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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合作缓解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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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离焦虑是小班幼儿的一种常见情绪，通常表现为哭闹、恐惧、依恋物品、无法正常交流等，是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家园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针对幼儿分离焦虑，要形成家庭、教师、幼儿园三者的教育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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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刚刚从家庭步入幼儿园，此阶段幼儿具有极强的依恋

心理，幼儿离开母亲会表现出恐惧、害怕等情绪心理特征。分离焦

虑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是

广为关注的社会性问题。针对分离焦虑问题，家园合作是较为合理

的解决措施。 

1  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表现形式 

第一，哭闹。有些孩子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大哭大闹嚷嚷：“我

不去幼儿园、不去幼儿园”；有些孩子抓着车座不下车；有些孩子

进入幼儿园后，哭着嚷嚷着给父母打电话；有些孩子试图从幼儿园

逃跑；等等。 

第二，恐惧。恐惧是人的基本情绪之一，小班幼儿受外界环境

影响较大，且具有儿童中心主义的特点，幼儿对家人和家中以他为

中心的环境产生依赖，幼儿已经习惯了醒来就能看到父母或者其他

养育者的环境，他们不能习惯幼儿园陌生的环境和条件束缚，这些

会让他们产生恐惧。 

第二，依恋物品，依恋老师。不用教室里的喝水杯，一定要自

己在家里带的喝水杯。出去散步的时候不愿意自己走路，让老师抱

着自己。 

第三，无法正常交流。有些小朋友不愿意和小朋友坐在一起，

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后面，不说话，不和小朋友一起玩。 

2  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原因分析 

第一，家庭因素。幼儿的成长环境对其影响是很大的，家长对

幼儿的影响更是最直接的。0～3 岁家庭教育尤为重要，科学的作息

习惯、生活自理能力、沟通能力均可以在此阶段培养。有些家长在

养育过程中不注重健康行为习惯的养成，比如，有些幼儿午睡时间

不固定，有些幼儿没形成良好的如厕习惯，还有的孩子父母很少带

孩子去外面和其他小朋友玩，即便出去，也是躲着其他小朋友，生

怕小朋友之间打闹、争抢玩具，入园准备做的不充分。此外，很多

家长舍不得幼儿入园，自身具有入园焦虑情绪，在潜移默化中传递

给孩子负能量。 

第二，幼儿自身因素。部分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妈妈或老人

是主要的唯一抚养人，平时家中人少，缺乏语言环境，缺乏与陌生

人交流的机会，这类幼儿多数性格内向、胆小，社会适应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较弱，到幼儿园后，面对陌生的幼儿园、陌生的教师，

会变得焦躁不安，极度缺乏安全感，陷入严重的入园焦虑之中。生

活自理能力不足的幼儿焦虑程度可能更高。他们面对幼儿园教师的

要求和小朋友的嘲笑以及告状会表现出不自信、觉得自己受到了忽

视，这些会让他们哭闹、恐惧幼儿园。 

第三，教师专业素养因素。每到 9 月份入园季，教师们都会面

对新入园幼儿的哭闹问题，这时候最考验教师的专业度和耐心了。

大部人都有“男孩坚强、女孩脆弱”的传统认识，但现实恰好相反：

男孩比女孩更爱哭。部分教师一看到男孩子哭就说：哎呦，你是个

男子汉吗？如果这个男孩子入园哭闹时间较长，教师就更失去耐

心。部分教师直接以幼儿入园是否哭闹为标准评判孩子是否有出

息，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去理解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用心感受孩子

初入园的孤独。教师不恰当的语言、表情、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将会

严重影响幼儿心理，会加大幼儿的恐惧、焦躁、不安的情绪，更加

抗拒幼儿园。 

第四，幼儿园班额超标。在新疆南疆地区幼儿教师数量不足现

象很普遍，大部分幼儿园班级人数高达 40 人，师幼比例不合理，

教师不能很好地照顾到每个幼儿的内心感受，常常忽视幼儿的情感

需求。 

3  家园合作缓解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探索途径 

3.1  家长需提前做好入园准备 

第一，家长需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如午睡习惯、主动

饮水习惯，掌握穿脱衣裤、主动表达需求等能力，这些习惯和能力

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培养。家长应规范幼儿的作息习惯，逐

步与幼儿园的作息接轨，让幼儿养成自己如厕、按时刷牙、按时睡

觉等习惯。多陪伴孩子在外面做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家长教

会孩子如何和其他小朋友交往，学会分享、沟通、协商、合作，锻

炼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幼儿形成更好的性格。幼儿具备了与

人沟通合作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同时也能合理表达自己的需求，

入园后自然没有更多的分离焦虑问题。 

第二，家长要转变思想，放手让幼儿去做，让幼儿感知社会与

外面的世界。不要让幼儿形成“五加二”模式，要发挥榜样作用，

不可以过分骄纵幼儿，让幼儿在幼儿园形成的习惯在周末两天时间

里全都前功尽弃。在接送孩子时家长要合理控制情绪，切忌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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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闹就顺着孩子，要和老师及时沟通，告诉老师幼儿情况，老师和

家长用一致的方式安抚幼儿情绪。 

3.2  教师应积极应对幼儿分离焦虑问题 

第一，教师提前家访，帮助幼儿熟悉教师。在幼儿入园前，教师

可以到幼儿家中进行家访，了解幼儿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语言表

达能力等方面。教师与幼儿家长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让家长了解教

师和幼儿园，对教师特点与教学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让家长可以放

心地把幼儿送进幼儿园，从心理上信任幼儿园与教师，从根本上认同

家园共育，也能让教师及时准确了解幼儿并调整教育策略，使教师能

与幼儿更好交流，为幼儿提供更好的入园体验，帮幼儿提前建立亲密

关系，使幼儿习惯教师，依赖教师，从而缓解日后入园时的紧张与恐

惧心理，促进幼儿身体和心理健康发展。 

第二，应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教师是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组

织者与参与者，教师应关注幼儿行为，积极引导幼儿情绪，关注幼

儿在自主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对于具有

明显分离焦虑行为的幼儿，可以采用个别化辅导，单独安抚，悉心

照料，让幼儿信任老师。集体教学时间教师可用唱歌、讲述绘本、

拥抱等方式缓解幼儿情绪，教师应接纳幼儿的焦虑情绪，用心和小

朋友融入一起，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幼儿，要积极地与幼儿

互动，用丰富多彩的活动与言语吸引幼儿，将幼儿注意力集中起来

从而无暇顾及其他，形成良性的师幼互动，从而帮助其缓解分离焦

虑。教师还可以让幼儿参与管理班级，让幼儿有成为主人的参与感，

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 

第三，幼儿教师要创设相应的教学环境并设计合理的绘本干预

计划。教师要针对不同幼儿特点和幼儿入园的不同时期及时调整教

学计划，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设定合理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以

幼儿为主体，从幼儿本身出发，遵循儿童本位论的教育理念，小班

的环境创设应符合新入园幼儿需要的环境，不仅包括班内环境，也

包括教师与幼儿之间和幼儿彼此间的心理环境，温馨的园内环境可

以更好地帮助幼儿适应园内生活，降低幼儿的紧张感和分离焦虑，

爱上幼儿园。教师在班内环境创设方面可以设立家庭区角，在区角

内设计以“我爱我家”为主题的家庭墙面照片，让幼儿在活动过程

中有熟悉感、安全感及陪伴感。 

幼儿教师可以绘本为载体缓解幼儿分离焦虑。绘本具有图文并

茂、寓意深刻、符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幼儿教师在挑

选绘本时应包含依恋、环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这三种类别。在绘

本教学计划中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安全型亲子关系的建

立，可以采用家庭亲子阅读的方式，妈妈带着幼儿阅读绘本《猜猜

我有多爱你》《一口袋的吻》《不再害怕和妈妈分开》等；第二阶段

为适应并爱上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集体绘本阅读时间带领幼儿阅

读《我不怕上幼儿园》《妈妈，我要去旅行》《20 个上幼儿园的好理

由》《幼儿园里守规则》等；第三阶段是学习如何教朋友，教师在

绘本阅读时间带幼儿阅读《我想和你交朋友》《我有友情要出租》《两

颗树》《小黑鱼》《不可思议的朋友》等，家园合作科学实施缓解新

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绘本干预计划。 

根据幼儿发展状况在集体教学活动过程中还可以设立读书角，

让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主阅读绘本，也可以由教师单独对分离焦虑

较为严重的幼儿单独进行绘本分享，平复幼儿情绪，吸引幼儿兴趣，

在陪伴中缓解幼儿的紧张情绪，让幼儿有存在感、关注感。 

3.3  幼儿园多邀请家长参加亲子活动，让幼儿感受大家庭的温

暖 

多举办亲子活动能够让幼儿更快地适应幼儿园的环境，使幼儿

喜欢上幼儿园，感受幼儿园大家庭的温暖。比如，我们开设主题为

“品新疆好美食，做幸福小嘴巴”的亲子活动。不同民族的家长做

特色美食，幼儿和家长一起体验不同民族的特色美食并学习不同民

族的餐桌礼仪。活动的开展帮助家长认同幼儿园园本文化，幼儿有

家的归属感。 

新入园幼儿的分离焦虑离不开家长与幼儿园的通力合作，家长

提前帮助幼儿做好入园准备，家长提前给幼儿看老师的照片，帮助

孩子提前熟悉老师。幼儿园的亲子活动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

解幼儿分离焦虑。幼儿园多组织亲子活动一方面使家长了解幼儿在

园内的生活状态，让家长有了参与感，增加了与幼儿在一起的时间；

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正强化的方式在幼儿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幼儿园

也是我的家，幼儿每天兴高采烈地来到幼儿园，获得更多幸福感，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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