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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新入园幼儿独立性的调查与分析
!!!以山西省运城市城区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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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独立-定义为,不依赖别

人-&本文中的幼儿独立性是指能根据自己已有的

经验和能力主动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家里渐

渐脱离家长的,包办代替-$学着自己做事$在幼儿园

能很快融入集体$不依赖老师$可以独立做事&幼儿

从家庭进入幼儿园小班进行学习$这是幼儿走向独

立的第一步$也是幼儿初入社会的第一步&幼儿从

出生时完全依赖成人要发展成为独立的个体$就必

须从小培养良好的独立性&入园时幼儿独立能力关

系到幼儿入园后能否很快的适应幼儿园生活$直接

影响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因此$对于家长和教师

来说$有必要对幼儿独立性的现状加以准确把握$进

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一"研究过程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中随机选取山西省运城市城区两所公

办幼儿园和两所私立幼儿园中的
#"

个新入园的小

班幼儿
%%"

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幼儿家长发放问

卷
%%"

份$回收
%"B

份$其中男生
#DF

人$女生
#BF

人$回收率
F!?Da

&

#二$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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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要了解幼儿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带养人

情况等$第二部分主要了解幼儿入园前独立性情况$

从幼儿的睡眠'如厕'进餐'穿脱衣物'语言沟通'主

动表达需求'洗漱'整理物品等八个维度设计问题对

幼儿的独立性进行调查&最后统计全体儿童在独立

性指标上表现的百分比$以此判断幼儿独立性发展

的整体状况&

!?

观察法

通过对新入园的幼儿进行观察$记录他们入园

后独立性情况$并选取几名典型的幼儿进行重点观

察$同时观察教师和家长对提高幼儿独立性采取的

干预措施$采用非参与式观察$力求使观察结果尽可

能真实&

%?

访谈法

对家长进行访谈$了解幼儿入园时独立性现状

及原因&

二"城区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性现状调

查结果与分析

#一$入园时幼儿独立性现状

对于入园阶段的
%AD

岁幼儿来说$正是他们独

立性得到发展的关键期&本文对新入园小班幼儿独

立性的调查主要从独立入睡'独立如厕'进餐'穿脱

衣物'与他人交谈'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洗漱'整理

物品等角度去进行调查分析&

表
#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入睡情况

独立

入睡
能

尚可

"稍哄能入睡#

不能

"陪伴才能入睡#

人数
XX #%% XD

百分比
!X?Xa D%?$a !C?Ba

!!

由表
#

可看出$新入园小班幼儿中仍有
!C?Ba

的幼儿自己不能独立入睡$有
D%?$a

的幼儿独立入

睡情况尚可$但仍需成人稍微哄哄才能入睡$仅有

!X?Xa

的幼儿可以很好的做到独立入睡&

表
!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如厕情况

独立

如厕

能"自己

能很好

上厕所#

尚可"自己能$

但经常会

解到身上#

不能"完全

依靠成

人帮助#

人 数
CC #XB D%

百分比
!B?!a $"?Ca #D?#a

!!

由表
!

可看出$小班幼儿在入园前$有
!B?!a

的幼儿能独立如厕$不需要成人的帮助$自己能很好

上厕所$仍有
CD?Xa

"

$"?Cad#D?#a

#的幼儿独立

如厕情况不是很好$其中
$"?Ca

的幼儿虽能自己上

厕所$但经常会洒到身上$有
#D?#a

的幼儿不能独

立如厕$完全需要依靠成人帮助才可以&

表
%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进餐情况

独立

进餐

能"会用

筷子吃饭#

尚可"会用

勺子吃饭#

不能

人 数
#!! #D$ %C

百分比
D"a DC?Xa #!?#a

!!

由表
%

可看出$在幼儿入园前$有
D"a

的幼儿

会独立进餐$可以很好的使用筷子$有
DC?Xa

的幼

儿可以使用勺子进餐$独立进餐情况尚可$有
#!?

#a

的幼儿不能独立进餐&

表
D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穿脱衣物情况

独立穿

脱衣物

好"会穿

脱衣物#

尚可"会脱

不会穿#

不好

人 数
%" #DC #!X

百分比
F?Xa DX?!a D!a

!!

从表
D

中可以看出$新入园小班幼儿中只有
F?

Xa

的幼儿既会穿衣也会脱衣$能很好的独立穿脱衣

物$有
F"?!a

"

DX?!adD!a

#的幼儿在独立穿脱衣

物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其中有
DX?!a

的幼儿会脱不

会穿$有
D!a

的幼儿不会穿脱衣物$需要成人的

帮助&

表
B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与他人交谈情况

能独立与

他人交谈
能 不能

家长陪

伴时能

人 数
#BX !C #!"

百分比
B#?Xa X?Fa %F?%a

表
$

!

新入园小班幼儿主动表达自己需求情况

主动表达

自己的需求
能 尚可 不能

人 数
!#C X% B

百分比
C#?#a !C?!a #?$a

!!

从表
B

'

$

中可以看出$在与人沟通方面$新入园

小班幼儿有
B#?Xa

能独立与他人交谈$有
%F?%a

的

幼儿在家长陪伴时能独立与他人交谈$有
X?Fa

的

幼儿不能独立与他人进行交谈&在主动表达自己的

需求方面$有
C#?#a

的幼儿做的很好$有
!C?!a

的

幼儿做的尚可$有
#?$a

的幼儿不能主动表达自己

的需求&

从表
C

中可以看出$新入园小班幼儿有
X%?Ba

能自己洗手洗脸$有
!!?!aa

的幼儿会饭后漱口&

由表
X

可看出$在整理物品方面$仅有
#"?Xa

的幼

儿能做的很好$有
DB?$a

的幼儿做的尚可$有
D%?

$a

的幼儿没有整理物品的意识$不会整理物品&

表
C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洗漱情况

洗漱情况 自己洗手洗脸 会饭后漱口

人 数
!BD B#

百分比
X%?%a #$?Ca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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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

!

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整理物品情况

整理物品情况 好 尚可 不好

人 数
%% #%F #%%

百分比
#"?Xa DB?$a D%?$a

!!

以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城区新入园幼儿仍有

很多在独立入睡'独立如厕'独立进餐'独立穿脱衣

物'独立与他人交谈并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洗漱'

整理物品等独立性方面还不能做的很好$一些基本

的事情都依靠成人$有事情不自己解决$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成人$这些独立性的缺失将会导致新入园幼

儿在一段时间内$对幼儿园生活产生诸多适应阻碍$

因此独立性有待提高&

#二$典型个案研究与家长访谈

结合问卷调查及笔者对小班幼儿的观察$现对

以下三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并进行家长访谈$分析

幼儿入园时独立性现状及原因&

#?

典型个案

个案一%歪歪$男$

!"##

年
%

月
!$

日出生$

!"#D

年
F

月
#

日入园$禹都花园幼儿园小二班$入园前

主要看护人是爷爷奶奶$独立能力差$需要喂饭'完

全由成人帮助脱穿衣物及如厕$自己不会洗漱'整理

物品$普通话讲的不好$不能清楚的表达自己需求&

个案二%朵朵$女$

!"##

年
$

月
!

日出生$

!"#D

年
F

月
#

日入园$御溪苑幼儿园小二班$入园前主

要看护人为奶奶$入园前独立能力较差$不能独立入

睡'吃饭'大小便'穿脱衣物$不会自己洗漱'整理物

品$普通话讲的不是很清楚$不能独立交谈表达自己

需求&

个案三%桐桐$男$

!"##

年
B

月
X

日出生$

!"#D

年
F

月
#

日入园$凤凰小区幼儿园小一班&入园前

主要看护人是父母$入园前独立能力较好$能独立入

睡'吃饭'大小便'整理物品'洗漱等$普通话讲的很

清楚$能独立表达自己需求&

!?

对家长的访谈实录及分析

访谈目的%通过访谈了解幼儿入园时独立性的

情况及原因&

访谈对象%幼儿的家长"主要是母亲#&

访谈实录%

"

#

#对歪歪母亲的访谈实录及分析

问)父母的工作分别是$

答)妈妈(爸爸都是中学教师%平时工作较忙*

问)歪歪入园前独立生活能力如何$

答)入园前歪歪主要由爷爷奶奶带%孩子吃饭(

如厕(穿衣等基本都由老人包办%因此孩子的独立生

活能力不是很好%不过入园前%我已经在尽量训练孩

子的这些基本生活技能*

问)你们家的教养方式如何$

答)我和他爸爸都比较喜欢小孩%对歪歪的要求

基本上都会满足%从来不忍心批评和体罚孩子*

问)歪歪在家时家庭氛围怎么样$

答)虽然我和歪歪爸爸都很喜欢歪歪%但是我们

俩之间经常闹一些不愉快*

从以上描述及访谈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比

较溺爱$工作很忙$存在隔代教育问题$家庭氛围不

太和谐$孩子自理能力不是很好 &

"

!

#对朵朵母亲的访谈实录及分析

问)父母的工作分别是$

答)妈妈是妇幼医院医生%爸爸是企业员工*

问)孩子入园前独立生活能力如何$

答)我们和孩子的奶奶一起居住%孩子主要由奶

奶看护%睡觉也是由奶奶陪着一起*朵朵奶奶总认

为她还小%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孩子还不会%就都

帮着完成*因此朵朵在穿衣(吃饭(如厕(上下楼梯

这些方面做的都不是很好%不过我们认为进入幼儿

园后%这些应该自然就会了*

问)你们家的教养方式如何$

答)爸爸平时对朵朵比较严厉%奶奶比较宠爱孩

子%我平时比较忙%陪孩子的时间不是很多*

问)朵朵在家时家庭氛围怎么样$

答)我平时忙%和孩子的交流比较少*孩子大多

数时间是和奶奶两个人在家%有时爸爸在家%朵朵也

不喜欢和爸爸玩%好像对爸爸有敌意*

从以上观察及访谈中可以看出$朵朵所在的家

庭也有隔代教育的现象$教养方式不太一致$父亲较

严厉$奶奶较溺爱$家庭氛围比较冷漠&家长认为孩

子入园后自然会掌握或由老师教授后会具备一定的

独立能力$不注重入园前对幼儿独立性的培养&

"

%

#对桐桐父母的访谈实录及分析

问)父母的工作分别是$

答)妈妈是一名教师%爸爸是金融业的工作

人员*

问)桐桐入园前独立生活能力如何$

答)我们平时比较注意训练孩子"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所以桐桐在睡觉(吃饭(大小便等独立生活能

力方面 %都做的挺好的%没有太大问题*

问)你们家的教养方式如何$

答)我们家的教养方式是比较民主的%遇到事情

会和孩子一起商量%在合理的情况下%尊重孩子的意

见和选择%不会体罚%但是也绝不溺爱*

问)孩子在家时家庭氛围怎么样$

答)挺好的%我一有时间就会陪桐桐一起看书或

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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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戏%孩子很开心%爸爸在家时%也经常带他一起

玩%爸爸喜欢看书(写毛笔字%也给孩子树立了学习

的好榜样%创造积极(宽松的家庭氛围*

从上面对桐桐家长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桐桐在

入园前$父母很注重对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家庭教养

方式民主$家庭氛围和谐$孩子入园后独立性较强$

适应较好&

#三$新入园小班幼儿独立性低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调查与访谈$及与教师和家长的进一

步沟通后发现$幼儿独立性较差与后天的教育有很

大的关系$影响小班幼儿独立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教育方式不科学

"

#

#教养方式不当&杨丽珠和杨春卿"

#FFX

#针

对幼儿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了研究$将父母的教养

方式划分为%溺爱型'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和不一

致型&教养方式的不合理$会阻碍幼儿独立性的发

展&专制型家长对幼儿干涉过多$要求孩子一味的

服从家长$使孩子胆小缺乏独立'丧失积极主动性$

动手能力差&而放任型'溺爱型教养方式$对幼儿的

独立能力都不太关注$会造成幼儿独立能力欠佳$难

以适应幼儿园生活&

"

!

#隔代教育&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有
B#?!a

的家庭中有隔代抚养的现象$其中有
%F?Xa

的幼儿

入园前几乎完全由祖辈们看护$有
##?Da

由祖辈'

父辈一起抚养&在隔代教育中$祖辈们相对溺爱$喜

欢包办代替$把孩子的任何事都做好$教育方式与父

辈教育不一致$会引起孩子对祖辈不正确的偏爱$不

配合父母对其独立性的培养$因此造成孩子依赖性

强$阻碍幼儿独立性的发展&

"

%

#重智轻能&在调查访谈中也可发现$在很多

家庭中$家长过多地考虑对幼儿在智力上的投资$把

家庭教育片面理解成为对孩子进行读书'写字'弹琴

等知识技能的训练$忽视吃饭'穿衣'睡觉等生活独

立性的培养&还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只要聪明$上课

认真听讲'会答对问题就行$至于会不会自己吃饭'

穿衣等都不用学$没关系的$这样重智轻能的教养方

式也阻碍了幼儿独立性的发展&

"

D

#家庭氛围不和谐&家庭氛围的冷漠'疏远$

不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容易使孩子形

成不良个性$不利于孩子独立性的发展&

!?

家长缺乏培养幼儿独立性的意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对幼儿的身体发

展缺乏认识$认为幼儿还小$对幼儿的照顾过多$认

为生活中这些小事等孩子长大些就自然就会了$缺

乏培养幼儿独立性的意识$导致幼儿独立能力及意

识普遍较低&也有家长为了省事$始终不能迈出让

孩子自己做事这一步$剥夺的孩子学习生活技能'锻

炼独立生活能力的机会&曾经就有家长向我讲述了

这样一件事%孩子看大人用筷子吃饭$也积极要求

使用筷子$可是我们看见他吃的又慢又乱$把饭菜弄

得到处都是$也害怕筷子会碰到眼睛或鼻子不太安

全$同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喂他吃饭$直到现在

孩子仍需要喂饭&幼儿的身心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

中$做事当然有很多的不足$主要缺点就是做事时速

度很慢'质量很差'常常弄出很多乱子&所以很多家

长就会图好'图快$自己帮着做$没有主动培养幼儿

独立性的意识$影响了孩子的独立性发展水平&

%?

家长缺乏对幼儿独立性培养的指导

有一些家长在孩子入园前$也希望孩子的独立

性能提高$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小事很简单不用加

以特别指导$所以很多家长只知道让孩子做$却不给

孩子指明应该怎么去做'要注意些什么&而
%

%

D

岁

的幼儿由于其身心发展的特点$做事时难免慢而粗

糙$加上幼儿的注意广度也很有限$在没有家长指导

的情况下$独立性发展会受到阻碍&

三"培养小班幼儿独立性的策略探讨

幼儿的独立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长大后自然

就会的$家长'教师应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幼

儿独立性的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大胆放手*培养独立做事的习惯

幼儿的独立性是在实践中逐步培养起来的$成

人要大胆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去体验自己动手去做

力所能及的事&成人要特别珍视孩子独立意识的萌

芽$不要怕他们做不好$更不能包办代替&无论结果

怎样都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使幼儿感到自信$它

是孩子独立性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让孩子在反复

的独立行动中获得锻炼$感受独立做事的快乐$养成

独立做事的习惯和能力&

#?

改变教育观念

家长必须转变教育观念$采取科学的教养方

式$给孩子提供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改变重智轻能

的教养方式及时纠正隔代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学习

一些幼儿年龄特征和生长发育规律的知识$增强培

养幼儿独立性的意识$认识培养幼儿独立性的重

要性&

!?

提供独立做事的成长环境%鼓励幼儿自己

去做

只有给幼儿更多机会锻炼$独立性才能得到更

好的发展&

%

%

D

岁的幼儿需要得到密切的关注$但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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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需要学习自己完成一些任务$如独立进餐$独

立如厕$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愿学会倾听并按大人的

话去做某些事情$自己穿衣服'放玩具等$来学会独

立&所以成人应给孩子提供独立做事的成长环境$

平时多鼓励幼儿独立活动$自己的事自己做$而不是

代替他们做每一件事情$让孩子从日常生活中会

独立&

%?

克服过度依恋家长%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过度保护会使孩子对家长产生过度依恋$平时

家长可以有意识地让孩子与邻居'朋友一起玩耍$有

意识地离开孩子一会儿$培养孩子的独立适应能力&

D?

对幼儿的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

家长要有耐心'细心对幼儿的活动加以指导$从

一点一滴的进步中慢慢使幼儿的技能熟练化$在反

复的练习中$使幼儿养成独立做事的习惯$应在多

种活动中$培养幼儿独立能力&

#二$激发孩子发展独立性的兴趣

我们应在生活中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幼儿主动

提高独立性的兴趣$培养幼儿的独立能力&

#?

借同龄榜样力量%激发幼儿兴趣

从榜样着手$激发孩子发展独立性的兴趣$让孩

子也会独立&幼儿以形象思维为主$行为主要是模

仿$不但模仿成人的言行$并且十分注意同伴的言

行&只要是同伴会做的$他们也会努力试着去做$有

种不服输的精神$家长应该利用这一优点借用同龄

榜样的力量教育幼儿$有意识地给他们提供一些独

立性较强的幼儿作为学习榜样$通过同龄榜样给幼

儿提供学习技能和交流的机会&这种教育对幼儿来

说具体形象'容易接受'富于趣味$具有良好的教育

效果&

!?

评选独立之星%激发兴趣

在幼儿园可以进行 ,独立之星-评选活动$激发

和鼓励幼儿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

游戏中培养独立性

要创设各种机会让孩子参与游戏$在游戏中$激

发幼儿提高独立性的兴趣&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正

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形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放手让他们去做$

既是能力的培养$又是经验的积累与丰富&例如可

以通过区域游戏$为幼儿创设实践场地$有意识地让

幼儿从中体验到成就感$帮助幼儿提高独立做事的

兴趣和信心$独立能力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提高&

#三$培养克服困难的精神

在培养孩子独立性时$往往同时需要培养孩子

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对于幼儿来说$自己穿脱

衣物$整理和收拾玩具等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克服一

定困难的$成人不要一见到孩子碰到困难就立即代

劳$应鼓励他去面对困难$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热爱

劳动的精神&

#四$家园合作形成合力

家庭教育对幼儿是非常重要的$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幼儿的独立行为经常出现反复现象$孩子在

家'在园的表现不一致$比如在幼儿园可以独立进

餐$在家还要成人喂饭&经过观察与发现$出现明显

反复及退步的幼儿多来自对幼儿独立性培养不够重

视的家庭$其教育方法与幼儿园教育要求不一致&

因此幼儿园应通过多种途径与家长沟通$加大宣传

力度$通过个别交流'运用理论分析案例等方式对一

些家长的错误观念予以纠正$使家长形成正确的认

识$创设良好的家园共育环境$使家长与幼儿园在教

育观念上形成共识$在教育方法及要求上保持一

致&家长应尽力配合幼儿园的工作$家园合作形成

合力$以提高幼儿的独立能力&

学前期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也是孩子各种生

活行为习惯与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家长'教

师$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关键时期$根据孩子的身心发

展特点$精准发力$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让幼儿养成

独立自主的好习惯$为未来的学习生活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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