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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课题研究推进目标的确立

笪浦月娟文

一个合适的目标，能够提高行动者的动机水平，产生积
极的行为，而在此过程中确立的富有挑战性的分目标，即推
进目标，能使行动者的动机始终维持在高水平状态，以利于
目标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推进目标的确立对于目标的有
效达成起了关键作用。

纵观目前幼儿园教师开展的各类课题研究，由于缺乏明
确、具有层递性的课题推进目标，使得教师在研究实践的过
程中忙忙碌碌、不知所措，最终形成研究成果空泛、难以有效
地解决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教师的教育行为也没有明显改
进。因此，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确立具体的、适合教师的发展性
的推进目标，并以此为导向开展课题的实践研究，对提升课
题研究的质量，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完善、针对性强的师幼互动推进目标需要教师在实
践过程中的反复琢磨、逐步达成，教师的师幼互动质量也因
为有了推进目标的明确导向而快速提升、成效明显，在两者
相辅相成的协调运作中，教师的教育行为得到了明显的优
化。下面以《色彩活动中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的研究》为例，
具体介绍师幼互动课题研究推进目标的确立与实践。

一、目标的讨论与认定
为了使确立的推进目标针对性强、更符合教师的教学行

为现状，在目标确立之初要对教师在美术活动中的师幼互动

行为进行分析，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确立目标。如
在《色彩活动中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的研究》中，教师发现在
与美术表现能力较弱的幼儿（以下简称“弱势幼儿”）的互动
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怎样激发此类与教师互动的积极
性、何时介入能与幼儿更好地产生互动、对于此类幼儿用怎
样的互动方法比较适宜等。围绕这些问题，教师对班内此类
幼儿作了详细的观察记录，并分析原因，最终确定了课题的
研究目标与内容：

1.色彩活动中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方法的适宜性研究。
2.色彩活动中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时机的适时性研究。

二、目标的分解
目标导向行为是一个选择、寻找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一

般而言，它能提高人们的动机水平。但如果导向过程的时间
长或者目标不具挑战性，那就会降低激励的力量。因此，要把
师幼互动的总目标分解成若干个近期目标，用这些近期目标
的实现来加快远目标实现的进程。

如《色彩活动中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的研究》课题组制
订的分阶段目标：

第一阶段：色彩活动谈话导入环节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
方法、互动时机的研究。

第二阶段：色彩活动示范讲解环节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

〔摘 要〕目前幼儿园教师开展的各类课题研究，由于缺乏明确、具有层递性的课题推进目标，使得教师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
忙忙碌碌、不知所措，难以有效地解决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师幼互动课题研究过程中推进目标确立的过程为例，阐述了课
题研究应以解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为主旨，以教师的实际情况为起点确立层层递进、因人而异地推进目标，从而有效达成课题研
究的总目标。
〔关键词〕幼儿园课题研究 推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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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互动时机的研究。
第三阶段：色彩活动幼儿操作环节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

方法、互动时机的研究。
第四阶段：色彩活动交流讲评环节教师与弱势幼儿互动

方法、互动时机的研究。
以上的分阶段推进目标不但呈现递进性，而且具体到美

术活动各个环节的互动方法与互动时机，在操作时还可根据
实际研究情况灵活调整，如在同一活动中可同时关注两个或
三个阶段目标的达成，或者是针对一项目标开展多次活动，
而不拘泥于预设目标。

三、目标的转化———任务
任务是目标实现的载体，师幼互动的推进目标只有转化

为一项项具体、可操作的任务才能使教师有的放矢地朝着目
标达成的方向前进。

如《色彩活动中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的研究》课题组确
立的具体任务：

任务一：确保二周一次的园内课题组活动：在活动前听
取执教老师的教学意图及预设互动情况，教师依据研究的重
点进行观察记录，并对照着观察记录进行活动后的研讨，使
得执教老师明晰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根据意见和自己的感
悟撰写教学反思，为以后的活动奠定基础。最后是撰写相应
的案例，归纳提炼有效互动的方式方法。

任务二：教师依据研究的重点每个月有目的地跟踪 1~2
个弱势幼儿，进行记录分析和采取适当的措施，从而改善与
这些孩子互动的情形，提高与这些孩子互动的频率与质量。

任务三：通过对色彩活动中师幼互动事件和行为的真实
记录和客观分析，选取典型的行为事件撰写成案例，并剖析
行为事件背后的意义，从而深入分析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

四、目标实施的过程
有了推进目标的导向、有了明确的实践任务，教师开始

设计并组织活动，在活动中除了关注美术活动本身知识技能
目标的达成，还要特别关注本阶段自身师幼互动推进目标的
落实。如色彩活动《美丽的烟火》教师在活动中关注的几个要
点：

1.活动目的：要求幼儿通过观察把烟花的色彩表达出来。
2.阶段推进目标：谈话导入环节教师与弱势幼儿的互动

方法。
3.重点关注弱势幼儿：林静怡等。

五、目标达成的分析与反思
每一次活动结束后，课题组都要针对推进目标进行分析

与研讨，总结目标达成过程中的有益经验，同时发现后继改
进的问题与对策，并确定是否进行第二次的实践研究。

如美术活动《美丽的烟火》结束后，教师分析到：根据预
设的推进目标，教师在活动的导入环节，开门见山地利用各
种各样的烟花图片来唤起弱势幼儿已有的经验，但未能得到
幼儿的呼应，互动氛围未能形成，因此，直接出示静态图片的
方法不能激发弱势幼儿参与互动的兴趣，这种互动方法对于
弱势幼儿来说不适宜，推进目标未能很好达成。于是，课题组
各抒己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互动方法，并确定了第二次实
践的时间。

在第二次活动中，教师改变了第一次活动时直接导入的
方式，把握住幼儿喜欢过圣诞节的心理，通过与幼儿交流班
级中圣诞节的环境创设，打开了幼儿的话匣子。激趣的互动
方法的合理运用，再加上教师言语、表情等多方面互动行为
的引导，幼儿积极与教师产生互动，较好地达成阶段推进目
标。

以上案例仅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课题研究过程中推进目
标的确立与实践过程，从案例中可以看到教师在这一过程中
师幼互动能力的有效提升、教育行为的不断改进和研究能力
的逐步提高，课题研究成果也在此过程中得以积累与形成。
由此可见，课题研究过程中推进目标的确立对于课题研究的
总目标的达成与研究成果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提高幼
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的能力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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