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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入园分离焦虑是教师和家长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可分为哭闹型)粘人型)恋物型和生理失控型$根据

幼儿的年龄特征来分析"入园焦虑是幼儿从家庭迈向社会过程中所出现的正常现象$但是"过度焦虑会严重影响入园幼儿的

健康成长$幼儿园是幼儿入园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接触最为频繁的教师将会在幼儿分离焦虑的缓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3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4的视阈"以期从教师的角度探讨出更加有效的应对幼儿入园焦虑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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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分离焦虑是指
!B%

岁幼儿首次从家庭进

入幼儿园"由于与主要抚养者长时间分离"加上环

境)人员)活动方式)行为规则等与熟知的生活产生

了较大变化"从而表现出的紧张)恐惧)不安等焦虑

情绪.

#

/

%E

$

%

岁左右正是自理能力)良好习惯形成的

关键期"更是形成安全依恋型师幼关系的重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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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最初的入园适应顺利"有助于幼儿自信心的建立"

情感和道德的积极发展"健康人格的形成"否则会埋

下各种发展隐患.

!

/

!!

$入园分离焦虑是儿童焦虑的

一种"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备受幼

儿教师)家长与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年"

教育部在颁布的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4中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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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

!"#!

年"3

%BE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4中也明

确强调#'营造温暖)轻松的心理环境"让幼儿形成安

全感和信赖感"锻炼幼儿适应生活环境变化的能

力$(从颁布的文件内容分析来看"都体现出了国家

和社会对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视"尤其是对培养幼儿

社会适应能力的关注$入园被称为是'幼儿的第一

次断奶期("是幼儿迈入社会的关键一步"而入园分

离焦虑情绪正是反映了幼儿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表

现$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问题是幼儿园教师职业生

涯中无法逃离的现实困惑"其产生受到各种因素交

互作用的影响"如家庭)幼儿园及幼儿自身等$而幼

儿入园之后"教师将是一天中与幼儿联系最紧密的

重要伙伴"幼儿园教师将会在幼儿入园焦虑的缓解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

年"教育部颁布的3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4%以下简称3专业标准4&为

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明确了方向$3专业标准4是国

家对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幼儿

园教师开展保教活动的基本规范$面对幼儿入园焦

虑难题"3专业标准4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幼

儿教师专业素养内涵剖析有助于探索出干预幼儿入

园焦虑的有效策略$

一$新入园幼儿的心理发展特征分析

'一(生活自理能力逐渐增强

随着身体组织结构和骨骼肌肉系统的不断完

善"这一时期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各关节的灵活性开

始增强$在家庭和幼儿园教育的训练和引导下"

%

岁左右幼儿的双手协调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获得进

一步发展$因此"处在这一时期的幼儿开始具有了

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家长和教师的协助下可以

完成一些日常生活要求"比如脱穿衣服)吃饭)喝水)

大小便等$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的不断增强"是幼儿

顺利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心理活动易受情绪影响

%B&

岁幼儿情绪具有情境性)易感染性和外显

性的特点$因此"此年龄阶段的幼儿的身心活动易

受情绪的支配和左右"表现出很强的情绪化色彩$

比如说孩子高兴时"表现很听话!不高兴时"表现得

很倔强"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另外"此阶段的孩子情

绪很不稳定"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和感染$在幼

儿园小班开学初期经常会看到"一个小朋友哭着找

妈妈"其他小朋友在他的影响下都会哭着要找妈妈$

有研究指出"

%B&

岁的幼儿仍然保留着在婴儿期对

亲人或家庭的依赖"如刚入园时哭闹$有的孩子刚

入园时虽不哭闹"但情绪压抑"既不听老师指挥"也

不参加活动"只是自己独坐.

%

/

G%

$

'三(言语交流能力不断发展

许多研究证明"

%

岁左右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

键时期$此阶段"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各种教

育活动的引导"那么这一时期是幼儿言语发展最迅

速的重要时期$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词汇量增长最

快的时期"到入园前"

%

岁儿童的词汇约达
#"""B

#!""

个$在幼儿词汇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儿童对词

本身含义的理解也逐渐确切和深化$从对语法结构

的掌握程度来看"

%

岁左右的幼儿已经开始掌握最

基本的语法"开始学会运用合乎语法规则的简单句

型.

&

/

#CG

$这一时期幼儿的语言理解能力也不断发

展"

%

岁左右的幼儿能与成人或同伴进行简单沟通

和交流$

'四(社会性逐渐得到发展

社会性的发展是儿童健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发展.

%

/

!%G

$根

据鲍尔比的依恋阶段论表明"

%

岁左右的幼儿正处

于'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这时期的幼儿开始

考虑到母亲的愿望)需要和情感$因此"当母亲离开

自己时"他能够认识到母亲会回来的"这只是暂时

的"并开始与母亲建立双边的人际关系$有学者对

游戏中的同伴关系进行研究表明"

%

岁左右儿童在

游戏中交往主要是非社会性的"主要以平行游戏或

者联合游戏为主"幼儿之间没有交集"彼此各玩各

的$也有研究指出"

%

岁左右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

展的迅速时期$他们逐渐开始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思考问题"体验别人的感受"并作出相应的行为$这

一时期"合作性行为和分享性行为也是幼儿社会性

行为发展表现的主要方面"合作和分享发生的频率

不断增加$

二$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表现类型

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情绪需要通过行为表现出

E!#



!

总
%&

卷 孔
!

露#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表现及其干预策略

来"不同幼儿焦虑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是幼儿

心理焦躁)不安与紧张情绪的直观反映$为了更清

楚地研究幼儿入园分离焦虑问题"笔者选择四川省

广元市某幼儿园托班作为研究对象"托班有幼儿
#H

名"男孩
H

名"女孩
#"

名"其中
#

名男孩和
%

名女孩

具有严重的入园分离焦虑问题$在幼儿园观察研究

#

个月"完成了系列观察提纲"形成观察记录
G

千余

字"这些工作为入园分离焦虑问题的深入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经过对入园分离焦虑幼儿的外

显特征进行概括和分析"可将幼儿入园焦虑表现归

纳为四种类型#哭闹型)粘人型)恋物型与生理失

控型$

'一(哭闹型

哭闹型是入园分离焦虑表现的最普遍类型"绝

大部分孩子入园不适应的第一反应就是哭闹"悲戚

着寻找'妈妈($在开学的第
!

天"笔者对
&

个哭闹

型幼儿的在园哭闹时间做了一个统计%如表
#

&"从

时间上可以直观反映出了'哭闹(是新入园幼儿的主

要'活动($

表
#

!

!"#$

年
%

月
E

日某幼儿园新托班幼儿哭闹时间统计

!

时段

姓名
!

性别
$

#

""B##

#

""##

#

""B#G

#

""#G

#

""B#H

#

%"

合计

妞妞 女
!H

分钟
#!

分钟
H

分钟
&E

分钟

鑫鑫 男
!G

分钟
E

分钟
&

分钟
%G

分钟

琪琪 女
!"

分钟
$

分钟
#"

分钟
%$

分钟

菲菲 女
#G

分钟
C

分钟
%

分钟
!H

分钟

下面是对鑫鑫的观察记录-节选"#鑫鑫#男#

!AG

岁#独生子女#父母工作#主要由妈妈接送和带养!

从观察记录中可以反映出#孩子在开学初期哭闹现

象是比较严重的!

%

月
E

日-星期二"观察记录+

$

+

#G

入园开始哭

闹#到吃早饭时
$

+

%#

停止哭泣!在接下来的时间偶

尔哭闹)找妈妈,#但总体来看#鑫鑫很不适应幼儿园

的集体生活!他在看动画片时#停止了哭闹#认真观

看!中午午睡时间#不想上床休息#哭闹了很长时

间#老师强迫他脱掉衣服上床休息#他躺在床上之

后#情绪稍微平复#开始停止哭闹!

'二(粘人型

幼儿在家里面经常和某个抚养人在一起"当入

园时"幼儿为了转移情感的依托"或者是为了寻找安

全感"在入园初期幼儿会一直缠着某位她喜欢的老

师"形影不离$哪怕是短暂的分离"亦或是在自己触

摸不到的距离上"幼儿都会产生一种焦躁和不安情

绪$在这个托班里"琪琪的表现就属于粘人类型的"

一天的哭闹时间不是太长"但总是粘着某某老师"哪

怕这名老师是去打饭)洗碗)打扫卫生)上卫生间等$

不管琪琪在做什么活动"她的注意力永远是在某某

老师身上"一旦这位老师要有离开的趋势"琪琪会放

弃一切疯跑过来"紧紧抓住她$

下面是对琪琪的一段观察记录-节选"#琪琪#

女#

!A$

岁#独生子女#父母工作#由姥姥带养#父母

基本每周回来一次与幼儿团聚!

%

月
H

日-星期三"观察记录+入园时哭闹不是

很厉害#时常嚷着)找姥姥,!总是喜欢粘着某某老

师#不管做什么#都希望这位老师在自己身边!在吃

午餐的时候#她对老师说+)你坐下,!在午睡的时

候#她也对那位老师说+)你坐这,!一天中#基本上

是有这位老师在身边时就不会哭闹!但是她不参

与#不关注任何的集体活动#情绪显得紧张而低落!

今天琪琪最开心的时刻是老师让她分发水果#在分

享和交流中显然丝毫没有了焦虑情绪!

'三(恋物型

过度恋物情结也是入园分离焦虑的主要表现特

征之一$幼儿对自己在家经常玩的玩具或者抚养人

送的物品恋恋不舍"不允许任何人触碰$拿在手里

也不想放下"如果有老师索取"便会出现哭闹的现

象$恋物的问题也反映了幼儿内心对周围陌生环境

的不安)恐惧和不信任"也是对抚养人依恋的体现$

%

月
#%

日-星期二"观察记录+当琪琪入园时#

手上提着姥姥给她买的一包感冒药#她一直拿在手

中#老师跟她要#她哭闹不给#情绪失控而哭闹起来!

经过老师耐心讲解与抚慰#开始有所缓和!老师说+

)你拿着它#会弄丢的#小朋友会给你拿走的,!最

后#她说+)我要放在床上,!她跑到自己的小床旁#

把一袋子药放在被子里面!当老师把琪琪的药品袋

子打开#发现里面的一次性塑料杯子烂掉了#琪琪拿

着杯子#伤心地痛哭起来#)我的杯子#杯子烂了,!

-对人和物的依赖情感#心爱之物失去的悲痛之情!"

'四(生理失控型

生理失控型主要是指入园分离焦虑幼儿经常表

现出尿床)尿裤子)生病等生理紊乱特征的类型$幼

儿刚入园时"由于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极易产生恐

惧)不安)焦虑)紧张等情绪$当幼儿用过多的精力

应对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反而很难有效控制

自己生理的需要"进而造成注意力涣散)精神紧张)

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下面是对妞妞小朋友的观察记录-节选"#妞妞#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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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独生子女#主要由奶奶接送和带养#父母工

作!经了解她在入园前已经基本不尿床.尿裤子#根

据研究者开学初连续数日观察#孩子不断出现尿床.

尿裤子现象#和入园产生的焦虑情绪不无关系!

%

月
H

日-星期三"观察记录+妞妞非常粘老师#

今天老师去食堂打饭#她哭闹着要跟着一起去#害怕

老师突然走开了!老师给他解释#她也听不进去!

最后执拗不过#老师带她去食堂打饭#她到食堂不久

就说+)老师#我要尿尿,!老师说+)赶紧去#在门口

就可以,!不料#她一会儿跑回来低声地对老师说+

)老师#我尿裤子了,!老师摸了一下#才知道裤子已

经湿透了!

幼儿在适应新环境时还会表现出生理上的'应

激反应(状态"例如#扁桃体发炎)发烧)感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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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园幼儿面对环境的变化"易产生不适应的现象$

经常会出现喉咙发炎)上火)感冒)发烧等症状$据

连续对刚入园将近一个月的观察"鑫鑫小朋友生病

!

次"请假
%

天!琪琪小朋友生病
%

次"请假
&

天!妞

妞小朋友生病
!

次"请假
%

天$幼儿入园前与入园

后相比"生病的频率明显增高"这与此阶段幼儿焦虑

情绪的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

总之"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观察和研究"幼儿入园

分离焦虑主要表现为#大声哭闹"喜欢粘人"尿床)尿

裤子"生病"恋物现象$除此之外"某些幼儿还具有

执拗)任性)具有攻击性)重复句子)拒绝参与活动)

拒绝饮食和午睡等$

三$缓解新入园幼儿分离焦虑的策略

为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的幼

儿园教师队伍"教育部于
!"#!

年颁布3专业标准4"

它既是幼儿园教师专业性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引

领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3专业标准4强

调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必须具备专业理

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面对幼儿入园分

离焦虑的困惑"3专业标准4中对幼儿教师专业素养

所划分的三大维度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

'一(专业理念与师德!如何看待幼儿入园分离

焦虑问题

3专业标准4中指出"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

师应该'关爱幼儿"重视幼儿身心健康$('尊重幼儿

人格"平等对待每一位幼儿$('信任幼儿"尊重个体

差异$('重视环境和游戏的独特作用$('重视创设富

有教育意义的环境氛围$('重视幼儿园)家庭和社区

的合作$('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善于自

我调节情绪"保持平和心态$(11

这是幼儿园教师所持有的专业理念及其所拥有

的师德的总称"但是从缓解幼儿入园分离焦虑"促进

幼儿入园适应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幼儿园教师必备

的专业理念和师德$面对新入园幼儿的焦虑情绪"

首先"幼儿园教师应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幼

儿的大爱情怀和仁爱之心"这样才能在自己普通的

岗位上始终坚守初心和保持乐观的心态"奋勇前行$

其次"幼儿园教师自身要具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以及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有时教师可以用自己的

爱心来赢得幼儿的信任"促进幼儿入园适应进程$

教师应理解并接纳适应期孩子的种种行为表现"使

其尽快对教师产生依恋"建立安全感$为此教师可

多用拥抱)拉手等肢体语言"多用温柔亲切的语言"

尽量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使他们逐渐对教师产生

依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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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幼儿园教师要具有正确的保育

和教育的态度和行为$教师遇到幼儿入园焦虑问题

时"不能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听之任之"而应该勤于

学习和研究"积极采取科学的方法和行动"比如说开

展有趣的游戏和活动)重视环境的价值)综合发挥家

园区合作的作用等"促进新入园幼儿能够较快顺利

地渡过入园适应期$

'二(专业知识!如何了解幼儿入园分离焦虑

问题

3专业标准4中要求幼儿园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

知识"如'掌握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规律和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策略和方法$('了解幼儿发展

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与适宜的对策$('了解有特殊需

要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教育策略与方法$('掌握

幼儿园环境创设)游戏与教育活动的知识和方法$(

'掌握观察)记录等了解幼儿的基本方法$(

面对幼儿入园分离焦虑问题"幼儿园教师应该

掌握丰富的幼儿发展知识和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

首先"要了解入园焦虑的内涵)影响因素及缓解策略

等相关理论知识$幼儿园教师系统把握入园焦虑知

识"这是解决入园焦虑问题的理论前提$其次"懂得

如何观察)记录入园焦虑的表现"知道如何深入研究

入园焦虑方面的知识$入园焦虑的表现以及影响因

素有着个性化差异"幼儿园教师要掌握科学研究的

相关知识"能够针对本班的入园焦虑问题进行深入

性探讨$另外"要求幼儿园教师了解入园幼儿的年

龄特征和心理特点方面的知识$新入园幼儿的言

语)社会性及情绪情感等发展特点是什么"只有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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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幼儿的心理特点"针对入园焦虑问题才能采取适

当且有效的教育行为$最后"需要教师具有丰富的

保育和教育知识$面对入园焦虑问题"能够设计出

有趣的教育活动"创设温馨的环境"合理安排一日活

动$如"教师应该掌握环境创设的原则"将'适宜性

原则('开放性原则('艺术性原则(等灵活运用于新

入园幼儿班级环境创设之中$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

安排上"教师应懂得'多领域交叉融合('动静结合(

'室内室外交替(的道理$

'三(专业能力 !如何应对幼儿入园分离焦虑

问题

3专业标准4在'专业能力(维度中提出"作为一

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要具有'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

让幼儿感到温暖和愉悦$('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让

幼儿感到温暖)舒适$('创设有利于促进幼儿成长的

环境$('提供符合幼儿兴趣的游戏条件"让幼儿体验

游戏的快乐和满足$('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

宜的教育方式$('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共同促进幼

儿发展$('针对保教工作中的现实需要和问题"进行

探索和研究$(11

面对幼儿入园分离焦虑问题"幼儿园教师更需

要丰富的专业能力$首先"建立良好的师幼互动"增

强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的归属感$幼儿园教师应该

具有教育教学组织能力"可以根据入园幼儿的身心

特点和需要"设计丰富多彩的游戏和活动$比如"某

幼儿园在小班开学之初的活动安排有'参观幼儿园(

'认识新朋友('户外活动---钻洞洞('音乐游戏(

等$通过有趣的故事)儿歌)音乐转移幼儿的注意

力"通过肢体动作接触进行感情交流"营造轻松)愉

悦的活动氛围"吸引幼儿$同时"要针对不同幼儿采

取针对性的指导策略"帮助每个幼儿顺利适应幼儿

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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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让幼儿

在幼儿园生活中获得安全感$幼儿园教师应该具有

环境创设能力"能够创设出温馨)亲切)生活化的班

级环境"如#'娃娃家(角色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主题墙)'我长大了(小舞台$利用熟悉而丰富有趣

的环境"缓解和消除新入园幼儿入园不适应情绪$

另外"幼儿园教师也应该具有沟通和合作能力"进一

步满足幼儿归属和爱的需要$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

资源"家园区合作共育"共同促进幼儿入园焦虑问题

的解决$由于很多家长并不太了解如何解决幼儿入

园焦虑的问题"因此在幼儿入园前教师首先要做的

是进行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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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家长的沟通与交流"不但

能使家长了解幼儿园和教师的工作和用心"还能帮

助家长进一步了解幼儿入园的心理特点和容易出现

的问题"有助于协助家长共同做好幼儿入园准备工

作$在开展家访工作中"教师与幼儿渐渐熟识起来"

逐步建立起信任感"为入园后依恋关系的顺利转换

打下基础$最后"幼儿园教师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反

思和发展能力$面对入园焦虑问题"能够用一种研

究的眼光和态度去对待它"通过查阅资料"课题申

报"进行观察)调查)实验等深入研究"形成系列成

果$在教师和幼儿获得发展的同时"有助于不断促

进问题的深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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