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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际互动中，施动者一方的核心意向如果能有

效地传达给受动者，就必将面临受动者对于这种意向所

采取的两个行为取向——接受或拒绝。[1]成人通常教育

孩子要有礼貌地向同伴发出请求，如“我能和你一起玩

吗？”“你可以把这个给我吗？”但在现实生活中，孩

子礼貌性的请求常遭到同伴的拒绝。为什么呢？

Bell &Happer （1977）认为拒绝能让儿童意识到

自己身为一名社会成员的影响力。[2]Wenar（1982）

认为拒绝可以帮助儿童练习控制社会环境的能力。[3] 

Genishi& Di Paolo（1982）指出儿童做出拒绝行为往

往是为了控制对方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自信

心。[4] 

Yang L C（2003）以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的180名

儿童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儿童的10种拒绝方式：（1）

直接拒绝；（2）强烈坚持原来的行动计划；（3）否定

对方的能力；（4）说理由；（5）表示遗憾；（6）提

出另一种建议；（7）劝阻对方放弃他的计划；（8）回

避对方提出的行为；（9）有条件的接受；（10）其他

的拒绝策略。[5]丰新娜指出，“请求”“支配”和“寻

求关注”是最易产生拒绝行为的互动主题。[6]

本研究结合具体事件去分析幼儿做出拒绝行为的

原因以及探寻拒绝行为背后幼儿的心理需求。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选取南京市某幼儿园一个大

班的幼儿作为研究对象，该班共有35人，年龄在5~6

岁之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化研究方法，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

份深入到幼幼互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观察、收集资

料。采用事件取样，用白描的方式记录幼幼互动中拒

绝行为事件的过程。研究者的观察贯穿在一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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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察时间为大班幼儿上学期，本研究共取得80个

有效样本，样本中出现的幼儿和教师的姓名都是化

名。

三、研究结果
（一）大班幼儿同伴互动中拒绝行为的主题

类型
拒绝行为总是围绕某个核心主题展开的。根据施

动幼儿发起互动的动机分类，大班幼儿同伴互动中有

四大类互动主题易产生拒绝行为：请求型互动、干涉

型互动、示好型互动和寻求关注型互动。

请求型互动被拒是指施动幼儿在试图达成自己目

的之前向受动幼儿发出自己意愿的信号，以征得受动

幼儿的同意而遭到受动幼儿的拒绝。根据请求的内容

不同，可以分为分享型请求被拒、交换型请求被拒、

求助型请求被拒和维权型请求被拒。

干涉型互动被拒是指施动幼儿对受动幼儿发出提

议、命令或干扰等言行，旨在影响、改变、支配他人

的活动、作品，遭到受动幼儿的拒绝。根据施动幼儿

干涉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语言式干涉被拒和动作式

干涉被拒。

示好型互动被拒是指施动幼儿对受动幼儿发起的

互动是带有友好性质的，如邀请、主动提供帮助、分

享或赠送物品等，而遭到受动幼儿的拒绝。

寻求关注型互动被拒是指施动幼儿为了引起受动

幼儿的关注而进行的互动，遭到受动幼儿的忽视或不

满。根据施动幼儿引起关注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肢

体方式引起关注被拒和语言方式引起关注被拒。

（二）大班幼儿在互动中对同伴的拒绝方式
一个拒绝行为事件的发生总是通过一种或多种拒

绝言行方式表现出来。研究者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分

析，发现大班幼儿有两大类拒绝方式：直接拒绝和间

接拒绝。

直接拒绝有两种方式，一是语言式的“不”，即

使用简单的否定语如“不行”“不可以”“不好”等

词明确表达拒绝；二是动作式的“不”，即以动作方

式表达出拒绝之意。

间接拒绝方式是大班幼儿常用的拒绝方式，研

究者发现，大班幼儿已经掌握多种间接拒绝方式：

（1）说理由；（2）找借口敷衍，如“这是给非人

类坐的”；（3）表达不悦，如“你总是这样说”；

（4）提出另一选择，如 “那边还有一辆车”；（5）

推迟答应，如“我还没玩完，待会给你玩”；（6）

借助外部力量以阻止对方的行为，如“我不要，我要

去告诉老师”；（7）否定对方能力或想法，如“你

根本不会玩”；（8）劝阻对方放弃想法，如“这是

军事战斗游戏，是男生玩的”；（8）有条件的接

受，如“除非你来当宝宝”；（9）威胁，如“你们

再说搭魔鬼城，我就不当你们队长了”。

（三）大班幼儿被拒后的反馈行为
研究者通过对样本的编码、分析，发现大班幼儿

被拒绝后有三大类型反馈行为：平静接受型、积极争

取型、消极抗议型。

平静接受型是指幼儿被拒后，便安静离开或者安

静旁观，结束互动。

积极争取型是指幼儿被拒后，调整互动方式，再

次开启互动以争取达成自己的意愿。此反馈行为在大

班幼儿同伴互动中常见，且争取的策略多样。根据幼

儿争取时借助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1）求助型

互动策略，即幼儿在被拒后借助外部的人或事的力量

以获得支持，外部的力量可以是老师、同伴、事例

等；（2）自助型互动策略，即幼儿在被拒后通过调

整自己的互动策略以再次试图达到自己的意愿，如再

次请求、协商、辩解、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对方条件

或做出承诺以及等待加入的时机等。

消极抗议型是指幼儿被拒后，表现出不满的情

绪，以抗议同伴的拒绝。根据幼儿被拒后抗议的方式

不同，可以分为：（1）发泄式抗议，表现为语言上

的威胁、埋怨，如“我不跟你玩了”“你不是我的好

朋友了”，以及动作上的发泄，如破坏物品、扰乱对

方活动等；（2）争抢式抗议，表现为双方发生争抢

或争执。

四、研究分析
（一）大班幼儿同伴互动中的拒绝行为的原

因分析

1. 外部客观原因

（1）游戏材料或游戏空间有限

幼儿园中，幼幼互动往往是围绕游戏材料开展

的。幼儿园中的游戏材料的数量和游戏的空间有限。

（2）对方的要求难度过大

幼儿面临同伴提出的要求，尤其是求助型互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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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若对方的要求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时，幼儿往往会

拒绝，如“不行，你画成那样，我改不了了！”。

2. 拒绝方幼儿方面的原因

（1） 对自我空间边界的维护

自我意识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是个性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作为主体的我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

物关系，尤其是人我关系的认识。[7]我们人类是群居

动物，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

人类也在积极打造和维护属于个人独有的自我空间。

（2）对自我需求的维护

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幼儿更加知道自己的需

求，面对同伴提出的互动，幼儿会依据自己的需要进

行判断、做出抉择。他们会对同伴提出的不合理和不

合心意的要求加以拒绝，以保护自己的游戏空间、活

动自主权、游戏作品等，确保自我需求的满足。

（3）对规则的维护

①对游戏规则以及“教师规定”的维护

在幼儿园中，幼儿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活

动。例如，某个游戏只能两个人玩，幼儿必须拒绝第

三者的加入，才能与同伴将此游戏进行下去。 “他们

的那种拒绝，其实是要对他们正在分享的容易被打断

活动的保护”。[8]于是，幼儿会生发一种对游戏规则

维护的自觉性。另外，是对“教师规定”的维护。

②对自己内在的行事规则的维护

幼儿在成长中由一个“自然人”成为“社会

人”，他在生活中所掌握的一系列行事规则会逐渐内

化为自己内在的行事规则，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成

人注重幼儿分享行为的教导，告诉幼儿“要懂得分

享，当小伙伴分享东西给你时，你也要把自己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幼儿可能没有真正理解分享的含

义，所掌握到的是一种物物交换规则——当别人给我

东西时，我也应该给东西给别人，反过来同样如此。

（4）对友谊的维护

幼儿之间的友谊大多是在游戏中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在幼儿看来，在一起玩的玩伴便是朋友，“在幼

儿园中，儿童总是试图将东西的所有权固定为己有，

或者划给他们的玩伴，而且幼儿的友谊观紧紧相连于

可观察到的共同活动——在特定区域一起游玩并防止

他人介入”。[9]

（5）欺生的心理

幼儿同伴交往中存在不对等地位。这种不对等

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支配与服从行为。[10]如“你不能

进！除非你来当宝宝”可以看出，幼儿世界同样存在

欺生心理和“党同伐异”的现象。

（6）幼儿个性差异

面对同伴发起的同样的要求，不同幼儿可能会做

出不同的应答取向。幼儿个性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影

响因素，与其与生俱来的气质类型和所处的家庭环

境、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有着联系。

3. 被拒幼儿自身方面的原因

（1）幼儿的“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是前运算阶段儿童智力发展的突出特

点，使得自己也会拒绝同伴的一些合理要求。如维权

型请求互动中，同伴已经表明了物品所有权，幼儿虽

然知道了物品不归自己，但仍常做出不相让的拒绝行

为，继而易产生冲突行为。

（2）因外形或缺乏有效的社交能力，不被

同伴喜欢

那些因长相或缺乏社交能力的幼儿易成为被拒绝

型的幼儿，常常遭到同伴的排斥和拒绝。

（3）之前带给对方不愉快的交往经历

幼儿的情境性记忆强，之前不愉快的交往经历，

使得幼儿带有一种报复心理对同伴做出拒绝行为。

（二）大班幼儿同伴互动中的拒绝行为的功

能解析
幼儿同伴互动中的拒绝行为对互动双方有着正负

功能。对拒绝方幼儿而言，他们做出拒绝行为是经过

对当时的互动情境、对方的意图进行理解，并将之与

自己的需求进行匹配、判断之后做出的抉择。对被拒

方幼儿而言，幼儿在同伴互动中遭到拒绝，可以帮助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和行为是否被同伴接受以及自

己需求与同伴需求的冲突所在，促进自我审视，改善

自己行为；有些幼儿被拒绝后，会再次发起互动，此

过程也是锻炼其交往能力的机会。

五、建议
（一）成人应客观看待幼幼互动中的拒绝行

为，防止“伪分享”教育倾向
我们应客观看待同伴间的拒绝行为，理解幼儿做

出拒绝行为的原因和心理需求，而不是一味地教导幼

儿学会分享、谦让，防止走向“伪分享”教育倾向。

所谓“伪分享”教育，即是“背离了分享本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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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童被迫舍弃自身利益，完全让渡自己的所有

权，内心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愉悦体验”。[11] 

（二）引导幼儿以合适的方式说“不”，预

防同伴冲突

1. 引导幼儿懂得适时拒绝

我们在提倡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的同时，也需要

让幼儿学习适时用拒绝方式来保护自身正当权益。首

先，成人需要让幼儿意识到他们有拒绝的权利。其

次，成人需要强化幼儿辨别是非的能力。

2. 启发幼儿恰当、友好拒绝

巧妙的拒绝是一种艺术，这也是值得幼儿学习的

一项重要的社交技巧。第一，拒绝时要表现出友好的

态度，并且尽量说明拒绝的理由。第二，采取温和的

拒绝方式。说理由、为拒绝幼儿提出另一种选择、推

迟答应、借助外部力量等拒绝方式较易让同伴接受。

第三，培养幼儿移情能力，理解对方被拒后的失落心

情，尽量为对方提供另一个好的建议。

3. 教育幼儿拒绝要对事不对人

我们需要让幼儿明白我们拒绝的是“要求”，拒

绝时对事不对人。拒绝时，不要做出伤害对方自尊心

的拒绝言行。

（三）引导幼儿以良好心态接受同伴的拒绝

或以合适方式再次争取

1.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拒绝

第一，我们需要让幼儿明白对方有拒绝你的权

利，你不能因为对方拒绝就产生不满和怀恨心理。第

二，我们需要引导幼儿学会反思，审视自己的要求和

行为是否侵犯到了对方的合法权益。 

2. 帮助幼儿寻找被拒的原因

一些幼儿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交能力，不被同伴喜

欢，会使得自己在同伴互动中遭遇更多的拒绝。因

此，成人需要帮助幼儿从自身上寻找被拒原因，从而

有针对性地加以改善。

3. 以恰当的方式再次争取

有时候幼儿对同伴提出的互动并非怀有强烈的拒

绝心理，此情况下被拒幼儿有机会再次争取。成人可

以引导幼儿采取求助型互动策略。

（四）指导幼儿恰当的“准入”技巧以获取

同伴接纳

1. 学习倾听，采取衔接式、服务式的加入方式

我们常教导幼儿，加入对方活动前，要先有礼貌

地发出请求，获取对方的同意，但事实却是常被对方

拒绝，什么原因呢？

此种请求式的加入是成人从人际礼仪角度出发所

进行的指导，这种直接式的请求加入，易让对方产生

一种被打扰的不悦感，从而生成防备排斥心理，不易

被接纳。我们可以指导幼儿以间接的方式加入——幼

儿可以先安静在一旁倾听、观察，了解对方正在进行

的活动、交谈的话题，洞察其需要，然后适时跟上他

们的活动、话题或提供一种建议、帮助，这种自然

的、不露痕迹的衔接式、服务式地加入更易被接纳。

2. 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成为受同伴欢迎的人

幼儿对在班级中受欢迎的幼儿较少做出拒绝行

为。因此，成人还可以帮助幼儿提高自我审视能力，

培养良好的品质，指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乐于助

人，塑造良好形象，成为受同伴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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