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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适应，从开学做起 
——对提高开学适应活动有效性的点滴思考 

◆强丽芳 

（上海市嘉定区古猗幼儿园） 

 
幼儿进入幼儿园是他们走向社会生活的第一步，每个幼儿都

有着不同程度的不适应，从心理学分析，主要是安全需要的缺失；
从社会学分析，是由于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化造成的。 

近年来我们幼儿园以“坚韧、挺拔、适应”为幼儿培养目标，
在幼儿“适应”这一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针
对幼儿开学阶段不适应，幼儿园因素提出相应的策略，从适应的
对象、适应的时间、适应的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思考，致
力于“帮助幼儿更快适应幼儿园新生活”，让开学“适应”真正
满足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需求。 

一、扩大适应的对象——三种对象各不同 
每年的开学，我们往往会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到新入园的小班

新生的适应问题上，而往往忽略了过了 2 个月暑假生活即将晋升
的中大班孩子。其实对每一个即将开学入园的孩子来说都需要有
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开学适应教育，只是每一个年龄段适应
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班——从情绪、生活适应开始。小班的孩子刚踏进幼儿园，
对幼儿园的一切都表现得非常陌生，缺乏一定的安全感，因此给
小班的孩子创设一个温馨、安全的环境是此阶段最为重要的内
容。 

中班——从社会适应开始。中班幼儿的年龄决定了其具有情
绪不稳定，好奇，好问的特点，再加上独生子女自小生活在缺乏
与同龄伙伴交往的孤独环境中，容易形成个别性格孤僻、不善交
往、害怕陌生环境等弱点，因此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在此阶段
需要更好地给予他们与同伴交往的机会，调动其对幼儿园的认同
感。 

大班——从学习适应开始。大班的幼儿在进入大班后，在生
活适应以及社会适应方面相对小中班而言是比较有优势的，对于
大班的孩子来说，如何进一步去凸显学习的适应性，关注学习品
质及能力的发展是尤为重要的。 

二、改变作息时间——二大法则来协助 
对幼儿来说，家庭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安全的、自由的第一

生活环境。但入园后，幼儿可能会面对新的环境、老师、同伴。
一切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陌生的，与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存在着很
大的差距。这时，幼儿心理安全的天平被打破，使幼儿产生紧张
感、不适感，因此我园在应对幼儿适应过程中采用了如下的一些
方法： 

1.分段安抚法 
此方法适用于小班，把幼儿的入园分成几个适应阶段。如：

吃饭段、午睡段、连续段、正常段，每个适应阶段都用一周的时
间来让宝宝逐渐适应。如第一周宝宝来园只要能在幼儿园用餐，
家长中午来接宝宝在家午睡；第二周宝宝在幼儿园午睡，提前一
个小时来接宝宝；第三周正常作息时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第一周宝宝特别不适应，上午已哭闹很久，
中午回家午睡，可以让宝宝睡个好觉，恢复体力，缩短宝宝在园
的时间，也让家长在心理上也有一个缓冲的过程。第二周经过一
个星期的适应，在园吃饭已经成为初步的习惯，这时只要攻克宝
宝的午睡问题，家长提早来接，回家还能睡一会。通过分阶段适
应，让宝宝循序渐进地适应幼儿园生活。 

2.提前预知法 
此方法比较适用于中大班的孩子，在开学前教师通过家园联

系渠道，鼓励家长在入园前，制定一个和幼儿园生活时间接近的
作息安排，让幼儿尽早“适应”入园的环境以及作息安排；其次，
在开学前安排一次“开学半日游”活动，老师可自由安排时间和
活动，让中大班的孩子先来幼儿园熟悉班级的环境、许久未见面
的同学。 

三、改变适应形式——五大效应齐上阵 
1.亲子活动，首映效应 

首先，我们请宝宝们参观幼儿园的活动室、休息室、厕所、
大型玩具等设施，使幼儿对幼儿园有初步的印象；其次，老师在
班级里组织班里幼儿一起自我介绍，幼儿间互相认识，结识新朋
友，使幼儿入园后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再次，组织有趣的亲子
活动，例如：让爸爸驮着做小乌龟，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手指游戏
等等。丰富有趣的亲子游戏会让幼儿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快乐，
对幼儿园充满着美好的第一印象，在心理上制造一种深刻的“首
因效应”。 

2.大带小活动，纽带效应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经常带幼儿参加群体

性活动，使幼儿“乐群、合群”。大带小活动捕捉到幼儿入园适
应的关键期，一方面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鼓励大班幼儿主
动参与策划及实践。在“大带小”活动中，逐渐适应自己是一名
大班孩子，以小主人的身份展现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如大班的孩
子制作的计划书成为了连接“大带小”活动的纽带，坚定了要陪
伴弟弟妹妹度过适应期的决心，也使得小班幼儿能更好地适应集
体生活，体验到与哥哥姐姐一起游戏的快乐感。 

3.开学典礼，成长效应 
开学典礼是新学期开始举行的由全体师生参加的开学仪式，

旨在明确新学期的目标，激励全体师生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同
时也营造一种浓厚的开学气氛，为新学期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让新入园的幼儿感受浓厚的园所文化，尽快稳定情绪。 

4.家园合作，借力效应 
开园前，幼儿园采用家长会形式，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环境、

设施，师资水平，办园宗旨，理念，并帮助家长分析孩子入园不
适的种种原因，让家长对幼儿园环境及老师放心，配合幼儿园一
起做好孩子入园的准备。 

5.教师培训，镜子效应 
老师也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面对不同的孩子，不同

的年龄段，教师的适应也在逐渐的改变中。尤其是针对刚接手小
班的老师们，通常可以采用“教师座谈会”的形式，请上一届小
班的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初任小班的点滴经验，让教师之间有相
互的经验借鉴。 

总之，只有明晰幼儿入园适应期问题出现的原因，家长、教
师才能对症下药，帮助幼儿顺利地度过入园适应期，让幼儿快乐
自信地融入幼儿园生活。关注开学适应让我们更加理解孩子的成
长需求，更能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提高每一个孩子的适应能力，
为推动幼儿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