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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低年级同伴关系的处理与儿童社会技能的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项目式活动在社区创设情境，通过一个

项目式学习，这样会使同伴群体共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提高儿童的社会技能，增进相互之间共情能力和自我情绪调节能力。

对于那些能够产生较多表情的儿童更容易被同伴群体接纳，这就给予如何促进儿童行为发展以新的启示。

Abstract:	The	treatment	of	peer	relationship	in	the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Using project-based activities to create situations in the community and through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enables peer 

groups to solve problems together,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mutual empathy ability 

and self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Children who can produce more express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ccepted by peer groups, which 

gives new enlightenment on how to promote children’s behavi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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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生活中，儿童同伴群体关系在整个人际关系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我们发现城市独生子女的学

生或者是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轻度或者以上心理适应问题的

趋势有增无减。焦虑、抑郁、孤独感是这类儿童普遍存在的

心理健康问题。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发现通过项目式活

动的方式会不断增进同伴交往，增强儿童掌握社会技能的

能力。

2 同伴关系的研究概述
同伴是指儿童与之相处的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认知能力

的人。同伴交往又称同伴沟通，是指同伴之间运用语言和非

语言符号系统交换意见，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和需要的交流

过程。从小学低年级时期开始，儿童与同伴的接触时间与次

数开始增加，他们愿意与同龄人进行有效的互动，学校学习

成为了儿童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

校度过的，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同

伴关系有利于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社会适应能力

的培养，从而形成健康的人格 [1]。

哈里斯提出儿童会在家庭以外确认自己的同伴群体，我

们利用这个观点通过项目式活动，不断让儿童实践和学习社

会技能，并且通过活动小组的行为准则，创建儿童同伴群体

自己的活动特色。

3 同伴关系对社会技能的影响

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当今的儿童一定要具有较强的社

会交往和活动能力，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城市里的独生子女

和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溺爱

或者感情忽略，城市独生子女是家庭王国的“小皇帝”，他

们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乏与人交往、合作的机会。6~8 岁进

入了暴风骤雨期，人生第二叛逆期，个性极端两极化。这一

阶段的孩子非常需要同伴分享他的思考、幻想、对话、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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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喜欢和同伴群体在一起，包括一起劳作、玩耍、聊天、

读书，这让他觉得他“全部占有”着同伴群体。而农村的留

守儿童由于缺乏家庭的关爱，一般会出现不敢走入社会或者

盲目进入社会的两种极端现象。毋庸置疑，在小学低年级这

个阶段的同伴群体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知识的学习更为

重要。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给这个阶段的儿童创设一定的

项目式活动来帮助儿童发展良好的社会性适应能力，在同伴

群体活动中，逐渐培养儿童良好的社会性交往习惯，为这个

阶段儿童步入学校，最终步入社会打好各方面的基础。

4 同伴关系不良儿童的特征

4.1 社会认知技能缺失
社会认知是个体关于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人类

自身事件的认知，在内容上涉及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关

于个人的认知，包括自己和别人各种心理活动及思想观点、

个性品质等的认识；第二，关于人与人之间各种双边关系的

认知，如对权威的服从、友谊、冲突、合作等关系的认知；

第三，对社团内部或社团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认知等。同伴

关系不良的儿童一般能够很好地理解他周围的社会关系，但

是不能对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行为作出恰当的评价和预测。他

们的交往目标存在偏差，不能选择出恰当的交往目标，并且

不知如何与其他同伴进行积极有效的交往，缺乏有效的交往

策略。

4.2 社会情感技能缺失
情感是人对事物是否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体验，社

会交往情感则是对社会交往行为所产生的体验，它是产生交

往行为的内在动力 [2]。同伴关系不良的儿童，大多是由于其

早期不健康的亲子依恋，导致他们没有能够建立良好的与其

他个体建立关系的内在模式（幼儿会模仿成人的行为，用成

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同伴）。不良的亲子感情，导致了不

良的交往体验，从而泛化到与同伴的交往中，他们对同伴缺

乏热情，不能肯定对方，又怀疑自己的能力，更多地体验到

社会焦虑。

4.3 行为技能缺失
同伴关系不良的儿童还表现为行为技能的缺失，他们很

少能够与同伴合作、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给予同伴积极强

化或使用社会规范。在从事游戏性活动中，他们更多地表现

出杂乱无章、独自一人的不成熟的游戏形式或破坏性活动，

很少从事有结构的游戏活动、参加群体表演性游戏。而且在

试图加入一个新群体或参加同伴活动时，他们总是以一种捣

乱的方式引起同伴注意来加入活动，很少能友好地接近同

伴、赞扬同伴的活动，采纳群体参照框架，做出与情境相适

应的反应。他们一般不能与自己社会地位相近的同伴交往，

对同伴的建议很少做出积极的反应，也很难与同伴保持长时

间的交往。

5 通过项目式活动增进儿童同伴关系的发展
5.1 营造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建构有利于学生交

往互动的礼仪环境
在项目式活动的小组里，我们给性格不同的学生提供了

多种可能，有的儿童担任小组主持者，有的儿童担任小组策

划人，而有的儿童则担任后勤保障者等，他们需要进行协作

才能顺利完成各种项目式学习活动，从而引导学生通过活动

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培养，只有同伴间相互关心、团结

友爱、用具共享，才能顺利掌握各种社会技能。

5.2 社区环境和社团活动的优化，为学生提供更多

交往的可能并拓展交往技巧
我们结合社区资源，将同住在同个的社区不同年龄的孩

子进行分组，每周开展不同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活动，为儿童

创造有利于同伴互动的环境，从而不断增加儿童同伴群体交

往和交流机会。在活动中，他们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矛盾

和冲突，这些都是在家庭中很难产生的，如果要将每个项目

顺利地进行下去，他们就要想尽方法运用文明语言解决同伴

冲突，学习谦让、等待、轮流、交换等交往技巧，从而解决

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这样会使儿童的友好交往认知在

冲突中得到较好的运用，从而转化为自身积极的交往行为，

提高同伴交往的质量。

5.3 通过情境创设与角色扮演，感知体验
在学校里的项目式活动中，每个儿童在组别里扮演不同

的角色，适度进行改变，塑造模仿角色间的交往方式，逐步

认识、理解角色的义务与职责，学会一些初步的社会交往技

能，如怎样借物、还物、接物，怎样请求别人帮助，怎样礼

貌地向人询问、与人商量交谈等。

6 同伴关系对社会技能的干预措施
6.1 家庭方面

家庭的干预措施主要是通过建立正常的家庭关系开始

的。只有正常的家庭的建立，才能让儿童感觉到正常的社会

秩序，从而走进社会有安全感，这样才会在项目式学习中与

同伴群体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此，在整个家庭中，父母的

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到了儿童是否

在群体活动中是否可以包容，是否可以互助等。同时，当儿

童从同伴群体中回到家中，我们一定要引导儿童合理释放不

满情绪和消极情绪，这样就不会产生由于长时间积累的消极

情绪所带来的不良行为，从而影响同伴关系的正常发展。

6.2 学校方面
学校是儿童主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由于学校教育的集

中性和系统性特点，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我们会不断通过

项目式学习的方式进行同伴关系的协调和巩固。首先，在教

师方面。我们要求全体教师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从全方位

展示自己的仪表，对学生和蔼可亲，与同事互相体贴、友好

协商、做儿童的表率。另外，教师在平时工作中，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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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儿童学会互相理解，多为他人着想的

思想，慢慢教会他们如何合理地处理和解决人际交往中遇到

的问题。作为学校管理层面上，我们应该多开展一些以小组

为单位的集体活动，使儿童在小集体活动中感受到相互帮助

的乐趣，增强社会技能的培养。除此之外，校园文化建设也

相当重要，优美、具有书香气氛的校园环境会给孩子带来赏

心悦目的感受，从而更好地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最后，要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活动，通过每节心理健康课，教会儿童知

道友谊的珍贵，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随时调整他

们的心态 [3]。

6.3 社会方面
我们积极通过社会媒体的宣传内容，让儿童知道邻里街

坊之间互相帮助的好人好事，教育儿童是“乐于助人，友爱

亲和”的理念，在社区里建立了“红领巾帮扶志愿队”“小

葵花小小宣讲员”，让儿童们积极行动起来，尊老爱幼，互

帮互助，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7 结语
塞尔曼的友谊发展理论指出，6~8 岁是友谊的亲密建构

阶段，9~15 岁友谊的亲密共享阶段，12 岁之后是友谊发展

的最高阶段。为此，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我们将同伴关系作

为起始关键期就尤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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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规范化翻译

公共标识语的翻译，还需要注重规范化翻译的问题，部

分公共标识语的英文需要统一大小写问题，而城市道路名称

等翻译则需要依照统一的标准进行，防止一种公共标语含义

出现两种翻译方法的情况问题。同时在进行公共标识语的翻

译时，需要透彻理解文字里蕴含的文化信息，掌握中英文之

间的区别与差异，中英两种不同的语言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文

化，两种语言之间独特的语法、词汇与文化内涵，需要灵活

地进行考虑与使用。例如，洗手间的翻译“W.C”，虽然并

不错误，但是其在英语中的含义为最低层次的卫生间，类似

于中文中的“茅厕、茅房”等含义，较为低俗，此种表达方

式已经在西方国家中较少使用。在规范化翻译的策略中还有

一点是不得不提到的，即借用外来词。随着中西方语言的大

量融合，不仅在国际性的大城市公共标识语随处可见，很

多经济不够发达的二线城市的公共标识语更需要译者在翻

译时多加注意。如果对于中文对应的英文词汇不确定的源语

言，借用外来词的译法对于翻译公共场所的标识语便是一个

高效的策略，也是提高译文正确性的策略。因此，在机场、

公交、旅店有许多可以直接借用的公共标识语用来翻译。我

们在网络上可以进行直接的查阅，使这些标识语言与西方的

标识语保持一致。这样处理才能够真正帮助到母语为英语的

国际友人，因为这样的翻译完全符合外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

和思维方式，同时也能更好地起到公共标识语的作用——指

示和提示民众。这样才不会产生因为文化和语言差异而引起

的歧义。这是最为有效和最为快捷的翻译方法。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显

著提高，中国城市国际化水平也在迅速提升，国际友人的数

量快速增加，在此背景下，城市公共标识语的双语显示成为

一个关键的问题。论文对公共标识语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

详细地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当前公共标识语在英译方面存在

的不足，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公共标识语翻译策略，希望能

够提高城市公共标识语的英语翻译水平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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