

面,伴随着儿童身心年龄的逐步成长,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视野也会更加的

开阔,他们也逐渐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 终后果。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的

三个方面来叙述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外部动机产生的原因。 

1.1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外部动机——顺从权威 

情景一： 

观看视频《蚂蚁的合作》,初步理解合作的意义。 

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一只蚂蚁的本领大还是一群蚂蚁的本领大？ 

小结：一只蚂蚁不能完成的事情,许多只蚂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通

过合作获得成功。 

分析： 

教师通过引入视频《蚂蚁的合作》让幼儿进行观看,无形之中就已安

排好了整堂课的教学进程,孩子们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进行学习。教师出于

对儿童指导和教育的目的,时常对儿童提出适合他们的行为以及发出他们

该如何正确做的要求,如：你们看见了什么？一只蚂蚁的本领大还是一群

蚂蚁的本领大？通过调查发现,儿童在与成人互动的过程中呈现是顺从的

特点,当教师或家长提出一个指令时,例如一起完成一项有难度的任务,儿

童往往会屈服于权威而顺从这项指令。有些儿童会因为想要得到奖赏或者

避免与惩罚而听从于家长或教师的指令。 

1.2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外部动机——互惠期待 

情境二： 

观看完了《蚂蚁的合作》视频,教师进行提问和总结,一只蚂蚁不能完

成的事情,许多只蚂蚁齐心协力,通过合作获得成功。然后联系生活讨论：

生活中你和谁合作过？完成了什么事情？接着引入下一环节,游戏“保护

报纸”,尝试共同探索、协商、分工,提高与同伴合作的能力。 

两人尝试游戏,探索合作的方法。 

游戏材料：将报纸中间撕出两个洞。 

游戏规则：一组幼儿尝试,两名幼儿分别将头套进洞里,音乐开始,成

员分别把头套在洞里,共同走到终点,报纸没有断开的为合作成功。 

讨论：合作的过程中怎样让报纸不断开?有什么方法? 

小结：他们手拉手,方向相同,速度相同,距离近,走的慢。采用两人合

作的方式进行第一次合作,其他幼儿通过观察,寻找合作成功的方法。游戏

结束后,通过讨论、商量,初步寻找合作成功的方法。 

分析： 

在《合作才能赢》这个案例“保护报纸”的游戏中,怎样才能让有两

个洞的报纸不断开,并且玩家能够伴随着音乐共同走到终点,只有通过互

惠期待。互惠期待是互惠行为的另外一种表现模式,是指双方拥有共同的

目标,然后彼此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携手, 终实现共同目标。 

1.3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外部动机——声誉 

情境三： 

在《合作才能赢》这个案例中,无论是第一次“保护报纸”的游戏,

还是第二次、第三次的集体游戏,因为所有的小朋友都参加了这次的游戏

还有老师们在一旁观看,无形之中对幼儿来说就有一种想要取得胜利的荣

誉感,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以及在场观众的表扬,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推动他 

对学生的知识面进行扩展,还有助于学生对易燃、助燃材料性质的认知,

提升了学生的安全意识,这对于学生化学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有着十

分显著的积极影响。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所谓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就是对学生学习思维、逻辑能力的

提升。在中学教育阶段,化学学科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教学工作者的广泛

关注,所以在化学学科中对学生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能力进行提升尤为重

要。这也要求广大教学工作者要按照初中化学教育目标,针对性的制定教

学方案,从而在完善的教学方案引导下构建合理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工作

中对学生进行化学知识的有效引导,在提升学生化学知识掌握水平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实现核心素养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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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合作的外部动机——声誉。每个小朋友都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游戏

在其他的小朋友和老师们的眼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

和称赞。 

分析： 

声誉是指幼儿获得来自外界的奖励,它反映了幼儿在他人眼中的亲社

会能力。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大班幼儿已经明显的能够意识到外界对自己

的评价。在某种情况之下,儿童会因为希望得到家长或者教师的表扬以及

鼓励,而表现出团结合作、助人为了的亲社会精神。例如：5岁儿童,当同

伴在场时会分享更多。在《合作才能赢》这堂课中,每个小朋友都希望能

够通过这次的游戏在其他的小朋友和老师们的眼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都希

望得到别人的夸奖和称赞。 

2 从活动实例中分析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内部动机 

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都有一种兴趣或者热爱的精神,那么这种

由内而发的兴趣就是我们所谓的内部动机。儿童在从事自己所喜欢或热爱

的活动中就不需要外界的刺激来进行,这就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生时所产

生的外部动机。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案例中来具体分析幼儿亲社会行为动机

产生的表现及其动机。 

2.1移情 

情境五： 

在《合作才能赢》这个活动中,无论是进行哪一阶段的游戏活动,幼儿

们都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协作。根据笔者的观察,在进行第一个“保护报

纸”的游戏时,豪豪和小杰一组,当他们彼此的头套在报纸中,一起相互往

前时,小杰一不小心踩到自己的鞋带就摔倒了,小杰露出了悲伤的表情,这

时豪豪立刻去把小杰扶起来,并鼓励他坚持完成比赛。 

分析：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对于情感的相互反馈相互作用就可以叫做移情,

通过移情人们能够彼此体会到对方的心情,将心比心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

考理解问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移情正好可以让他们彼此之间化解一些

矛盾,少了很多的争执,能够在一个更加有爱的环境中进行成长。在《合作

才能赢》这个案例中,当小杰不小心摔倒时,豪豪露出悲伤的表情并且把小

杰扶起来,移情就在豪豪和小杰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2.2感激 

情境六： 

在《合作才能赢》这个活动中,根据笔者的观察,在第二组游戏结束时,

取得冠军的两个小伙伴彼此紧紧的抱在一起,能够清楚的看到两个小朋友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能够看得出通过这个游戏之后,他们的感情更

加深厚。 

分析：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或着胸怀感激之情是当下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为人

处世的条件,那么对于幼儿来说,孩子们更应该如此,有好的东西要学会分

享,这样他们彼此之间才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融洽的人际关系。当儿童拥

有感激之情时,自然会促使他们做出亲社会行为。 

那么在拥有一颗感恩之心的同时,需要做出一些具体行为来体现个人

的感恩,这样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互相帮助的行为,即互惠行为。互惠是指这

样一种现象：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正好你来帮助我,或者在你需要帮助的

时候,我来帮助你,咱们相互帮助,彼此达到双赢的状态。儿童互惠行为具

体表现为：你先对我好,我随后也对你好。在这种表现下,可以观察到儿童

对互惠行为一些具体表现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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