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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朝鲜族儿童入园适应常见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罗秋英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摘要：朝鲜族儿童由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入园适应的难度大，存在的
问题更多，本文主要探讨朝鲜族儿童在入园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及解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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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入园适应是指幼儿离开家庭独立地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

过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让幼儿在集体生活
中感到温暖，心情愉快，形成安全感、信赖感，提高幼儿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但是，对朝鲜族儿童来说，入园适应尤为艰难，
虽然国家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在地县级城市都开办了一体化的
朝鲜族小学和中学，但缺少专门的朝鲜族幼儿园，许多朝鲜族儿
童必须进入以汉族儿童为主体的幼儿园，接受一体化教育，这就
给朝鲜族儿童的入园适应带来许多问题。 

二、朝鲜族儿童入园适应常见的问题 
（一）语言障碍 
虽然朝鲜族是实现汉化进程较快的民族，多与汉族人杂居，

但是，绝大多数朝鲜族人依然在家庭或本民族交往内使用朝鲜族
语言进行交流，3 岁是儿童言语发展的敏感期，绝大多数的儿童
基本上能够掌握母语，所以对朝鲜族儿童来说对言语的掌握可能
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会用本民族的语言，二是两种语言都能够
使用，但是由于儿童的年龄所限，即使是两种语言都能够使用，
在应对外界语言环境需要的时候，也会出现选择性的困难，存在
与汉族儿童相比，较为严普遍的言语障碍。 

（二）饮食差异 
民以食为天，幼儿园的饮食质量也是家长和幼儿园关注的焦

点之一，《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健康领域指出：要“为
幼儿提供营养丰富、健康的饮食，为幼儿提供谷物、蔬菜、水果、
肉、奶、蛋、豆制品等多样化的食物，均衡搭配。”，汉族幼儿园
的食谱一般以烹、炸、烩、煸、炒为主，菜品丰富，花样繁多，
主食包括米、面、杂粮等，讲究粗细均衡搭配，色香味俱全、营
养丰富。而朝鲜族饮食则比较简单，在烹饪手法上往往以凉拌、
水煮、煎制为主，主食多为米饭，因此刚入园的朝鲜族儿童常常
出现饮食的不适应。 

（三）生活习惯的区别 
汉族家庭，尤其是城镇居民，对孩子生活习惯的要求比较多

如不吃凉食、不喝冷水，对孩子穿衣戴帽非常注意，而朝鲜族儿
童的抚养方式相对粗旷，对孩子的照看没有那么细致，孩子喝冷
水，吃凉食现象普遍，在家里也不会像汉族儿童那样必须穿室内
鞋，往往以赤脚为主。因此，换室内鞋、喝温水等生活习惯也会
成为朝鲜族儿童适应幼儿园生活遇到的问题。 

（四）行为表达的差异 
汉族儿童的家庭结构一般为 421，孩子往往是家庭的中心，

一般娇生惯养，家长对孩子的呵护往往无微不至，溺爱现象严重，
朝鲜族家庭享受国家生育照顾政策，一般家庭以多孩为主，尤其
是随着出国打工热潮的发展，留守儿童较多，父母单独一方带孩
子或祖孙隔代抚养现象居多，多数朝鲜族居住地留守儿童的比率
占到了 60%以上，很多留守儿童存在着沟通能力差，规则意识弱，
自控能力低的特点，与其他孩子在游戏等交往活动中常常出现肢
体冲突的现象。 

（五）活动材料的制约 
朝鲜族玩具如人偶娃娃、打击乐器、民族游戏等都具有鲜明

的民族特色，但是我们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所到幼儿园几乎没有
朝鲜族特色的玩教具，更没有相应的图书资料，也没看到朝鲜族
的游戏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族儿童对幼儿园整体环
境的适应。 

三、解决对策 
（一）政府重视，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朝鲜族儿童的教育工作，促进朝鲜族儿童素质的提
高，使其尽快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们呼吁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在朝鲜族居
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段开设专门化的朝鲜族幼儿园或在普通幼
儿园中设置朝鲜族班级，配备相应的朝鲜族幼儿教育师资。加大
政府的资金投入，用投入的数字说话，从政府宏观层面关心朝鲜
族学前儿童的成长。 

（二）家园共育，做好入园准备 
幼儿园是幼儿从家庭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转折地。由于环境

的变化,常会给孩子生理和心理带来不安感，产生各种不适应, 朝
鲜族儿童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教育背景差异，这种不适应更为强
烈。因此，应该家园共育，做好入园准备。作为幼儿教师需要掌
握朝鲜族幼儿的身心特点和个体发展差异,采用科学的方法,有的
放矢地进行引导,帮助朝鲜族幼儿减少"分离焦虑"的现象。但是入
园适应绝不单单是幼儿园和幼儿教师一方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
幼儿家长的准备工作，朝鲜族幼儿的家长也要提早引导儿童心怀
对幼儿园的憧憬，熟悉幼儿园的环境，保持教育观念与幼儿园的
一致,行为习惯的同步,做到家园共育,真正帮助幼儿做好入园的
准备工作。 

（三）加强教研，提高教师应对能力 
即使在普通幼儿园里，也应加强对幼儿教师的培训，在思想

上，使幼儿教师重视民族团结，理解对朝鲜族儿童教育的重要意
义，懂得朝鲜族儿童的特殊需要，能够顺利的与朝鲜族儿童进行
交流与沟通，把幼儿教师的师爱毫无保留的传递给刚入园的朝鲜
族小朋友。在业务上，拓宽教研的内容，提高教研次数，积极探
索朝鲜族儿童教育的方法和策略，提高幼儿教师应对朝鲜族儿童
教育的能力。 

（四）充分重视，关注学前朝鲜族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学龄前是儿童成长发展、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是人生中最

重要的阶段。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但是随着打工潮，出国潮的迅猛发展，朝鲜族学前留守儿童与父
母的聚少离多，使得他们在心理、行为、情感、个性的发展中都
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还有缺陷，因此，做好朝鲜族学前
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整个民
族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要全面实施对朝鲜族留
守儿童的“关爱”工程，构建幼儿园、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留
守儿童学前教育工作模式，开展爱心手拉手创建活动，建立以本
班级为中心的代理家长制度，同时重视对幼儿的心理疏导，引导
儿童及时宣泄不良情绪，让每位儿童都能在充满爱的大家庭里获
得安全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健康快乐地成长。 

（五）广泛合作，加强教育资源建设 
一方面，要呼吁相关部门加大对朝文儿童读物的出版发行力

度，通过各种渠道，免费向相关幼儿园投放朝文儿童读物，同时，
还要引导幼儿园注意购置具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玩教具，积极鼓
励幼儿教师和朝鲜族家长立足班级，因地制宜，自制实用性、趣
味性和教育性较强的玩教具，并开展具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区角
活动，让朝鲜族儿童即使在普通幼儿园中，也能与其他儿童一起，
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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