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607  

教育科研 

家有新生 
——家长如何做好幼儿园到小学的新生过渡 

◆刘婷婷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明通小学） 

 
摘要：《幼儿心理学》中指出：消极的情绪会降低活动效率，导致各种消
极行为，并对心理起破坏、瓦解作用。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得到干预，焦
虑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就会对身心健康起到破坏作用，影响孩子的心
理健康发展，有的心理问题甚至会躯体化，形成一定的身体症状，比如
惶惶不安、频繁入厕、做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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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每个新学期的开学，我们总能在小学校的门口看到哭

泣着不肯进学校的一年级新生，和一脸无奈又焦急的家长。在学
校里，也总有一些一年级的小朋友不能很快地融入到学校的学生
和生活中。也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加到家，对着作业一筹莫
展……我们都知道，小学教育是打基础和培养能力、习惯的阶段，
小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幼儿园刚毕业的孩子来到小
学，很难进入到小学的状态当中，家长也心急如焚，问题出在哪
里？幼小衔接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准备。 

一、心理准备 
（一）家长的心理准备 
1、明确幼儿园和小学的区别 
（1）学习时间不一样。幼儿园没有非常严格的上、下课时

间规定，每节课大概在 10～30 分钟不定，孩子们中午还可以午
睡。而上了小学就要严格遵守学校的时间安排，早上规定了到校
时间，上午四节课，下午二节课，每个课间有 10 分钟的休息时
间，以铃声作为标准。上课时必须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老
师讲课，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2）生活制度不一样。带过孩子的家长都有同感，孩子送
进幼儿园后，家长比较轻松，一日三餐幼儿园都可以解决，上午
和下午还各有两次加餐。到了小学以后，每天早上家长都必须很
早就起床给孩子准备早餐，吃完早餐后，还得匆忙赶到学校上课。
课间十分钟也没有餐点和水果了，作息制度和生活制度比较严
格。有的学校提供中餐，有的学校没有中餐，家长还要负责孩子
的这两餐。每天晚上吃完饭后，还要进入作业环节，所以很多家
长都觉得生活变得十分紧张和疲劳。 

（3）活动形式不一样。幼儿主要以游戏活动为主，抓住儿
童的敏感期培养孩子的能力和习惯，促进大脑发育和肢体发育，
小朋友们不仅感兴趣，而且非常开心。而小学是通过课堂授课的
形式进行学习，教师的教学任务大多是通过讲课、作业、检查、
考试来完成的，这对孩子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4）师生关系不一样。在幼儿园，每个班基本上都有三位
老师，两位负责教学，一位专管孩子的生活，老师像妈妈一样照
顾孩子，与孩子有相当多的个别交流。每个幼儿刚从家庭脱离出
来，来到幼儿园，对老师是一种依赖关系。 

在小学，老师也关爱每一个孩子，也和孩子有个别交流，但
因为有教学任务的衡量，老师会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更多体
现的是教书育人的师生关系。 

（5）教学要求不一样。在幼儿园，孩子也要学习，但对他
们的学业知识与技能没有严格的考核要求，以游戏活动为主要形
式，整个幼儿园生活轻松快乐。来到小学后，学习知识、能力的
提高，成为孩子们主要的任务，孩子需要付出一定的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因为有严格的作息制度和课堂纪律，许多事情都要靠
孩子自己去应对。孩子们必须要学会上课专心听课，按要求完成
作业，参加各科考试…孩子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游戏，而是学习。 

2、信任孩子的能力 
什么是能力？我们知道，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为

适应环境而逐渐形成的。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吉
布森和沃克设计了的一种研究婴儿深度知觉的实验装置。该装置
长约 2.6 米，宽约 1.3 米，高约 1.4 米。一般以无色透明的钢化
玻璃为支撑物，婴儿可在上面爬行。玻璃下两端在不同位置放置
红白格相间的棋盘布，一边由于布料紧贴玻璃，看起来没有深度，
另一边由于布料与玻璃相隔数尺而看起来为“悬崖”。在两者之
间有一个称为中央板的过渡地带。 

孩子在上了小学后，家长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心态，要淡化要
求老师替自己管理生活，而是要主动去加强对孩子生活能力、学

习习惯的培养，要充分地信任孩子的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我们不是要替孩子去扫清成长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是要
帮助他自己去克服困难，享受成功的喜悦。 

（二）孩子的心理准备 
1、新生主要存在的心理问题 
（1）恋园。我们发现有一些学生，刚入学的前几天，因为

好奇心强，上学特别积极，浑身是劲儿，可是没过多久，热情就
退却了，来到学校也是无精打采的，觉得上学没意思，这就是“恋
园”现象。这种现象表明这部分孩子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生的学
习生活，停留在幼儿园的生活方式。 

（2）上学焦虑。有的老师反映，有的孩子上课时，不喜欢
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如果请他发言，甚至会面色苍白，有的更
严重的甚至全身出冷汗。《幼儿心理学》中指出：消极的情绪会
降低活动效率，导致各种消极行为，并对心理起破坏、瓦解作用。
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得到干预，焦虑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就会对
身心健康起到破坏作用，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的心理问
题甚至会躯体化，形成一定的身体症状，比如惶惶不安、频繁入
厕、做恶梦…… 

（3）注意力分散。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
某种事物的能力。“注意”，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俄罗斯
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精辟地指出：“‘注意’是我们心灵的惟一门户，
意识中的一切，必然都要经过它才能进来。” 

2、孩子的心理准备离不开家长的帮助 
（1）心理上的疏导。家长要注意观察，及时发现孩子的情

绪变化，了解孩子的思想变化。积极和老师配合，帮助孩子解决
问题。 

(2)努力做 100 分家长。在孩子升入小学之前，家长和孩子在
交谈中要经常流露出对小学生活经验的向往，让孩子感受到言语
中的自豪。 重要的一点，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评价老师。在孩子
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是非判断标准之前，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来
源于成年的人态度。孩子刚从幼儿园来到小学，需要对老师产生
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老师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很重要。 

二、环境的准备 
（一）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场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孩

子准备一个专门的房间让孩子安心学习。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
好为孩子准备一个学习角，安置书桌和椅子，让孩子有一个安

心学习的地方。  
（二）安静的不受干扰的学习环境。家长要为孩子准备一个

安静的不受干扰的学习环境，让孩子能全神贯注地学习，所以，
家长在孩子学习的时候，要尽量为孩子排除一切干扰孩子学习的
因素。  

以及营造勤学上进的学习氛围、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等。 
三、学具的准备 
（一）带领孩子一起挑选学习用具。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

情感 直接的方式，仪式感无处不在。法国童话《小王子》里说，
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
同。上学前，亲自带领孩子一起去挑选学习用具，让学前准备具
有仪式感，孩子能从内心感受到上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这件事
和自己以往做过的事都不一样，从而更加期待小学生活经。 

（二）挑选合适的学习用具。学习用具的选择切忌花哨、以
免孩子在上课时分散注意力。也不能一味的给孩子买贵的用具，
避免孩子产生攀比心理。学习用具简洁实用是 好的。 

结语：每一个父母都是初为人父、初为人母，在成为父母之
前，都没有上过“如何当家长学校”，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孩子
一起努力、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才能，也一定能收获许多人生
的快乐。希望每一个家有新生的家庭都能顺利完成幼儿园到小学
的新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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