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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同伴冲突的起因及解决策略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裴殿玲

摘   要：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同伴冲突，家长和幼儿教师，要学会挖掘
幼儿冲突背后潜藏的原因、正确看待同伴冲突、使幼儿自主解决同伴冲突，并教会幼儿与人交往的技巧，要让幼儿
真正成为同伴冲突的第一参与者、解决者，帮助幼儿形成健康、良性的自我认识和集体意识，为幼儿人际交往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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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所谓同伴冲突是幼儿之间在接触交往过程中产

生的一种对抗或相互对立的状态过程。幼儿之间的

同伴交往，是幼儿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途径和

形式，对幼儿社会性交往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

幼儿成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同伴冲突，一

方面是因为幼儿的社会性认知较为低下，常从“自

我”的角度去看待解决问题，在与其他幼儿交往的

过程中，无法顾及其他幼儿的感受，冲突便因此而

产生；另一方面，幼儿所处的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或减弱幼儿同伴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

是什么形式的同伴冲突，都会对幼儿社会性认知产

生较大的冲击作用，有效处理幼儿同伴冲突有利于

幼儿提升社会认知层次和水平，促进幼儿社会性情

感的激发和升华，为幼儿社会技能的提升和锻炼提

供建构平台。

二、案例

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其他孩

子之间发生争吵、打架的情况，他们常常因为一些“鸡

毛蒜皮”的事情发生争执，有时还会做出言语和身

体上的攻击行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家庭对子女

的宠溺，家里所有的成人都在围着孩子转，孩子一

旦和其他小朋友发生冲突，做父母的总是担心自己

的孩子吃亏，不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总是过度干涉、

中止或调解。家长和幼儿教师要进行沟通，正确看

待和理解冲突，并找出孩子冲突背后的症结所在，

掌握解决孩子冲突的方法，学会做孩子解决冲突的

旁观者、建议者而非指挥者，让孩子成为解决冲突

的第一参与者，从而真正激发孩子破解同伴冲突的

思考，促进家园共育。

有这样一个案例：丽莎来杰克家做客，两人在

一起玩玩具，杰克拿着自己的新玩具手枪说：“丽

莎，看我的新手枪，妈妈买给我的，给你玩玩吧。”

丽莎显然对这个玩具不感兴趣，原来她一直盯着杰

克家沙发旁边的积木。丽莎对杰克说：“我们玩积

木吧。”“那是我的，你不能动。”杰克一边说着，

一把把丽莎推到了一边，丽莎哭了起来。两位母亲

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她们并没有急于去干涉，而

是在看孩子的反应。过了一会儿，杰克可能觉得自

己一个人玩也没有意思，便对丽莎说，“我们一起

来用积木盖房子吧。”丽莎顿时就笑了，也不再哭了，

两人又继续高兴玩了起来。杰克和丽莎的父母在孩

子出现冲突的时候，并没有立即进行干涉，他们理

解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让孩子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

是必要的，他们相信孩子的能力，给孩子自己独立

思考的空间，给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让孩子

充分体验同伴之间的交往，在感悟中成长，这比单

纯说教的效果更好。

三、启示

（一）要挖掘孩子冲突背后潜藏的原因

首先，幼儿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范围也比较窄，

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情绪易变，容易冲动，一出

现争执往往容易出手打人。比如前面例子中的杰克，

当他不愿意让丽莎玩他的积木时，便上前推了丽莎

一下。其次是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不成熟，他们的

思维是具体形象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时

候还不能将自己与外界很好地区分开来，不能站在

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也不能考虑别人的感受。所

以杰克不知道其实丽莎并不喜欢玩玩具手枪，而他

却一厢情愿地想让丽莎玩他的新手枪；而丽莎看见

自己喜欢的积木就去拿，很少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

自己的、该不该拿的问题，况且他们的交际能力有限，

于是就发生了冲突。

（二）要正确看待同伴冲突

很多家长和幼儿教师一看到孩子发生冲突，首

先想到的就是去避免或制止。例如，针对孩子争夺

玩具的问题，教师和家长拿一样的玩具给所有孩子

玩以避免争夺。但这不能总是避免冲突，有时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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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一起玩，明明自己也有同样的玩具，但就是喜

欢别人的。还有的家长或者幼儿教师，当冲突一发生，

就立即把双方都分开，不让他们在一起玩。或者有

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交往中被其他小朋友打了，

就觉得吃了亏，于是就打骂自己的孩子。时间一长，

孩子遇到困难时，就容易把问题或不良情绪闷在心

里，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是非常不利

的。有的父母会教孩子在打架中还手，这种做法同

样也是欠妥的。家长或者幼儿教师要正确看待幼儿

与同伴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冲突是去自我中心的

关键要素，有助于儿童建立健康、良性的自我认识，

能帮助幼儿逐渐形成换位思考的习惯，为幼儿人际

交往奠定基础。同时，教师要明白，孩子间的冲突是

在某个特定情景中发生的，情景消失，冲突很可能就

随之解决了，而且他们会很快和好。所以要放手让孩

子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冲突，使幼儿掌握与同伴相处

的技巧。

（三）要给予孩子自己解决同伴冲突的机会

家长或者幼儿教师不要做孩子同伴冲突的第一

参与者，要给孩子提供同伴交往的机会以及孩子自

己解决同伴冲突的机会。受现代技术影响，中国的

孩子与同伴交往的机会相比以前少了很多，所以作

为家长可以经常邀请其他小朋友到自己家里玩，也

可以多带孩子到亲朋好友家做客，多鼓励孩子与同

龄的小朋友玩耍，提供孩子与同伴交往的机会。当

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时，不要总是立即制止或干涉，

要试着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当然，家长或者幼儿

教师也要善于把握尺度，在适当的时候要给予帮助

和指导。让孩子自己解决同伴冲突，并不意味着家

长或者幼儿教师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这样一来反

而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案例中杰克和丽莎的父母没有干涉，原因是孩

子自己解决了冲突。但是在孩子的玩耍中，两个母

亲是一直在给予关注的。假如这两个孩子总是争执

不停，那么杰克的母亲就可以试着问：“杰克，你

不想让丽莎玩积木，那么你准备让她玩什么呢？”

或者可以提示说：“你们可不可以一起用积木搭个

房屋呢？”等。幼儿之间的动手打闹的行为大多情

况下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家长或者幼儿教师大

可不必大惊小怪，过分担心孩子。但要运用适当的

语言教育，比如告诉孩子，随便打人是不对的，打

架是愚蠢的行为。如果冲突比较激烈，家长或者幼

儿教师要及时参与调解，指导孩子正确面对冲突，

并教会孩子运用合适的方式与他人交流。当然，要

求一个孩子在被挨打的时候仍然不反抗，这样的教

育无疑也是愚蠢的，家长或者幼儿教师要告诉孩子

适当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学会正当自卫的方法，

这也是孩子应尽早具备的能力。

（四）要教会孩子与人交往的技巧

对待孩子间的冲突，家长或者幼儿教师要一分

为二地看待，既不能认为它是有害的，也不能认为

它都是好的。如果发生了冲突，家长或者幼儿教师

要给孩子时间和机会，让孩子自主解决问题。除此

之外，家长或者幼儿教师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潜移

默化地教给孩子与人交往的技巧。比如，父母在邀

请小朋友来家里玩时，首先要让孩子学会分享。如

前面的案例中，杰克妈妈在邀请丽莎来家里玩之前，

可以先对杰克说：“今天丽莎要来家里和你玩，丽

莎可能会喜欢你的积木喔，你准备给她玩吗？”或

者问：“你今天准备拿你的什么礼物来招待你的小

客人丽莎呢？”事先和孩子沟通好，可以把孩子不

乐意分享的玩具收起来，这样他们在玩的时候可以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如果是带孩子到别人家做客时，

要提醒孩子注意基本的礼貌，比如不能随便拿别人

的东西等。

四、结语

伙伴是儿童人生成长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长或幼儿教师一定要重视孩子与同伴之间的交往。

要正确看待孩子之间的冲突，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

问题，也要适时给予指导，积极培养孩子的沟通交

往的能力，使孩子正确地处理好同伴之间的关系，

让孩子真正成为同伴冲突的第一参与者、解决者，

从而让孩子掌握解决同伴冲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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