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儿童保育的金字塔

模型实践

培养和响应关系 
D 在到达时热情问候孩子及其家人（接

送），并根据孩子和家人的喜好正确叫

出每个人的名字。 

D 打造一个让孩子及其家人感到尊重、

受欢迎和安全的场所。 

D 与孩子交流时保持平视。 

D 使用平静、积极、支持性的语气。 

D 在日常活动中与孩子进行口头交流。 

D 对于婴幼儿，模仿并扩展儿童的发声或

模仿动作。 

D 通过提问和评论来回应孩子的交流，

鼓励反复交流或对话。 

D 加入孩子们的游戏，支持并扩大他们与其他孩子的互动。 

D 寻找一对一的时间与每个孩子交谈和玩耍。 

D 了解每个孩子的兴趣并让孩子参与涉及这些兴趣的对话。 

D 评价婴幼儿的行为、活动、兴趣和互动。 

D 当孩子的母语与服务提供者的语言不同时，用孩子的母语说几个重要的单词。 

D 询问家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习俗、仪式和传统，以及他们是否有与照顾孩子相关的要求。 

D 鼓励家人分享孩子日常生活或环境的任何变化。 

D 当孩子做出适当的行为时，给予他们积极的关注。 

D 使用积极的描述性反馈来评价孩子的技能、行为和活动。 

D 在一天结束时，始终与家人就孩子的事情进行积极的沟通（即分享优点和做出表扬）。

记录、想法或观点：



 
 

 

 

 

 

  

 

 

 

 

 

 

 

 

 

 

 

 

 

 

  

 

 

 

 

 

 

 

 

 

 

优质的支持环境

设计实体环境 

D 明确界定日常安排和学习中心的区域。 

D 布置有利于不同年龄段儿童互动的环境。 

D 对于 12 个月以内的婴儿，为俯卧时间创造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空间。 

D 在每个学习中心提供适合所有儿童发展阶段的材料。 

D 在决定学习中心布置的时候，请考虑儿童的兴趣和建议以及家庭和文化因素。

时间表和日常安排 

D 制定时间表和日常安排，以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不同活动（例如午睡时间、午餐）。 

D 邀请家人分享他们在家里的日常安排和时间表，特别是与婴幼儿喂养和午睡有关的内容。 

D 设计时间表和日常安排，以平衡提供者主导的活动和儿童主导的活动，并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儿童主导的活

动上。 

D 为年龄较大的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提供可视化的时间表，张贴在孩子们可以看到并与之互动的位置。 

D 使用不同材料向孩子们教授关于时间表和日常安排的内容，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要。

例如，向婴幼儿说明接下来要进行的日常安排（例如，零食时间）并展示与该日常例程相关的物体（例

如，零食碗，围兜）。 

D 灵活、持续地执行时间表和日常安排。 

D 当需要改变时间表和日常安排时，向孩子们进行解释。 

D 邀请家人分享有关他们在家中的日常安排和时间表以及家庭期望和规则的信息。

期望和规则 

D 为成人和儿童确定 2-5 个行为期望（例如，“我们很友善”、“我们很安全”）。 

D 将这些期望用图片张贴出来，和家人分享。 

D 全天参考这些期望。 

D 对于需要规则的活动或环境，确定一些积极表述且与期望相关的规则（二至五条），并将规则教给孩子们

（例如“走路，不要跑”）。 

D 将这些规则（每条规则都做成图片）张贴在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回顾的地方，孩子们可以在活动过程中看到这

些规则。 

D 对于年龄较大的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使用不同策略和支架来教授规则，以适应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D 当孩子表现出期望或遵守规则时，给予孩子积极的描述性反馈。

给予清晰有效的指示 

D 告诉孩子该做的事情（而非不该做的事情）来积极地说出指示。 

D 靠近孩子时平静地说出指示。 

D 对需要更多支持的儿童做出指示时使用额外的策略（例如塑造、视觉化、物件提示）。



 

 

 

 

 

 

 

 

 

 

 

 

 

  

 

 

 

 

 
 

 

 

 

 

 

 

 

 

 

 

 

 

 

 

过渡 

D 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使用多种策略来教授过渡步骤。 

D 在过渡之前向整个团队发出警告。 

D 使用各种过渡策略来帮助所有孩子进行过渡。 

D 当所有孩子适当过渡时，给予他们积极的描述性反馈。

促进参与 

D 提供考虑到儿童文化、兴趣、发展水平和年龄范围的活动。 

D 明确在文化上具有响应性和肯定性的技能和教学策略，并与儿童在所有活动中的发展相匹配。 

D 为所有儿童提供参与活动的机会。 

D 监控儿童的参与度，并在儿童对活动失去兴趣时修改活动。 

D 进行调整和修改，以确保所有儿童都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所有活动。 

D 当孩子参与时，给予积极的描述性反馈。 

D 在活动中提供选择，以促进和保持参与度。

记录、想法或观点：

有针对性的社交情感技巧

交友技巧 

D 在计划的活动和游戏中教授交友技巧（例如分享、轮流、合作）。 

D 在各个年龄段的儿童中，以适合其发展的方式促进积极的同伴互动。 

D 鼓励同伴或伙伴关系（例如，在过渡期间牵手、为伙伴清洁）。 

D 选择、安排和使用适合年龄的活动，促进同伴互动交往（有趣、新颖、有文化意义）。 

D 在同伴交往中保持亲密，提供安全感、舒适感、鼓励和指导。 

D 给予积极的描述性反馈，以促进和保持社交互动。

情感素养 

D 提供机会学习使用可视教具和书籍来识别、标记和管理情绪。 

D 教孩子在生气、兴奋或沮丧时冷静下来的适合发展的策略。 

D 对孩子的情绪表达做出回应，肯定他们的表达（例如，“我看到你很兴奋，想要出去。”、“你必须等待

才能玩粉红色的球，这是令人失望的。”）。 

D 通过表达理解来认可孩子的感受，以此来表达同情和同理心

（“我觉得你很难过，因为爸爸不得不离开你去上班了。”），帮助孩子们管理强烈的感情（“你愿意坐

在我的腿上，直到你想玩为止吗？”、“如果你想待在舒适的角落里，一会儿再去玩，那也没关系。”）。



 

 

 

 

 

 

 

 

 

 

 

 

 

 

 

 

 

  

   

 

 

 

 

  

 

 

 

 

D 示范如何说出情绪（例如，提供者说，“我很沮丧，我打不开这个油漆罐”）。 

D 帮助孩子识别自己情绪升级的线索。 

D 当孩子感到愤怒或不安时，引导孩子使用冷静策略。 

D 在塑造和教授情感时，要考虑文化规范。 

D 当孩子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时，给予积极和描述性的评价。

解决问题 

D 根据每个孩子的需要，创造适合他们发展的机会来练习解决问题。 

D 给孩子时间去解决问题。 

D 教孩子指出和使用各种解决方案。 

D 使用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来练习解决问题，包括定义问题和标记情绪。 

D 支持孩子在同伴冲突中使用解决问题的方法。 

D 用解决问题的技巧给孩子提供积极的描述性反馈。

应对挑战行为 

D 使用冷静、支持性和适合其发展的策略应对挑战行为。 

D 对处于痛苦中的婴幼儿立即做出反应，并使用支持性策略来安抚或帮助他们冷静下来。 

D 认可孩子的情绪，然后支持孩子使用更合适的社交行为（例如，告诉孩子他们可以做什么来满足他们的

需求）。 

D 重新引导孩子的挑战行为，使其转向更适当的行为或技能（例如，“你从 Kara 那里抢了积木，因为你也想

玩。试着问 Kara 你能不能要一些积木。”）。 

D 支持孩子说出自己的情绪。 

D 支持孩子使用冷静策略。 

D 支持孩子针对导致挑战性行为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D 在孩子开始做出适当的行为后，与孩子建立联系并给予积极的关注。

记录、想法或观点：



 

 

 

 

 

 

 

 

 

 

家庭儿童保育的金字塔模型实践

个性化干预措施

个性化干预措施 

D 个性化指导和干预，关注家庭和文化价值观。 

D 为制定行为支持计划制定并实施流程。 

D 与家庭成员合作，确定解决社交情感学习和持续挑战性行为的策略。 

D 确定支持服务，与家庭合作制定计划，以解决持续挑战行为，或在需要时为孩子提供额外服务。 

D 与团队和家庭合作，为孩子提供全面、一致且符合家庭价值观的服务和支持。 

D 使用数据来监控行为计划的有效性。

记录、想法或观点：

国家金字塔模型创新中心  | ChallengingBehavi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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