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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午睡场域中自主性发展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
邢荣荣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046000）

摘要：自主性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幼儿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自主性的发展。午睡是幼儿一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

其中蕴含着发展幼儿自主性的教育契机，应当被重视并积极有效地利用。小班幼儿午睡场域中自主性发展存在自我依靠能力不足、自我

控制能力弱、自我服务意识不够等问题。对此，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转包办为引导，促进幼儿自我依靠能力的形成；进行科学的常

规教育，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提供物质环境支持，促进幼儿自我服务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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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恋发展的角度出发，希泽斯和贝勒研究了评价幼儿独立

性的指标，即儿童的依赖程度。凯根从个性发展理论出发指出，“儿

童早期对成人的依赖性在形成其未来的个性方面是极其重要的”。

本研究参考了多数心理学家的理论，从自我依靠、自我控制

和自我服务三个维度展开对午睡场域中幼儿的自主性行为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将幼儿在午睡场域中的自我依靠界定为能主动完成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依靠他人的帮助；将幼儿的自我控制界

定为能克制自己在午睡场域中的不当行为；将幼儿的自我服务界

定为在午睡场域中遇到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情时，能够主动寻求帮

助。

一、午睡场域中幼儿自主性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自我依靠能力不足

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可以知道，学前期是幼儿自

主性发展的关键期，强调了让学前儿童建立自主性，避免羞怯感，

建立主动感。

现如今，尽管二胎政策已开放，但独生子女仍占大多数。家

长对幼儿智力的开发极其重视，却忽视了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养

成。家长在家中替幼儿完成了很大一部分事务，包括吃饭、穿衣、

个人卫生清理等，幼儿自己动手的机会完全被剥夺。

在幼儿园，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往往也剥夺了幼儿自己动手

的权力。例如：帮幼儿穿脱衣服、鞋袜，给幼儿喂饭等。正是由

于家长和教师的大包大揽，使得幼儿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幼儿园，

自己本该动手完成的事情均被家长和老师帮忙完成了，自我依靠

能力无法得到发展。

（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

在幼儿园小班，午睡前和午睡后呈现一片非常热闹的场景：

吃完午饭的幼儿满地乱跑、打闹，把东西丢的满地都是，教师这

时候往往在给吃饭慢的幼儿喂饭，因此无暇顾及这部分嬉戏打闹

的幼儿，只是有时会大吼一声让他们安静点，但也只能保持几秒钟，

过一会又恢复原样了。

午睡中，部分幼儿入睡特别慢，从躺下开始至少半个小时才

能闭上眼睛。其中个别幼儿不发出声音，躺在床上自娱自乐，有

的幼儿躺在那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时不时

地用手碰旁边的幼儿。

遇到这种情况，教师一般会拍一下幼儿的被子，示意他不要

发出声音，但一有动静，这部分幼儿就又爬起来东张西望。

由此可见，教师可以阻止一时，但不能一直看着这些幼儿，

趁教师不注意，这些幼儿的行为还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午睡质量。

长此以往会导致他们在起床铃声响后依然赖床不起，动作慢、影

响其他幼儿的进度。因此，提升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势在必行。

（三）自我服务意识不够

在小班，部分幼儿与人交流时，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遇到困难时不懂得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消极等待，希

望别人主动帮他解决。

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人的心理社会化发展会经

历八个社会危机，每个危机或阶段被表述为两个对立或冲突的人

格特征之间的斗争。

小班幼儿正处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第三阶段，这

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主动感、避免内疚感。当幼儿逐渐有了自

己动手的意识时，愿意像大人一样完成某件事情时，却被教师无

情剥夺。如果这时的幼儿能够得到充分鼓励和表扬，他们自我服

务的意识就会随之被开发出来，从而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此，部分幼儿在遇到困难后，不懂得利用周围的资源帮助

他解决困难，而是消极等待，希望教师能发觉他的困境并主动帮

助他，他们没有自己向教师寻求帮助的意识，或者寻求身边同伴

的帮助，可见幼儿自我服务意识很差，没有主动解决问题或困难

的意识。

二、午睡场域中幼儿自主性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教师对幼儿自主性的认识度和重视度不足 

在午睡场域中，教师为了节省时间，通常不管幼儿会不会脱

衣服，教师都会包办代替，在起床过程中也是匆匆忙忙地催促着，

希望幼儿快速从床上下来，好让教师帮他们穿衣服，教师很少关

注幼儿是否能够自己做这些事，也不关心幼儿是否能够学会做这

些事，而是粗暴地剥夺了幼儿自己动手的机会，使得幼儿自我依

靠能力无法得到发展。说明教师对午睡场域中幼儿自主性发展的

认识不够深刻，也不重视幼儿自主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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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忽略了幼儿的气质特点以及身心发展规律 

巴甫洛夫在大量实验基础上，分析出人类所具有的四种最基

本的高级神经类型，其中胆汁质的幼儿精力旺盛，能长久承受较

强的刺激且长时间工作不知疲倦，这类幼儿在午睡过程中可能会

由于兴奋过度而无法入睡。

因此，教师只有在了解幼儿气质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对应的

方法对症下药，才能更加有效地帮助幼儿完善其自主性。

另外，由于小班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认知发展水平不高，

因此幼儿在执行教师的指令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其次，小班幼儿的注意力以无意注意为主，因此，周围一旦

出现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他们的注意力便会被吸引过去。

由此可以看出，幼儿午睡场域中自主性发展不够完善有一部

分原因是来自幼儿本身，他们对成人的依赖性过强，手部肌肉得

不到发展，手指精细化动作也没有得到完善，日积月累，幼儿失

去了自己动手的机会，自主性得不到发展。 

（三）家庭教育不当，家园教育无法同步 

幼儿良好的午睡习惯需要家长和教师共同努力，这是一个长

期坚持不懈的过程。在促进幼儿午睡场域中自主性发展这一过程

中，家园共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家中，父母要为幼儿树立榜样作用，按时作息。幼儿几乎

没有时间观念，更没有要早点睡觉的意识，若家长没有起到榜样

作用，幼儿几点睡觉家长几乎放任不管，那么久而久之幼儿难以

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因此，在促进幼儿良好午睡习惯养成的过程中，家长也肩负

着重任，需从自身出发帮助幼儿，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

三、教育建议

（一）转包办为引导，促进幼儿自我依靠能力的形成

对于幼儿来说，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意识，但

教师必须有。教师在形成这样意识的同时还要采取多样化措施，

用他们无私的爱和关怀以及足够的耐心去帮助幼儿，让幼儿逐步

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促进他们自我依靠能力的形成。

穿衣、系扣子、穿鞋等这些生活技能对成年人来说或许太过简单，

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比登天还难。

因此，教师要经常进行自我反思，从幼儿角度出发，选择适

于幼儿的、便于幼儿理解和接受的方法，逐步引导幼儿。另外教

师的评价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通过比赛、奖励等方式来鼓励幼儿，

逐步提高幼儿的自主性。

每个幼儿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教师

要学会正确看待不同的幼儿，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幼儿选择适

宜的方法，用更多的爱和包容去对待幼儿。

另外，家园合作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让孩子

学会在幼儿园和家里都可以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就需要家

园保持密切联系，改变以往对幼儿“无微不至”的照顾方式，积

极引导幼儿，促进幼儿自我依靠能力的发展。

（二）进行科学的常规教育，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

很多人认为，在幼儿园中无论是哪种活动都应该是有规则、

有秩序的，但如果只强调秩序反而会破坏整个活动的平衡，在小

班午睡场域中也是同样。

教师对于秩序的强调往往总是暂时的，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的

是，在这一场域中对幼儿的常规教育应该来自方方面面，从多角度、

多领域、多方向去培养幼儿自控能力的发展。

相应地，教师也要从长远目标着手，采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

的方法对幼儿进行常规教育。例如每天睡前组织幼儿阅读绘本故

事，通过转移幼儿的注意力来保证接下来的午睡活动井然有序；

还有午睡后的谈话活动，可以设置丰富多样的主题，让幼儿畅所

欲言，通过师幼互动让老师更深入了解幼儿内心的想法，从而找

到更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幼儿自主性发展。

教师要明白仅仅通过表面功夫让幼儿维持良好状态是短暂的，

要学会通过科学的常规活动将这种意识深入幼儿内心，让幼儿彻

底理解了这些规则并运用在实际生活中，才能真正促进幼儿自我

控制能力的养成。

（三）提供物质环境支持，促进幼儿自我服务意识的形成

小班幼儿处于 3-4 岁这一年龄段，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会对

幼儿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教师要学会抓住幼儿的关键期，从根

本上促进幼儿自我服务意识的形成。

首先，教师要学会利用幼儿周围的环境，通过环境创设进一

步启发幼儿，如在主题墙上张贴“遇到问题我该怎么办”等一系

列插图，让幼儿耳濡目染，渐渐有了遇到问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

决的意识。

还可以在幼儿午睡区域设计一些背景墙，比如张贴一些穿脱

衣服的教程图或儿歌，让幼儿每天读一读，这样重复几次幼儿就

会形成这样的习惯，遇到问题能借助周边的环境来帮助其解决，

刚开始可能会稍有困难，教师可以适当提醒，一段时间后幼儿就

会在潜意识里去寻求帮助。

其次，教师要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入手，帮助特殊群体的幼

儿解决困难。比如那些手部肌肉发展不够好的幼儿，在穿脱衣服

时使不上劲就无法自主完成，教师要注意观察这部分幼儿，在常

规活动中注意多训练他们手部肌肉力量，例如抓握游戏等，让幼

儿能够达到其最近发展区，从而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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