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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岁托班幼儿午睡活动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江苏省 C 市 C 园为例

韩　懿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扬州 2250 00）

摘要：午睡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忽视的 环节。本研究主要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

对 2-3 岁托班幼儿的午睡活动进行调查分析，从幼儿、教师组织与园所环境的角度了解了幼儿午睡活动的现状。针对以上现状与

问题，研究者从教师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教师做好睡前准备工作；正确对待幼儿不良午睡 行为；家园共育促进幼儿良

好午睡行为习惯的 养成；合理改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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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午睡环节是幼儿一日生活八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方面，充足的睡眠能帮助幼儿保持精神，有助于更高效地

完成下午活动中的内容。另一方面，适度午睡可以减少儿童

多动症的发生几率，提高儿童记忆力，增强儿童的学习能力。

因此，3-6 岁的幼儿每天白天也要保证一次充足的睡眠。但

是在 2-3 岁托班幼儿午睡环节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

幼儿入睡困难、幼儿出现不良的午睡行为、教师缺乏对午睡

环节的重视等。

有关 2-3 岁托班幼儿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针对 3-6 岁

的幼儿展开。此外，以往的研究或是只涉及幼儿，或是只涉及

教师，又或是只涉及环境，而同时研究幼儿、教师和环境的研

究比较少，所以选取 2-3 岁托班幼儿及其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很

有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 C 市 C 园托班的 2-3 岁幼儿及其带班

老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一共选取了 45 名幼儿和 9 名托班

老师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孩 23 名，女孩 22 名；带班教师

4 名教师为学前教育专科毕业，3 名为非学前教育专科毕业，2

名学前教育本科毕业，3 名教师教龄 1 年，4 名教师教龄 2 年，

2 名教师教龄 3 年。

（二）研究过程

为了使研究更加具有代表性，研究者随机选取了 A、B、C

三个班，按 A、B、C 三个班的顺序，每个班观察十五天，再

到下一个班观察。本研究主要采取观察法与访谈法进行。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午睡现况

好的午睡环节有利于下午学习活动的展开并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调查者从“入睡情况”“午睡时间”和“午睡行为”

这三个方面展开对托班幼儿的午睡现状的分析。

1. 入睡情况

入睡困难是指幼儿在上床后超过 30 分钟，依然不能睡着。

首先，研究者就幼儿入睡较慢的状况展开了访谈，9 名教师一

致认为大部分幼儿在上床后均不能较快入睡，只有少部分幼儿

能够在 20 分钟内睡着。因此，研究者发现，绝大部分幼儿都

存在入睡比较迟的现象。

其次，研究者就幼儿几乎不午睡（120 分钟后仍无法入睡）

这个现象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平均每班有 1 名幼儿几乎不

进行午睡，且人员相对固定。

综上所述，托班中大部分幼儿存在入睡困难的情况，少部

分幼儿几乎不进行午睡，且人员相对固定。

2. 睡眠时间

据研究者观察，该园规定的午睡时间为 12：00——14：

30。大部分班级能严格 按照托班的作息表组织活动。

其次，研究者统计了幼儿早醒的相关情况，规定早醒是比

幼儿园规定起床时间早 20 分钟。

研究者结合“早醒”的定义制作了表。

表 1　幼儿早醒情况统计表

班级 A 班 B 班 C 班 平均

早醒人数 2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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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每班每天均有中有 1 名左右的幼儿几乎不睡午觉的情

况，从中可以看出，部分幼儿起床存在早醒的情况，但总体来

看早醒的人数并不多。

3. 午睡行为

在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研究者采用事件取样法，观察统

计了幼儿睡前哭闹、说话、啃咬指甲、摩擦阴部、老师哄睡、

尿床、装睡等不良行为的出现次数。以下为幼儿不良行为发生

次数统计图：

            

图 1　幼儿不良行为次数统计图

幼儿每出现其中的一种行为，研究者就记录一次。其中说

话的次数为 393 次，装睡 187 次，老师哄睡的次数为 201 次，

错误睡姿 63 次，啃咬指甲 51 次，哭闹 42 次，尿床 19 次。

所有不良行为中，幼儿说话的次数最高，尿床的次数最少。

老师哄睡、装睡的次数也较高。

（二）教师组织午睡活动现状

教师能否有效地组织幼儿在园的午睡活动，关系到幼儿的

身心健康和教育教学活动能否顺利的展开。调查者从“午睡前

教师准备”“午睡时教师管理工作”这两个方面对托班教师组

织午睡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

1. 午睡前教师准备工作

首先，研究者关注了午睡前教师的活动组织情况。

表 2　一周内幼儿睡前活动组织情况

班级 活动内容 活动次数

A 班 散步 2

B 班 散步 2

C 班 讲故事 1

从中看出，睡前活动大多组织散步，且几乎每天重复，甚

至不一定每天都组织散步活动，更有班级不组织睡前活动，直

接让幼儿如厕后午睡，以讲故事为睡前活动的次数也很少。

接着，研究者观察了教师在幼儿睡前的检查工作情况。

图 2　幼儿午睡时教师提醒次数

从研究数据来看，教师对幼儿如厕提醒次数最多，托班大

多都是 2-3 岁的孩子，需要教师不断提醒才会自觉如厕，即便

如此，仍有幼儿尿床。其次，是对睡觉时脱掉外衣提醒的较多。

教师对睡姿的提醒次数最少，幼儿睡姿是教师最容易忽视的部

分，大部分教师只关注幼儿是否入睡，而忽视幼儿睡眠质量。

2. 午睡时教师管理工作

面对幼儿午睡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同教师采取不同的行

为。在调查中，大部分教师能耐心劝导幼儿进行午睡，但是仍

有部分教师选择忽略幼儿的情况，甚至批评幼儿。

此外，教师在组织午睡的过程中偶尔出现负面行为。

          

图 3　幼儿午睡发生不良行为时教师行为统计图

通过观察，研究者发现一些教师在幼儿入睡后，教师会出

现例如玩手机、聊天等负面行为。因此，研究者选取一个星期

就 A 班幼儿午睡发生不良行为时该班教师行为展开次数统计，

以下为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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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班教师积极纠正幼儿的不当行为的次数最多，没有进

行午休，偶尔离开教室一次，从中可以看出该教师具有较强

的责任心，但同时教师有时也会有玩手机、聊天，不能及时

纠正幼儿等不当行为出现。在纠正幼儿不当行为的过程中，

大部分情况他们提醒衣裤等易被观察到的事情，往往忽视了

错误睡姿。

总体来说，该园教师较有责任心，但有时也有负面行为的

出现，组织幼儿午睡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三）园所午睡环境现状

园所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在现实状况中，

往往出现忽视心理环境创设的现象。

1. 物质环境

首先，就午睡室的空间及布置情况来看，该园的3个班级中，

1个班午睡室空间分布为尚可，2个班级午睡室空间分布为宽敞。

宽敞的午睡室既为幼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教师巡视提供了

方便。此外，研究者也发现该园每个幼儿都是一床一铺，不存在

两人一床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该园的空间和布置安排还是比较

合理的。

其次，就午睡室的卫生情况来看，每天闭园后保育员会对

整个班级进行消毒，并且每周五有固定的时间进行大扫除。《托

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中规定“被褥每月曝晒1～2次，

床上用品每月清洗 1～ 2次。”据调查者观察，教师要求家长

每周将被褥带回家清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该园的卫生情

况较好。

最后，调查者从亮度、空气流通情况、温度和墙面布置几

个角度分析该园的环境创设对幼儿午睡的影响。所有的教室都

没有安装窗帘，但窗户上装有窗花，且当灯关闭时班级内的光

线是柔和的；每间教室中都安装了中央空气循环器，易于幼儿

睡眠且温度稳定在 27℃，有利于幼儿在较为舒爽的条件下午

睡；专门作为午睡室的教室内贴了星星月亮的图片，其他兼做

活动室的教室则没有针对睡觉主题的墙面，但均布置得比较温

馨，窗子上的窗花也有利于帮助幼儿午睡。

总之，从午睡室的空间及布置、卫生情况以及环境创设来

分析该园的物质环境，发现该园物质环境情况良好。

2. 心理环境

幼儿的情感十分丰富，他们非常喜欢富有情感的环境。因

此，教师要善于营造宽松和谐、富有情感的精神氛围。然而该

园心理环境的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教师认为幼儿只要进入

午睡室就应该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不给幼儿表达自己感情的

机会。部分教师在哄睡的过程中甚至会采用威胁、恐吓幼儿的

方式。

由于托班为私立性质，很大程度上需要迎合家长的需要，

家长大多只能关注到物质设施的好坏，而对园所的心理环境不

太了解。因此，托幼机构不得不重视物质环境，但忽视了精神

环境的营造。

四、改善托班幼儿在园午睡问题对策

针对托班幼儿午睡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从教师管理

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做好睡前准备工作

1. 合理安排睡前活动

午餐之后立即进行午睡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食物的

消化。因此，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进行一些例如散步、讲故事等

安静的活动，避免幼儿因情绪兴奋而影响睡眠。

2. 做好睡前如厕、脱衣服工作

为了避免幼儿上床后如厕，午睡前教师应及时提醒幼儿大

小便。2-3 岁的幼儿自理能力较弱，部分幼儿需在教师的帮助

下完成脱衣服的任务。虽然部分幼儿不能独自完成脱衣任务，

但教师应尽可能地鼓励幼儿将脱下的衣物有序地摆放好，培养

幼儿良好的睡前习惯。

3. 合理安排幼儿午睡床位

教师可安排安静、睡眠习惯良好的幼儿睡在活泼、不爱睡

觉的幼儿身边，避免互相打闹。同时可以将部分有不良睡眠习

惯的幼儿安排在老师身边，方便管理。

（二）正确对待幼儿不良的午睡行为

1. 科学纠正幼儿午睡问题

通过观察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幼儿不良的午睡行为，针对图

4 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者得出了提出了如下解决策略：

表 3　针对午睡过程中幼儿不良行为的解决策略

不良行为 解决策略

说话

告诉让幼儿午睡室是用来休息的，午睡时不能打扰别

人休息；尽量把话多的孩子分开；教师坐到爱说话孩

子身边，减少孩子们过多的交谈。

咬指甲
教师不要粗暴地将手指从幼儿嘴里拿出来，转移幼儿

注意并提醒幼儿注意个人卫生，帮助其修剪指甲。

错误睡姿 开展有关睡姿、不咬指甲的健康教育活动。

睡前哭闹
睡前哭闹的情况多出现在新生身上，此时教师要多给

孩子一些关爱，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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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睡 仔细观察孩子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对症下药。

尿床

托班孩子自理能力较弱，教师需提醒他们定时如厕，

睡前更要反复提醒幼儿，从而排除生理因素对午睡质

量的干扰。

2. 严格遵守幼儿园制定的管理制度

幼儿入睡后，教师应做好午间的巡视工作，不能离开午

休室，尽量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教

师应认识到午睡环节的教育意义，认真观察每一个幼儿的情

况，做好相关的教育观察记录。此外，教师要为幼儿树立榜

样，在进入午睡室后尽量不要说话，为幼儿营造安静和谐的

氛围。

3. 正确对待睡眠情况较差的幼儿

在管理幼儿午睡时，教师应在考虑幼儿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采取适宜的方法。

对于入睡困难的幼儿，教师要耐心安抚，应杜绝言语上的

攻击。

对于早醒或者不午休的幼儿，教师也应做灵活的调整，不

必强迫幼儿进行午睡，可以将他们带到其他活动室进行一些安

静的活动。

对于新入园的幼儿，他们容易出现睡前哭闹的情况，教师

应尽量避免其影响其他幼儿入睡，可以让幼儿从家中带一件依

恋的物品，稳定幼儿情绪。同时，教师可坐在旁边轻拍幼儿，

消除其焦虑心理，帮助幼儿更好入睡。

（三）家园共育促进幼儿良好午睡习惯的养成

一方面，教师应了解幼儿在家的作息及睡眠状况，引导家

长协调好幼儿午睡行为与晚间睡眠，形成良好的生物钟。

另一方面，家长应积极配合支持托班的教育管理工作。首

先，父母要树立榜样，和幼儿一起做到早睡早起、睡前如厕，

帮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其次，父母要及时纠正错误睡姿

并帮助幼儿改掉不良的睡前习惯。最后，父母需和教师交流沟

通幼儿的需求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午睡方案。

总之，只有依托良好的家园合作才能帮助幼儿养成良好午

睡习惯的养成。

（四）合理改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良好的物质环境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基础，而良好的心理环

境会影响幼儿自我意象和人格的形成，从而培养幼儿亲社会的

行为。由于该园的物质设施较好，因此应更加关注心理环境的

建设。

首先，教师应该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树立现代教育与管

理理念，注重心理环境的构建。教师之间积极行为作为榜样示

范会影响到儿童的行为。

其次，教师应依托正确儿童观和教育观，营造良好的师生

关系。最后，教师应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给幼儿营造温馨的午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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