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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小班幼儿的安全感 
◆郑雪莲 

（湛江市机关第一幼儿园） 

 
摘要：每年的开学季，分离焦虑困扰着每一位新生家长和幼儿，但开学

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但部分小班幼儿哭闹的现象无减反增，家长在送幼

儿入园后，孩子不肯松开家长的手，不愿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是幼儿

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作为幼儿，因久久不能满足的安全感会做出一

些不健康的心理反应及行为，如攻击性行为，胆小退缩等。安全感的培

养，对幼儿很有必要，它是幼儿拥有良好、健康心理的基础，也是幼儿

健康成长的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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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感”是什么 
对于幼儿来讲，与父母在一起是安全的、自信的，尤其是自

己在情感上的需要是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离开亲人后，幼儿会感
到不安全，随着亲人的离去，幼儿会突然感到安全感的丧失。幼
儿入园，是幼儿从家庭活动的个体走向幼儿园集体活动的第一
步。对于刚入园的幼儿来说，陌生的环境、人物，使得幼儿心理
感到焦虑、恐惧，安全感缺失。此时，处于心理不安全、情绪不
稳定状态的小班幼儿，常常会出现对他人的不信任、傲慢、妒忌
甚至仇视的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较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提高小班幼儿安全感的有效措施。 
1、深入了解幼儿入园前的生活，营造良好的班级环境。每

个家庭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等不一样，养育出来的孩
子性格也不一样，有些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性格活泼开朗，很
快融入班集体活动；有些孩子的适应能力稍差一点，比较胆小怕
事，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只好用哭闹、沉默等方式表达自己
的不安。对于安全感比较弱的孩子，教师更需要多付出一份心思，
了解孩子入学前的生活方式和喜好，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归类总
结，并对班级的生活环境进行创设，例如利用一面墙摆挂幼儿的
家庭照片，让孩子随时都能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会让孩子感觉
到父母在陪伴，也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对着照片告诉 爱的亲
人。开学初期允许孩子把自己平时在家比较喜欢的玩具或图书等
物品带回幼儿园，利用一块地方贮放孩子带来的物品，孩子想家
时就能找到自己熟悉、喜欢的东西，让孩子找到家的感觉，这样
会缓解孩子的焦虑，从而增强孩子的安全感。 

2、班级教师之间要团结和谐，给予孩子母爱般的关怀。心
理学家说：“安全感是儿童生存的基本需求，和谐的生活环境是
给孩子安全感的必要条件。”学龄前的儿童安全感是来于其的父
母，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快乐、和谐的幸福家庭里，
安全指数相对高些，孩子会表现出更勇敢、乐观。当孩子经常处
于父母言语不合或是肢体冲突的不安环境中时，孩子会有恐惧的
心理，大大降低孩子的安全指数。同样，幼儿园里，如果教师之
间经常发生矛盾或争执，自然而然影响到心情，教师往往会把负
面情绪到工作中，孩子受到老师负面情绪的影响，会有恐惧的猜
测和表现的。所以，为了更好地提高孩子的安全感和教师的工作
效率，教师就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团结友爱、和睦平等的环境，并
给予孩子母爱般的关怀。教师心平气静与孩子相处，温柔轻语地
和孩子交流，耐心倾听孩子的需求，细心照顾孩子的生活，让孩
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同样能感受到母爱，感觉到亲人般的疼爱和
关心。这样，培养了孩子对老师的亲近感，就会减轻分离时产生
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安全感的建立。 

咱班骏茹小朋友是一个活泼开朗、调皮好动的小女孩。有一
天下午，孩子陆续离园回家了， 后剩下三四名小朋友在等待父
母来接，其中一个就是骏茹小朋友。老师让孩子一边玩桌面玩具
一边等父母来接，小朋友们玩得可开心了，完全忘记父母迟接的
事情。平时爱玩的骏茹却看着桌面的玩具在发愣，小朋友和她说
话她也不搭理小朋友，也不玩玩具。她爸爸急急忙忙赶来，脚一
踏进教室门口，她飞快地跑过去紧紧抱着爸爸的大腿。我对骏茹
说：“宝贝，把你的桌面玩具送回玩具箱再回家吧！”她爸爸也要
求孩子把玩具放好，可是孩子一反常态，并没有按要求去收拾玩

具，反而把爸爸的腿抱得更紧，她爸爸扳开她的手，坚持让孩子
收拾玩具才能回家，结果她就大哭起来。我们都认为孩子是为了
爸爸迟到而闹情绪。可是，接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骏茹都是
沉默寡言的，不爱跳也不爱玩了，甚至为了小小事情哇哇大哭，
骏茹的行为表现与之前活泼开朗的样子截然相反。后来我们和家
长交流才知道，孩子 近在家也是特别爱黏人、爱哭，妈妈走到
哪儿就跟到哪儿，甚至抗拒上幼儿园。孩子妈妈曾经怀疑孩子在
幼儿园是不是和其他小朋友打架了或是调皮被老师批评了，才闹
情绪不愿意上幼儿园的的。我回想骏茹小朋友这段时间在家和幼
儿园的表现，认为孩子并不是单纯地闹情绪，她所表现的种种行
为疑似很焦虑，特别缺乏安全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焦虑不
安呢？在日常中，我注意观察她，经常和她聊天，加倍细心照顾
她，想找出原因所在。我也多次向其父母了解孩子在家生活情况，
了解她与父母的日常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交流内容。她的父母
积极配合我们，并毫无保留告诉我们有关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从与家长的交流中得知孩子的焦虑来源于妈妈的一句玩笑
话。孩子比较活泼、调皮，在家不好好吃饭，怀孕待产的妈妈就
对她说：“你不听话，等二宝出世了，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刚
好前段时间她爸爸工作比较忙，每天都是比较迟接她，孩子就认
为爸爸妈妈真的不爱她了，不要她了。孩子非常害怕爸爸妈妈把
她送到幼儿园，然后不来接她了。为了消除孩子的焦虑，让孩子
重获安全感和信任感， 后我们达成一致：真诚交流，营造爱的
生活环境。家园同时采取措施：在幼儿园，教师对孩子展开“爱
的教育”，让孩子了解父母平时生活中对自己付出了哪些，感受
父母对自己的爱，并教会孩子如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爱。开展“娃
娃家”区域活动时，让孩子分别扮演爸爸妈妈和宝宝，让孩子真
实体会父母的爱，同时教育孩子们珍惜亲人对我们付出的一切，
学会感恩。在家庭里，家长要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并真诚向
孩子道歉认错，告诉孩子爸爸妈妈非常爱你！家长调节时间多陪
伴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总之，安全感是孩子生存的基本条件，幼儿的安全感是需要
亲情培育的。孩子不单单只需要父母的陪伴，还需要家长给孩子
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给予 基本的安全感。我们作为
幼师，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安全，积极消除幼儿入园的焦虑。同
时也要给孩子营造团结友爱的班级集体环境，让孩子生活在充满
阳光、充满爱的环境里，培育孩子更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幼儿
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才会表现出自信、勇敢、乐观、睿智的，
这样幼儿的身心才会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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