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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霞 蒙氏教育理念下幼儿园教师观察能力探析

够更加准确地解读儿童的行为，这不仅有助于儿童喜

爱教师进而对教师产生亲切感，也有助于儿童自觉自

发地遵守规矩。当教师亲眼见识到执行好观察对于教

育的重要意义时，就能够实现从“无意识地笃定”到

“有意识地质疑”再到“有意识地笃定”的转变，表明

教师真正理解了观察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励

教师开展观察训练的过程中，要避免强制性的要求，

这将会浇灭教师的热情，因为任何人都需要自由，不

喜欢被强迫。但是可以建议教师进行自我观察，反思

自己通过观察训练之后所收获的儿童的爱、教学能力

的进步和自身观念的转变及成长，这是教师从训练中

获得的最好的奖励，也能给教师带来莫大的动力，支

持教师孜孜不倦地观察，由此形成科学家精神。当然，

这一切的实现也有赖于幼儿园为教师提供时间保障，

观察训练是一个细致漫长的过程，而教师的时间和精

力是有限的，所以在教师开启训练后，幼儿园应当适

当减轻教师的教学任务和保教压力，教师感受到幼儿

园对他的支持，使他更加有动力去做好观察工作。

（三）提供方法和指导

蒙台梭利认为教师具有多重角色，其中观察者是

最重要的。观察不是毫无章法的，相反它需要采用一

系列的科学方法，因此培养观察者就是要教给他们观

察的方法，提高他们观察的能力。首先，要夯实教师

的理论基础，可以邀请蒙台梭利教师培训师到学校开

展专业讲座和培训；组织集体教研活动，请优秀教师

分享观察经验；推行阅读计划，鼓励教师阅读蒙台梭

利经典书目，通过思考和讨论加深对教师观察的理解。

其次，要让教师熟悉真实的教学场景，包括真实地触

摸各种教具材料，参与创设“有准备的环境”，处理实

际发生的各种问题。再次，要给教师提供科学的观察

记录表，包括幼儿的工作、行为、情感意志等整体框

架，也包括每一个模块下的细分项目，例如专注的时

间、行为重复的次数、在同伴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由

此帮助教师搭建一个既有整体又有细节的全面的观察

框架。观察的能力和方法不能靠凭空想象，必须让教

师借助观察框架在真实的生活中实际锻炼观察的能力，

鼓励教师从自我观察开始，详细记录自我观察到的信

息，接着观察一个儿童并详细记录，完成这两项工作

后要做好总结和反思，由此推动教师观察能力的螺旋

上升。最后，应该多为教师提供外部的学习资源和机

会，例如定期举行教学研讨会、教学观摩会，促进校

内教师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讨论，也可以组织教师到

其他学校交流取经或是参加专业培训，开阔视野、转

换思维，助力教师观察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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