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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生态学视野审视当前新生入园教育工作&发现存在着四个主要问题&即强调幼儿单方面适应环境&家园间沟通方式

较为单一且互动频次少&缺乏生态化的人文环境&缺乏弹性化的管理机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四条措施&即以生态关

系帮助幼儿完成依恋的转移&以合作心态加强家园间联系&以生态视角营造幼儿园环境&以弹性思路做好幼儿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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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对于幼儿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大事件#(

入园后幼儿要经历从家庭到幼儿园两种微观系统的

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幼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依恋关

系的重建和对幼儿园环境的熟悉&因依恋关系重建

是幼儿难以自我完成的&而环境的熟悉也需要成人

的"有意#帮助&特别是需要幼儿园在新生入园方面

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帮助(笔者拟从生态学角度就此

问题谈谈个人管见(

一$当前新生入园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

问题

当前新生入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与生态学观点

相悖的主要问题&如&过分强调幼儿单方面的"适

应#&幼儿园缺乏以生态学视域来营造良好的入园环

境&缺乏弹性化的入园管理机制&家园沟通不畅&合

作不力等&上述问题的存在无疑会加大了幼儿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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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挫折感和不适感&不利于幼儿尽快做好入园的自

我调适工作(

%一&强调幼儿单方面适应环境

在对待新生入园问题上&不少幼儿园过分强调

幼儿要主动去"适应#环境&认为成人不必干预&幼儿

哭一哭&过几天就适应了(这种认识与做法存在的

主要问题)一是高估了幼儿的心理承受能力(新入

园幼儿大部分在三岁左右&三岁幼儿其心理系统的

"生态阀值#较低&自我调节心理的能力较弱&当较长

时间离开所依恋的对象时&其内心是处于不平衡'不

稳定状态&此时如果教师一味地让内心并不强大的

幼儿独自去"应对#这一人生中"大事件#&即依恋关

系的重建等&幼儿往往会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去适

应&而这种"否定式#的适应过程&就是幼儿不良情绪

的体验与积蓄的过程&一旦幼儿不良情绪的体验与

积蓄持续时间过长&就容易造成幼儿心理不适&甚至

产生心理问题+

#

,

!二是孤立地从单因素看问题(生

态学视野下幼儿是一个包括多重关系的多层次结构

中发展的个体&研究者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从单因素

看问题&研究幼儿入园适应问题应从多因素'多因果

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描述环境与幼儿之间的多元关

系&并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

,

&如&幼儿园方面

可以与家庭联络与沟通&营造和谐安全的幼儿园生

态环境&并通过环境的改变去"适应#幼儿&发动全员

参与帮助幼儿转移"关系#等(

%二&家园间沟通方式较单一且互动频次少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与

周围的环境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了若干个系统&包括

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在系统以及宏观系统(其

中&中间系统$

Z5;);

=

;<58;

%是指个体所处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系&认

为中间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微观系统之间

发生相互联系的数量'质量及程度&若中间系统中各

微观系统间的联系是微弱的或是不支持的&对环境

中的个体发展最为不利+

&

,

(

新生入园前常规性家访和入园后在离园时的简

短交流&这是当前家园沟通常见的两大方式(在新

生入园前&教师往往是利用一至两天时间走访全班

幼儿的家庭&并就有关幼儿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一询

问与记录&这样的家访所存在的主要不足)家访次数

少&仅有的一次家访教师很难真正了解幼儿!家访的

时间过短&教师一两天时间要访问三'四十个家庭&

很难与家庭有实质性的沟通&只能走过场!家访时教

师的"任务#意识太强&往往预设了调查内容&并遂一

询问与记录&这种问答式的调查不利于教师真正了

解幼儿家庭情况&收集幼儿真实的信息(而在新生

入园后&教师一般会利用家长到幼儿园接孩子的时

间与家长进行短暂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形式存在着

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经常是教师单方面告知家长&

向家长反映幼儿在园的表现&或向家长告状孩子在

园的种种不良行为&经常出现"我说你听#的局面(

家园沟通本应属于双向沟通&却变相成为教师向家

长的单向输入&这种单向输出极易因信息不对称而

导致沟通系统运作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家园间沟通

质量(因而&认为当前家园间沟通方式过于单一&沟

通互动频次与时间明显不足等问题&直接导致与幼

儿密切相关的两个系统间的互动是微弱'低质量的(

%三&缺乏生态化的人文环境

环境是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核心要素(生态

学理论强调在幼儿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环境&幼儿

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认为环境既是

一个实体&又需要结合儿童的主体因素加以描述+

'

,

&

强调环境是被"体验#的环境&是环境中幼儿对这些

特征的主观感受(笔者发现当前幼儿园在环境营造

方面存在与生态学理论背道而驰的现象)一是环境

布置过度"装饰#(不少幼儿园的活动室&走廊&楼道

两侧都挂满各种各样的装饰物&这些装饰物有平面

的'立体的&有贴墙上的'悬吊在空中的&可谓琳琅满

目&目所能及的全是成人精心设计的各式各样的装

饰物&过度"装饰#的环境&一是容易因刺激物过多而

致使视觉疲劳&严重者可引发幼儿情绪烦燥'焦虑与

不安!二是与家庭的环境反差太大&幼儿可能因体验

不到"家#的味道而排斥幼儿园&不利于新生入园工

作的顺利开展!三是环境创设缺乏幼儿的视角&在环

境创设中看不到幼儿参与的身影与活动的痕迹&这

样的环境难以感动幼儿&难以激起幼儿与环境发生

关系的热情&从而影响了环境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

幼儿园是幼儿之园&环境创设理应有幼儿视角&作为

新生入园的班级环境创设更应体现出"家的味道#&

凸显环境对幼儿的亲切感&让友好的环境成为幼儿

顺利入园的"无言之师#(

%四&缺乏弹性化的管理机制

在新生入园教育中&不少幼儿园是采取"硬着

陆#的方式&即新生与老生在同一时间入园&采取统

一行动&统一要求&希望新入园的幼儿能尽快缩短入

园适应期&尽量避免出现"焦虑#'"哭闹#现象(由于

过分期望新生能尽快步入"正轨#&而对幼儿入园适

应期所出现的正常情绪反应予以"硬性管理#(其实

这种做法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也反映出教师

对幼儿心理特点的不了解(由于幼儿表达能力不完

善&自我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较弱&当幼儿内心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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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焦虑或伤心时会选择用哭泣的方式加以表达&并

试图引起他人的关注&此时教师应给予有效回应&并

表示理解&切忌简单粗暴地强行制止幼儿的哭泣(

幼儿入园后需要一个适应期&在适应期里一般

经历三个心理变化阶段)从最初的拒绝接受'痛苦抗

拒'抗争到寻求救助'情绪逐渐平静&最后到正视现

实&努力适应等阶段+

D

,

&幼儿完成这些阶段性转变是

需要一定的"适宜的时间#(幼儿园如果人为地缩短

幼儿心理调适的时间&则容易导致幼儿因没有足够

的时间去"消化#内心的焦虑&焦虑因得不到及时释

放&而容易出现身心方面的问题&如&睡眠障碍&食欲

差&免疫力低下&闷闷不乐&寡言少语等&严重者还可

能对其个性发展产生较持久性的后果(幼儿园入园

环节之所以采取"硬着陆#的做法&表明了教师只关

注到幼儿入园的"显性结果#&而忽略了幼儿"着陆#

的过程及其隐性的内心感受!或许教师所在乎的这

一"显性结果#是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

种结果是以牺牲幼儿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生态学

理论认为教育应顺应幼儿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幼

儿园教育管理而言&在新生入园工作上应建构弹性

化的入园管理机制(比如&有的幼儿园让新生比老

生提前两周入学&因为提前两周入学&全园教师就可

以合理地均分到新小班班级去参与做好新生入园适

应工作&在一个新小班级配备比较多的教师&就意味

着对入园幼儿的关照比较周到&能较快地帮助幼儿

顺利过好入园关(

二$解决新生入园问题的建议与做法

%一&以生态关系转移幼儿的依恋

幼儿离开家庭来到幼儿园&幼儿所处的生态环

境发生了变化&此时幼儿就会经历生态学上的过渡(

在这一过程中&幼儿和所有与之相关的人或物都会

产生相互交叠的经验(如果让幼儿自己去适应新的

环境&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适应的结果也因人

而异+

F

,

(因此&不主张让幼儿以"孤军作战#的方式

进行单方面的环境适应&而是应将幼儿周围的生态

因素作为新生入园这一整体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并且协调好幼儿与这些因素的关系&通过环境各

要素的积极配合'良性互动'形成合力&发挥系统功

能的最大化&促进幼儿健康和谐的发展(

教师是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在新生入园适

应问题上教师能否与幼儿"共情#有时可起到较为关

键性的作用(在与幼儿的互动中&教师要善于深入

幼儿的内心去体验他的情感和思维&捕捉他的内心

世界&并把自己的共情传达给对方&以影响对方并取

得反馈(刚入园的幼儿可能经常会问教师)"妈妈什

么时候来接我呢0#教师要去分析幼儿此时的心理活

动)是幼儿想妈妈了&或是幼儿内心缺乏安全感&担

心妈妈不会来接她(教师应迅速作出分析与判断并

给予恰当地回应&如"老师知道你现在很想妈妈&妈

妈
'

点半就来接你&在妈妈还没来之前老师会一直

陪着你&和你一起做游戏&好吗0#

+

D

,教师这样的回应

能让幼儿体会到教师的"共情#&让幼儿觉得教师是

理解自己并在接纳自己的&这给处于分离焦虑的幼

儿内心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师幼之间慢慢产生关系&

并建立感情&最后完成依恋关系的转移(

在新生入园伊始&和谐的人际关系显得尤为重

要&幼儿园应倡导全员参与营造安全和谐的人际交

往氛围&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关爱幼儿&如&保育员要

关心幼儿的生活起居&对幼儿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

要主动提供帮助!门卫人员从幼儿入园起&给幼儿一

个笑脸&一个问候&让幼儿感到温暖!厨师做出色香

味俱全的营养饭菜&激发幼儿的食欲!园医要细心观

察幼儿的健康状况&发现幼儿精神不佳就应主动询

问与关心(在和谐的关系中幼儿的生命得到应有的

尊重和敬畏&幼儿在友善'和谐的关系中快乐成长(

%二&以合作心态加强家园间联系

生态学理论认为系统开放才能不断地与环境进

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才能

进入协同一致的整体运动&才可能形成有序的结构(

因此&幼儿园应主动与家庭联络&加强家园联系&构

筑良好的家园合作关系&促进系统间的良性运作(

幼儿入园前&教师应提前走访幼儿家庭&了解幼

儿家庭所在社区的文化'环境'生态&了解家庭的关

系'氛围'家风'教养方式等情况(教师要主动向家

长了解有关幼儿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听家长讲

幼儿的故事&向家长借阅幼儿的成长档案&如&幼儿

成长的照片&幼儿的绘画作品&所搭建的造型结构物

照片等印记着幼儿的成长历程的相关资料&尽可能

透过这些资料去了解和熟悉幼儿&对每个幼儿的基

本情况做到了然于胸&为入园后进行因材施教奠定

良好基础(

幼儿入园伊始&教师应主动地利用以下多种途

径与方式积极做好家园间联系工作)一是可以利用

非正式的闲谈方式与家长联系&与家长就幼儿的健

康'情绪'行为'生活情况等信息进行个别化的交流

与传递!二是可以定期地利用班级家园联系专栏&或

家园联系微信群'

cc

群等形式向家长通报幼儿园

的活动计划'幼儿园的课程开展情况&让家长及时而

全面地了解幼儿园的工作情况&或宣传科学育儿方

法等&争取做到家园教育同步!三是幼儿园要定期召

开家长会&倾听家长的心声&了解家长的需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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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严碧芳)以生态学视野审视当前新生入园教育工作存在问题及 改进策略

应视家长为"教育实践家#&主动征求家长对幼儿园

教育'教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家长好的建议要

善于采纳!四是教师要善于利用家长的教育资源&邀

请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比如&邀请当警察的

家长到幼儿园给幼儿做"不跟陌生人走#等安全方面

的教育&利用周末邀请家长与幼儿一起郊游&请当导

游的家长为幼儿解说等等&通过多种活动让家长主

动参与到幼儿园的工作中来&做到家园共育&共同促

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三&以生态视角营造幼儿园环境

幼儿从家庭来到幼儿园&当所熟悉的生活场所

发生转变时&幼儿需要经历一个过渡适应的角色转

变过程&这个过程中如何在幼儿园与家庭之间搭建

起一座桥梁&以减少两个环境之间的差异&加强两个

生活场所生态的连续性&对幼儿入园的顺利适应就

显得非常必要和有意义(

对幼儿来说&环境是会说话的&新生入园首先是

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和总体印象(新生入园时如果能

体验到幼儿园有如同"家#一般的感觉&幼儿就会喜

欢上幼儿园&因此&幼儿园环境的营造要与家庭有一

定的联系&并且让幼儿带着"家庭#关系来幼儿园&比

如在活动室里放置幼儿"全家福#照片&允许幼儿带

上家里的毛绒玩具陪幼儿睡觉&播放幼儿家庭的生

活视频等&帮助幼儿重拾"家#的感觉&并将家庭和幼

儿园连接起来(在玩具的选择上&多选择比较柔软

的'舒适的'安全的毛绒或者木质的玩具&这样的玩

具可增加幼儿的安全感(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应坚持儿童视角&体现儿童

在场的基本原则(在环境创设中应尽可能保留有幼

儿生活的痕迹&成长的印记(比如&幼儿的拼插'折

纸'画画等作品可陈列在活动室一角&或拍成照片贴

在墙上&教师还可以把幼儿在园的活动过程记录下

来&或录像下来&供幼儿和家长观看(此外&幼儿园

的环境创设还应是让幼儿能够自由探索'开心游戏&

让幼儿身处其中&能感受到环境是舒适而友好的(

%四&以弹性思路做好幼儿园管理

在新生入园管理上&主张营造生态化的入园管

理机制&帮助幼儿完成入园的顺利过渡(

一是新生入园工作早介入&减缓家园衔接的坡

度(幼儿离开家庭来到幼儿园&意味着要适应集体

生活&而适应集体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常规的

遵守(对新生入园来讲&一旦幼儿了解'适应并习惯

了幼儿园的生活常规&就意味着幼儿基本适应了幼

儿园生活(为此&教师首先可将小班幼儿的常规工

作做成"宣传册#&提前提供给家长&让家长在家经常

给幼儿介绍并有意地对幼儿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以

利于幼儿提前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其次是还应提前

做好新生幼儿的分班工作&一旦分班后教师可着手

建立家长
cc

群'微信群&家长可借助平台联络家

庭&让新生幼儿互相熟悉认识&争取入园时每个幼儿

都有新的好伙伴&以缓冲幼儿因入园环境的陌生而

产生的焦虑(

二是采取"软着陆#式入园管理模式("软着陆#

意味着"着陆#的时间是缓慢的&并且允许不同的幼

儿有不同的着陆时间和着陆方式(因幼儿对入园的

反应强烈程度不一样&其原因也各不相同&应允许幼

儿多元化的入园选择&对于入园后特别焦虑&对新环

境适应不利的幼儿可以考虑缩短其在园的时间&如

先半天在园&适应了再延长在园时间!对于离开家人

特别缺乏安全感的幼儿应允许幼儿先试读'或父母

陪读&再慢慢过渡到独立在园生活等("软着陆#还

意味着幼儿入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前期'

中期及后期的入园适应阶段&教师要分步骤'分阶

段'有序'缓步地推进&切不可一步到位(

三是实施多元化的管理方式(在入园时间安排

上新生与老生可以不一样&新生可以提前入园&这样

新生有更从容的时间去适应新环境&同时也可以让

全员的教师加入帮忙照顾和安抚新入园幼儿的行

列(在生活制度方面&幼儿园需要根据新入园幼儿

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特别是在新生入园的前

期&制度要顺应幼儿此阶段的身心特点和规律&如让

幼儿自主选择进餐的时间&并适当延长幼儿吃点心'

吃饭的时间&当遇到幼儿因哭闹累了睡着的情况&教

师可以临时改变和调整计划&如先安排午睡&再进行

午餐!对于因不习惯在园吃饭'睡觉的幼儿也可以先

在家吃饭和睡觉&等适应了再学习在园吃饭和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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