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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运用学习故事现状调查研究
——以X市J园教师为例

李永霄
中卫市第三幼儿园Ǔ宁夏Ǔ中卫Ǔ755000

摘Ȟ要：学习故事是我国从新西兰引进的一种评价模式。它运用叙事法对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做出估量，进行判断

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近年来广受好评，被多个国家研究和运用，并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很多教育机构中

被广泛试用和推广[1]。随着新西兰教育界和中国教育界的交流日益加深，学习故事评价法也受到了中国教育界的广泛

关注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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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学习故事强调教师要关注学习过程、学习情

境，关注幼儿的学习品质、关注学习的意义建构，强调

学习的动态性，这些都与《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的精神要义相契合。

笔者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对X市J园的
36名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其学习故事评价实施过程
进行记录和分析，以此从教师的角度去探究该园教师对

学习故事的看法以及具体的应用行为，另结合访谈分析

判断该园教师使用学习故事这种评价方法的现实问题，

并从笔者角度分析相关建议。

笔者抽取X市J园专任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
卷40份，回收3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被调查教师
基本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表1��教师基本情况（N = 36）
题目 选项 频数 频率

教龄

0-3年 9 25.00%

4-7年 15 41.67%

8-11年 5 13.89%

12-15年 7 19.44%

学历

专科及以下 25 69.44%

本科 11 30.56%

硕士及以上 0 0

运用学习故事时长

不满一年 3 8.33%

一至两年 14 38.89%

两至三年 17 47.22%

三年以上 2 5.56%

接受学习故事
专业培训

是 28 77.78%

否 8 22.22%

题目 选项 频数 频率

撰写时参考
相关理论

总是 10 27.78%

经常 22 61.11%

偶尔 4 11.11%

从不 0 0

撰写一篇学习
故事的用时

15—30分钟 1 2.78%

30分钟—1小时 25 69.45%

1—3小时 7 19.44%

3小时以上 3 8.33%

近期观察幼儿在
班级所占比例

小于或等于25% 6 16.66%

25%—50% 18 50%

51%—75% 11 30.56%

大于或等于75% 1 2.78%

由此可以看出，样本中大多数教师教龄位于4至7年
之间，处在教师成长的重要时期，且69.44%的教师是专
科学历，占比较大，说明该园教师学历以专科为主，本

科学历占比较低，差异化大。在调查过程中，77.78%
的教师都表示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学习故事专业培训，因

此调查可信度较高，值得研究；还有61.11%的教师表示
会在撰写学习故事时参考《指南》、《纲要》等相关文

件、资料，以提高所撰写学习故事的质量。而在最近一

学期，有一半的教师对自己班幼儿所观察的比例占到了

25%到50%，还有三成教师幼儿观察比例占到了51%到
75%，说明教师对幼儿的观察较为频繁，学习故事评价法
运用频率较高[2]。

1� �教师对学习故事的认识因教龄、学历等存在显著

差异

在问卷的调查和访谈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教师的经

验累积和专业水平的不断发展，教师运用学习故事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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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教师自身的专业水平也处在一

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而在撰写学习故事之前，教师自

身的水平、素质等情况也对其对学习故事的运用和认识

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教龄的教师接受学习故

事培训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数据显示，大部分教师教龄

在4至7年，有个别教师入职不足一年，而幼儿园对大多
教师入职后都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例如讲座等方式。抛

开培训教师的知识理论水平与专业水平因素的影响，大

多教师都接受了系统的培训，教龄最长的教师接受学习

故事的机会较少，且据调查显示大多为保育老师，而教

龄最短的教师也接受培训较少，这与其入职初期的工作

状况客观情况有关。并且研究中还显示，样本中所有教

师无论其学历如何，都接受了园里的学习故事培训。根

据园所领导安排，接受学习故事培训是教师日常工作任

务之一，就算是保育老师也会参与学习故事的撰写，但

不参与领导安排的分享和讨论，保育老师有其特定的评

价任务。由此可以看出，该园较为倡导学习故事的学习

和使用。

访谈中，姚老师、张老师、谢老师都谈到，在运用

学习故事评价之前不爱看专业理论书，在运用学习故事

评价中，发觉自身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理论基础已不能满

足观察孩子的现实需求，想多读专业理论书，并逐渐敢

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因为运用“学习故事”的迫

切现实需要，促使教师开始主动寻求外界的理论支持，

这是一种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主动学习，是效率最高、

效果最佳的一种学习。教师的实践智慧不是被动生成

的，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主动修炼而成，其生成的

原动力源自教师的自我激励、自主发展的心理需要以及

积极主动的专业学习态度。教师被教育新思想、新观念

冲击，本领恐慌感被唤醒、自主发展意识被激活，通过

建立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能学”、具

有内在学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从被动学习转变为

自主学习关于幼儿发展的知识与幼儿教育基本原理[3]。

另外，在访谈中，几名教师补充了“教师成长记录

册”的相关内容，在过去的两年中，谢老师和吕老师处

在专业发展的稳定上升期，多次评课效果良好，科研成

果卓著——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由谢老师主持、吕老
师参与的J园课题“幼儿良好进餐行为养成教育的实践研
究”获评陕西省学前教育研究会优秀课题。并且，谢老

师与吕老师都是对学习故事评价法较为认同、且实施认

真的教师。她们表示，学习故事评价法帮助她们更好的

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对幼儿的行为和特点进行分析并

予以实践上的指导，提升了她们的反思能力以及应变能

力，这更有利于其对幼儿日后的发展进行长久的关注和

指导，甚至将这些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幼儿和教师，体现

出了学习故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是关于幼儿教师学习故事的认识的分析讨

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教师对学习故事的认识

是从理论学习中得来的，且运用熟练，较为认可。学习

故事是一种以幼儿发展为中心的评价方式，教师们在使

用过程中就会注意去认识幼儿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教师

们并不是一直都清楚的知道发展的方向和学习的方向，

发展通常是一个“藏于地下的”难以捉摸又不太可见的

过程。故事和记叙可以捕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发展瞬

间，但是它的方向却很难被预测。

2��教师运用学习故事水平呈动态提升

从“学习故事内容分析表”中可以看出，该园教师

对学习故事的使用有着一定的“模式化”，但又能反映

出教师的个体差异性。由于是在一个园所中，除个别

入职不久的教师外，其他教师均在幼儿园的安排下以讲

座、外出学习等方式接受过系统的学习故事培训，园所

对教师使用学习故事的状况也会安排定期的分享和反

思。从表3-2中可以看出，教师们对学习故事的记录内容
多集中于一日活动中的区域活动，这是因为区域活动中

幼儿的自主性和社会性以及各项能力都处在一个活跃的

发展环境中，与材料的互动，与同伴的互动，与环境的

互动，或者是自己的个人行为都反映出了幼儿详细的发

展过程，而此时教师则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对幼

儿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观察和个别指导。而在故事描述

中，由于教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观察记录不可避免

的会给这种评价方法带上主观色彩，因此在描述中偏向

于具体和主观。在识别中，教师的分析多针对性较强，而

在分析依据中，对幼儿了解却占了绝大部分，幼儿的学习

品质等依据占比没有过半，这反映出教师对这种评级方法

的使用还处在试验阶段，大多依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和直觉

判断对幼儿的发展过程做出分析。而有少量分析是能结合

一定的科学依据对幼儿的发展过程进行解释。在回应中，

也是针对性较强，会针对幼儿的具体行为和性格以及学

习品质等进行具体的回应，但支持策略也是集中于对幼

儿表达赞赏或期望以及鼓励幼儿分享经验[3]。

除此外，本次收集的学习故事中有两位老师在中班

所写的学习故事若干和在大班所写的学习故事若干。前

后比较后发现，在中班时写的学习故事语言大多偏向口

语化，且记录方式主观，记录与评价大多依据个人经验

以及对幼儿的了解。而到了大班阶段，教师已经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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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将《指南》的相关要求和幼儿的学习特点以及学习品

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提出更为有效的策略。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研究者还对X市J园的姚老师、
谢老师、吕老师等5名老师进行了访问谈话调查。其中有
五名老师表示在使用学习故事评价法之前对幼儿的主要

观察方式是由园所领导安排的根据《指南》、《纲要》

等相关文件制定的各个领域及其子领域的指标评价表进

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在园备份、与家长展示分享，并

告知幼儿，以此制定出幼儿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这些都表明，教师们愿意去寻求学习者的视角。评

价那些“隐藏着的”复杂的学习成果需要随时寻求学习

者的视角。因此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

习过程，最好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评价，这样可以更

加全面和多方位，更贴近幼儿的学习和发展特点。教师

们也认为，学习故事很有效的将两者结合了起来，而且

非常容易进行操作。这些评价任务的特性、撰写对幼儿

来说有意义的故事并给彼此留言都说明评价可以是过程

的一部分，在评价中也能包含幼儿的声音。

并且，叙事比量化的指标更能反映学习情况。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中强调，人类知识只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

解释、一种假设，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准确表征，它

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地

新的解释和假设所推翻、所取代的；学习不是知识由教

师到学生的简单转移或传递，而是主动地建构自己知识

经验的过程，这种建构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学生是

自己知识的建构者，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入、储存和

提取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积累，而是在已有的知识经

验、心理结构和信念的基础上去形成知识的意义，实现

新旧知识的综合和概括。我们需要长期关注这些孩子，

了解他们的心智倾向和最近发展区[4]。

3��学习故事反馈为幼儿成长提供了有效抓手

教师所持有的教育观念及其所具有的教育能力直接

影响教师的教育行为策略与水平，决定了其组织与指导

幼儿教育活动的目标、内容和方式，影响着幼儿教育

活动的实施效果，也影响到自身专业发展方向和实践智

慧水平。访谈中，姚老师、谢老师、张老师、吕老师都

谈到，以前幼儿游戏时就像木偶一样被教师操控，现在

的变化是教师从包办，少帮，到支持、引导幼儿自主游

戏。“由于成人可以很容易地影响幼儿的心灵与行为，

为了避免滥用这项权力，我们更应该小心审视每一个活

动的目的”。教师对幼儿游戏与学习活动的指导必须符

合幼儿的游戏与学习活动需要与意愿。观察、倾听为教

师指导游戏的准备工作提供基础，也是教师的准备工作

和介入游戏这两者之间的桥梁。教师对幼儿游戏与学习

的观察、指导观念与能力为实践智慧生成与提升奠定了

重要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并促使教师从关注“教”转向

关注幼儿的“学”，正是在深入细致地观察幼儿游戏与

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学会了适时、恰当地介入幼儿

游戏和学习，从而提高了自身组织与指导教育活动的能

力。对于家长来说，在看到学习故事后也会表示对幼儿

学习与成长的欣慰，对老师关注自己孩子的感激，有极

少数的家长会通过口头表述的方式去记录和表达幼儿的

学习事件，会尝试进行较为客观、科学的评价。教师们

可以根据此进一步去指导家长也撰写学习故事，相互分

享和讨论，有利于幼儿的学习和发展。由此可见，学习

故事的使用为教师能力提升、幼儿接续成长提供了有力

抓手。

结语：学习故事评价需要教师专业的职业素养，能

够敏锐地观察、记录幼儿的行为，捕捉一个个“哇”时

刻，并积极思考、恰当解读，为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提供

支架。随着时代的发展，针对幼儿发展的教育评价也日

趋多元化。表征等逐渐迈上了更大的舞台。但万变不离

其宗，无论何种评价方式，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催生

来自于生活实践和自然野趣的课程，助推幼儿的进一步

游戏和学习。学习故事因他细腻的观察、记录和反馈对

幼儿的发展和教师的成长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

需更多关注幼儿的想法，倾听幼儿的心声，让幼儿也参

与到评价过程中来。同时，还要和家长一起讨论，呼吁

家长也参与到其中，关注幼儿的日常发展评价，而不仅

仅只关注幼儿的在园学习过程，以实现赋权幼儿发展、

家社联动，不断激发幼儿的学习潜能。

相信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的学习故事评价

会形成一套成熟、可推广的经验体系，为幼儿成长提供

更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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