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理论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12月
第37卷 第12期

December 2021
Vol.37 No.12

情境、情感、符号：幼儿入园焦虑之“源”与“法”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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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动仪式链的基础和核心是互动仪式。在情境中参与者通过互动仪式来建立彼此的情感连带，进而形成群体共享符号，

产生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幼儿入园焦虑可通过情境、情感、符号体现互动仪式链。因此，从以上三个层次出发，深入探析幼

儿入园焦虑之“源”，并从情境的适应、情感的联结、符号的塑造三方面提供纾解幼儿入园焦虑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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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Emotion and Symbol: the“Source”and“Method”of Kindergarten
Children’s Admission Anxiety

—Based on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eory
QIN Xu-fang，ZHANG Jie

（School of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is interactive ritual. In the situation，participants establish their emotion⁃
al connec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rituals，and then form group sharing symbols to produce a sense of group identity and belonging. Chil⁃
dren’s kindergarten anxiety can reflect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rough situation，emotion and symbols. Therefore，starting from
the above three levels，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source”of children’s kindergarten anxiety，and provides a“method”to relieve
children’s kindergarten anxiety from three aspects: situational adaptation，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symbol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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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入园焦虑与互动仪式链的内在

关联

幼儿入园焦虑指幼儿与父母或其他依恋者

分离时所产生的悲伤、烦恼、紧张、焦虑和恐慌的

情绪体验。大多数幼儿刚入园时通常表现出哭

闹、拼命的喊叫、打人、无视老师的安慰、拒绝进

餐及参加集体活动等行为表现。这些表现源于

幼儿在幼儿园特定情境中互动时所需的互动仪

式链的“断裂”与“缺失”。

互动仪式链的基础和核心是互动仪式［1］。互

动仪式是际遇者发生情感和符号传递的日常情

境性活动，互动仪式主要由四个要素构成：一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于同一场所；二是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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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设定明显界限，使参与者能够分辨谁是群体

内的成员；三是参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对象

或活动，并通过相互关注，参与者意识到彼此共

同的关注焦点；四是参与者之间分享共同的情绪

和情感体验，相互强化。当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

综合作用时，参与者则会形成群体共享符号，它

代表着个体所在的群体，通过群体符号，成员便

能感受到自己与群体之间的联系［2］。对于刚入园

幼儿而言，入园前几周是幼儿园这种特定微观情

境中的一种陌生的互动仪式，这种特殊的互动仪

式源于没有入园经验幼儿群体的共同聚集。幼

儿需要共处在一个陌生的情境中，家长被屏蔽在

幼儿园的大门之外，幼儿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人

和物，对环境的恐惧成为了他们共同关注的焦

点，师幼、幼幼之间稳定情感连带关系尚未形成，

处于“断裂”状态。由于情感连带的“断裂”致使

刚入园幼儿无法与集体产生良好互动，加之他们

对于集体规则的了解也少之又少，因此幼儿便只

能以焦虑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体验。这也间接说

明幼儿在集体互动中所需的群体共享符号处于

“缺失”状态。综上所述，幼儿入园焦虑主要是通

过情境、情感、符号体现互动仪式链并与其产生

联系。

二、剖玄析微——幼儿入园焦虑之“源”

刚入园幼儿因对幼儿园情境不适应，无法与

教师产生情感连代，进而也无法获得群体符号，

产生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从情境、情感、

符号三个层面分析互动仪式链下幼儿入园焦虑

产生的原因。

（一）“陌生”的互动仪式：幼儿园新情境适应

不良

1.“生疏”的互动对象：参与程度显降低

在入园之前，幼儿的互动对象一般为自己的

父母或其他较为亲近的抚养人员，幼儿与其父母

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依恋关系。依恋是指个体与

主要抚养者发出的一种特殊的、积极的情感纽

带，也指个体寻求并企图与另一个体在身体和情

感上保持亲密联系的倾向。入园以后，幼儿与其

父母的密切依恋关系受到了冲击，幼儿被迫与亲

人分离，他们需要独自处理幼儿园里的人际关

系，幼儿一时难以适应，便会产生焦虑情绪。这

也表明幼儿的互动对象发生了改变，即人际关系

发生变化。幼儿入园后的交往对象从熟悉的亲

人变成了陌生的老师和同伴，他们需要独自处理

好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但由于家庭教养方式、

幼儿自身性格等方面的影响，幼儿缺乏与老师和

同伴互动的经历，所以他们参与师幼互动、幼幼

互动的程度很低。然而互动仪式却十分强调参

与者参与互动的程度，因为参与者在参与活动的

过程中通过交往与互动不仅可以形成共同的关

注焦点，而且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对方身体上的

变化，以及体验到对方情感上的细微改变，进而

建立密切的情感连带。由此可见，参与互动的程

度在幼儿与互动对象的熟悉程度中起着决定性

作用。

2.“约束”的互动方式：行为观念被扭转

在集体环境中生活，个体就必须按照集体约

定成俗的互动方式行动，只有这样个体才能融入

集体，集体才能接纳个体。幼儿园是一个“小集

体”，该情境中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及行为准

则制约着幼儿的行为。因此，幼儿园里有其特殊

的互动方式，所有幼儿都必须按照相同的方式来

互动。首先，幼儿必须与亲人分离一整天。婴幼

儿对亲人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当他们第一次较长

时间离开朝夕相处的亲人，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

环境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常

常会担心妈妈是不是抛弃他们了？妈妈到底会

不会来接我回家？在恐惧情绪的笼罩下幼儿便

会哭闹不止。这既是他们对自己亲人与家庭生

活的依恋，也是自我保护的心理体现。其次，幼

儿需要按一定的规则与他人互动。幼儿在家可

以任性而为，日常生活可以依赖父母，而在幼儿

园必须按照规则化的、固化的、制度化的方式活

动［3］，如去厕所前要先向老师举手报告，然后在老

师的带领下才能如厕；游戏结束后要把玩具物归

原处等。这些要求对幼儿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

约束，面对这些约束，幼儿因一时难以适应和接

受，便会产生焦虑情绪。

（二）“短暂”的情感连带：师幼情感联结空间

有限

1.“局限”的联系深度：情感交互受阻碍

师幼联系的深度指教师与幼儿之间联系的

紧密程度，师幼联系越紧密则越有利于稳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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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连带关系的建立。情感连带在相互关注的

基础上产生，参与者需要共享相互关注的焦点

与趋向共同的活动，进而产生一定的情感连

带，师幼联系的深度也将不断纵向加深。但

是，师幼联系的紧密程度会受到教师和幼儿双

方的影响。一方面，刚入园幼儿的身心发展尚

未完善，其认知水平有限，他们难以分辨外在

事物或人的真实状态，在心理上易把危险因素

夸大化。幼儿的情绪体会、表达、调整和自控

能力较差，面对不熟悉、不了解的人或物时大

多以本能的反应来应对，如大哭大闹［4］。这也

间接说明，此时幼儿对教师仍处于不信任状

态。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以

及帮助幼儿有效缓解入园焦虑的能力，在面对

焦虑幼儿的不良情绪时往往不知所措。在这

种相互作用下，幼儿无法完全信任教师，教师

也难以触及幼儿柔软的心房，以至于师幼情感

联系无法继续纵向加深。

2.“狭隘”的联系广度：关注焦点停表面

师幼联系广度指教师与幼儿之间在情感上

相互联系的广泛程度。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多

地关注彼此的共同行动时，了解彼此的意识也

越来越强，他们就会更加强烈的体验到对方的

共享情感。这也表明当教师越来越多地了解

幼儿的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教师就更容易与

幼儿产生共情；当幼儿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教师

的真诚，他们也会为之所动，会主动与教师产

生更多联系。刚入园幼儿与教师的联系广度

具有局限性，在不完全熟悉幼儿园老师的情况

下，他们可能会选择依恋某个老师，只让某个

老师接近他们，当其他老师靠近时，他们则理

解为即将再次被“拆离”。这是因为在现实的

“压迫”下，为了“生存”的幼儿不得不做出适应

与改变，此时的他们只是想寻求教师的安慰，

获得被保护、被照顾的感觉，以满足他们的安

全之需。他们暂时并未被教师身上的其它特

质所吸引，因此他们只愿意静静地呆在老师身

边，不愿意参与教师组织的其它活动中；同时

教师也未能觉察幼儿真正的情感状态和内心

体验。在这种状态下，教师和幼儿丧失了趋向

共同的活动机会，师幼关注焦点且暂时停留于

“表面”。

（三）“单调”的群体符号：集体符号力量难以

发挥

1.“匮乏”的语言符号：同伴关系逢挑战

语言符号是由音、义结合构成的符号，包括

口头语和书面语。语言符号是人们沟通的桥梁，

在人际交往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幼儿与

同伴的交往中，口头语是他们交往的主要手段。

幼儿必须掌握一些与同伴交往的基本口头语，才

能与同伴形成良好互动。如刚入园幼儿看到别

的小朋友玩玩具时，由于他们不懂得要先向别人

礼貌性的发出请求，征求对方的同意后才能拥

有，所以他们可能会像在自己家中一样随意，想

玩什么就直接据为己有。这种行为会引起其他

幼儿的反感，致使幼儿与同伴的关系陷入紧张局

势。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幼儿也会产生焦

虑情绪，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语言符号有限，且使

用符号进行交往原本就是一件复杂的事［5］。这也

说明在交往的过程中，一个单独的动作很难被他

人识别和理解，常常要结合使用一些词汇和语言

符号，或者具有一般含义或相同意义的表情、姿

态等，才能使人领会［5］。

2.“无感”的非语言符号：集体力量遇屏障

非语言符号是指信息传播不以有声语言和

书面语言为载体，而是借助直接刺激人的感觉器

官的各种各样的符号［6］34。非语言符号包括三大

类：第一类为语言符号的伴生符，如音高、音强的

不同表明对某事的态度；第二类为体态符号，如

动作、手势、表情等；第三类为物化、程式化、活动

化、仪式化的符号，如吃粽子代表端午节、年夜饭

等于过年等［7］。幼儿园里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

语言符号，且在幼儿园中体态符号和程式化符号

运用最为广泛，如教师欣赏的目光、赞扬的手势、

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创、温馨有爱的班级氛围、和

谐民主的互动模式等。非语言符号对幼儿具有

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可以增加幼儿对于集体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但由于刚入园幼儿一直沉浸在

对陌生环境的恐惧之中，他们便会选择屏蔽幼儿

园里的非语言符号。由此，这些符号便丧失了唤

起幼儿集体成员身份感和认同感的功能。

三、运筹帷幄——幼儿入园焦虑之“法”

在陌生的幼儿园情境中，刚入园幼儿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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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幼幼之间的情感“链接”仅依靠教师单方面的

努力还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家庭和幼儿园的“双

管齐下”，幼儿入园焦虑问题才具备得以缓解的

条件。因此，教师应携手家长、引领家长为幼儿

快速适应情境提前进行入学准备。同时教师也

应从情感的联结、符号的塑造两方面为幼儿尽早

融入集体提供支持。

（一）情境的适应：提早入学准备发出“成长

信号”

1.正面引导与情绪“感染”

教师应指导家长给与幼儿正面引导，帮助幼

儿建立自信。教师应使家长明白大多数幼儿在

刚入园的第一周或更长的时间里会产生各种不

适，这些不适的产生源于幼儿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以及较差的自理能力。面对这些问题，家长不必

过于担心和焦虑，也不应该一味地训斥、指责幼

儿，这样只会加重幼儿内心的焦虑。教师可以通

过引导家长逐步降低亲子依恋的强度，建议家长

适当放手，如为幼儿提供自由探索奇妙世界的机

会。经常给予幼儿支持和鼓励，让幼儿感受到成

长的喜悦，同时幼儿的自信心也会逐步倍增，他

们在家庭中的胜任感也会随之扩散到幼儿园

里。因此，教师只有引导家长放平心态，冷静对

待幼儿的焦虑问题，给与幼儿正面引导，幼儿的

焦虑情绪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教师应引导家长以良好情绪感染幼儿，帮

助幼儿消除心理顾虑。面对焦虑幼儿的不适

应问题时，教师应建议家长尽量不要当着幼儿

的面表达自己的担忧。家长应多向幼儿微笑，

多鼓励幼儿，如在入园之前，家长可以告诉幼

儿：“宝宝长大了，该去幼儿园了，大家很开

心。”让幼儿知道他的成长是一件令父母感到

自豪的事。此外，幼儿园对于幼儿来说是一个

充满陌生与新奇的地方，他们会感到纠结与矛

盾，想结交新朋友又心怀恐惧［8］。为消除幼儿

的顾虑，家长可以对幼儿说：“幼儿园里有很多

老师和小朋友，你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做

很多有意义的活动。”通过家长的语言暗示，幼

儿便会减少对幼儿园的排斥心理，他们可能会

产生好奇，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验证真实的幼儿

园是否和家长描述的同样有趣，他们会发自内

心的对幼儿园生活产生憧憬与期待。

2.仪式演练与实际“操练”

教师应唤起家长提前带领幼儿进行幼儿园

仪式演练的意识，帮助幼儿熟悉幼儿园活动流

程及内容。仪式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包括具有

集体共识的定型程序的正式仪式和缺乏定型

化程序的自然仪式，如入学典礼、幼儿一日生

活流程中的盥洗、午餐、午休等环节都属于幼

儿园的正式仪式，而幼幼互动则属于自然仪

式。无论是正式仪式，还是自然仪式，都应得

到教师和家长的同等重视，幼儿对这些仪式的

熟悉程度与幼儿入园焦虑存在着密切的关

联。因此，教师可以建议家长培养幼儿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家长应了解幼儿园的

一日生活常规，有目的地培养幼儿的生活习惯

和自理能力，如让幼儿学会独立吃饭、穿脱衣

物、定时大小便，形成与幼儿园同步的作息规

律，以适应幼儿园的正式仪式。此外，教师还

应该建议家长带领幼儿提前感受人际交往的

氛围感，平时家长应有计划地带领幼儿到有其

他幼儿活动的地方，帮助幼儿寻找玩伴，使幼

儿习得与其他幼儿互动的自然仪式。

此外，幼儿园应向幼儿提供参观的机会，使

幼儿提前感知幼儿园。心理学研究表明：幼儿年

龄小，接触外界生活有限，对父母的依恋感强，初

到陌生环境，内心充满了恐惧，消除恐惧的最好

办法就是让幼儿熟悉环境［9］。因此，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家长应提前带领幼儿到幼儿园进行实

际“操练”，让幼儿直接感受幼儿园的一草一木，

熟悉幼儿园一日生活流程。此外，当幼儿在园里

专注游戏时，教师可以向家长建议短暂离开幼儿

的视线范围，让幼儿独自玩耍。当幼儿因找不到

妈妈而感到焦虑时，家长便及时出现，告知幼儿：

“妈妈没有离开你，妈妈一直在你背后默默的关

注着你，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表现得很棒，你长大

啦！”等表示安慰的话语。家长可以尝试通过这

种方式对幼儿进行多次强化，一旦习惯形成，即

使入园后家长真的不在幼儿身边，幼儿也能明白

妈妈一定会如期出现，幼儿心理上的安全感也会

随之建立起来。

（二）情感的联结：坚持以情共情传递“友爱

信号”

1.包容理解与“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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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包容和理解幼儿的焦虑情绪。刚入

园幼儿受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难免存在一些

问题，如由家里长辈带大的幼儿，往往自理能力

较差、性格过于执拗或内向等，这些都是比较常

见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教师不应该以威

胁、命令的语气强行要求幼儿，以达到让幼儿服

从的目的。该做法不仅会增强幼儿对教师的恐

惧心理，而且还不利于密切师幼情感连代关系的

建立。教师应铭记即使幼儿身上存在多种问题，

作为老师都应包容和理解幼儿，做到一视同仁。

教师应主动寻找问题源头，做好自我纠正、自我

示范工作，不急于求成。给幼儿适应幼儿园仪

式、熟悉互动对象和互动方式的时间，让幼儿在

集体中学会、认同幼儿园规则、规范、秩序，和睦、

和谐的与幼儿园的老师和同伴相处。

教师应与幼儿进行适度的“亲密接触”，即多

给刚入园幼儿一些拥抱。对于新入园幼儿，教师

要多给他们一些拥抱，如在入园和离园环节给与

幼儿拥抱，拥抱的同时可以对幼儿说一句鼓励和

表扬的话；平时在幼儿园活动时教师也可以多蹲

下来拥抱幼儿，用手轻轻拍打幼儿的背部，使幼

儿感受到教师的爱抚。该做法虽然看似简单，但

其效果却很显著。因为，在拥抱的过程中，教师

把自己的心跟幼儿的心贴近，彼此的心场就很容

易链接、融通，教师和幼儿就会越来越融洽和亲

近，该做法可以缓解初入园幼儿的紧张和不安，

有助于幼儿放下心理防备。因此，教师应多拥抱

幼儿，每天至少拥抱两次，这将有助于教师与幼

儿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

2.积极鼓励与“巧用游戏”

教师应多给与幼儿一些鼓励。在幼儿园

里，教师应多激励焦虑幼儿，从而缩小与幼儿的

距离感，如当幼儿乐于在教室里安静地多呆一

会时，教师可以表扬幼儿越来越有坚持力了。

教师的积极鼓励具有缓解幼儿心理紧张的作

用，同时也会使幼儿获得情感能量。柯林斯认

为：“情感能量不仅仅表现为大量的兴奋、激动、

悲伤、歇斯底里等这些激烈的情感特征，同时情

感能量也是一种稳定、持续的情感，它在一段时

间内持续，不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短期中

断。”［10］因此，教师应将积极鼓励作为强化幼儿

良好表现的得力方法，激活幼儿的情感能量，使

幼儿形成稳定、持久的自我信任。

教师可通过开展丰富有趣的游戏活动，转

移焦虑幼儿的注意。游戏是能将师幼关系快速

升温的“法宝”，因为稳定师幼情感连带关系一

般需要在游戏等活动中逐渐建立。只有在丰

富、有趣的活动中幼儿才有可能完全放下心理

防备，主动与教师产生互动。在教师的耐心引

导下，幼儿与教师的互动关系网也会随之向游

戏中的其他成员进行覆盖，幼儿便形成了从教

师到同伴的互动仪式链，他们能感受到集体的

能量，而这些能量也会随之延伸到幼儿其它的

社会交往中。这也正如柯林斯所认为的：社会

的微观互动结构由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当越

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这一互动中时，这一互动会

在时间、空间上无限延伸，从而形成社会宏观的

结构［5］。因此，教师应重视游戏的作用，善于组

织丰富、有趣的游戏活动，帮助幼儿在游戏中逐

渐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网。

（三）符号的塑造：习得群体符号输入“团结

信号”

1.符号输入与自我“输出”

教师应帮助幼儿掌握群体共享的语言符号，

为符号输出打下坚实的基础。幼儿产生集体认

同感的关键在于从稀疏到密集的身体聚集的发

展，即集体成员之间面对面交流次数的逐渐增多

和相互关注的逐渐加深。这也说明，若幼儿不具

备与人良好沟通与交流的技能，幼儿群体间的认

同感则无法逐步加深。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共享

的语言符号，只有集体之间拥有共享的语言符

号，幼儿之间才能产生共情，从而感受集体能量，

融入同伴群体。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掌握简

单的基本礼貌用语，如问候语、告别语、请托语、

答谢语、道歉语、礼赞语等。通过符号的不断输

入与强化，幼儿便能达到灵活运用的境界，幼儿

人际交往的信心也会随之建立起来。

教师应创设一定情境，为幼儿提供输出语

言符号的机会。教师创设的情境应与幼儿生活

密切相连，给幼儿提供自我输出的机会，使幼儿

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中运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符

号。此外，教师还应充分利用特异性原则，即增

加刚入园幼儿与比其年长幼儿的互动频率。刚

入园幼儿可以获得与自己年长儿童交往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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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也会继续从年长儿童

身上习得优秀品质；同时年长儿童的爱心、责任

心也会随之迸发。由此，刚入园幼儿不仅可以

输出已习得的语言符号，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

提升自己。

2.符号渲染与自我“定位”

非语言符号中的体态符号，如动作、手势、表

情等能对幼儿能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般自然无痕的教育效果。教师应善于运用体态

符号，对幼儿进行符号渲染，使幼儿感受到符号

的力量。幼儿园中除了具有明文规定的显性规

则外，还包括许多未被明文规定的隐性规则，这

些具有非语言符号性质的规则同样具有使幼儿

感受集体力量的作用，如教师无需提前发出任何

言语指令，做出任何提示，直接运用钢琴弹一小

段赋有集合意义的指令，幼儿便能快速领会，从

而感受到具有召唤感的非语言符号。此外，无论

工作有多么的辛苦，教师在面对幼儿时都应保持

微笑，不把坏情绪发泄在幼儿身上，使幼儿感受

到具有尊重感的非语言符号。

非语言符号中物化、程式化、活动化、仪式化

的符号，如具有教育意义的环创、群体欢迎仪式

等同样具有唤起幼儿集体意识的功能。因此，教

师应巧妙运用此类符号，帮助幼儿进行自我“定

位”。首先，在班级环境的创设中，教师可以选择

幼儿熟悉的卡通形象装饰墙面，这些卡通形象能

够有效吸引幼儿的注意，使幼儿逐渐喜欢上幼儿

园，并愿意主动把自己看作集体成员之一。此

外，教师还可以在班级内组织一个简单的欢迎活

动，向刚入园幼儿表示友好。在这种程式化、活

动化、仪式化的欢迎活动下，刚入园幼儿能够深

入了解即将融入的群体，同时幼儿也能感受到自

己是老师和同伴的互动者与合作者，这将有助于

幼儿尽早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11］。

［参考文献］

［1］ 邓昕.被遮蔽的情感之维：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

理论诠释［J］.新闻界，2020（8）:40-47，95.

［2］ 杨晓奇，李冰珊.基于互动仪式链的校园欺凌：问题与

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2）:59-64.

［3］ 刘少英，陈帧，方小兰.梯度入园对幼儿入园焦虑的缓

解［J］.学前教育研究，2009（3）:35-39.

［4］ 孔露，韩珊，阳德华.新入园幼儿入园焦虑问题研究:回

顾与展望［J］.基础教育参考，2015（1）:53-57，60.

［5］ 赵方.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师生关系建设研究［D］.

开封：河南大学，2016.

［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 侯维. 现代广告中的图形符号及传播原理研究［D］.长

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8］ 尚新新.家园合作对幼儿分离焦虑缓解的实践研究

［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0（10）:206.

［9］ 祁海芹.儿童入园“分离焦虑”问题矫治［J］.教育科学，

2003（6）:56-57.

［10］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11］秦旭芳，孙雁飞.从群体学视角解析流动幼儿入园焦虑

及其缓解［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0（3）:33-36.

［责任编辑 任丽平］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