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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幼儿归属感发展水平,以及提升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水平,本研究对幼儿归属感的培养现状进行初步的调查。调

查的结果显示,从理论层次方面,本园教师对归属感的内涵基本了解,个别教师对归属感理解有偏差,对归属感类型的掌握不够全面,对不同年龄

段幼儿归属感的培养的认识不够深入,全面。从实践层次方面,对归属感培养的经验少,在对幼儿归属感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比较多,主要包含

四个方面：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培养归属感的方法与策略、培养归属感的途径、对归属感培养效果的评价、幼儿的个体差异性。 

[关键词] 归属感；培养现状；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结群、加入集体与有所归属是人们的

动物本能,提出“需要层次理论”,其中“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个体希

望从属于一定的群体,人们相互和睦,得到他人的同情和爱”。社会性发展

对于幼儿整个一生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归属感是社会性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幼儿期是培养归属感的重要时期。 

在归属感对人的一生的重要性的研究中,国际上对归属感的广泛关注,

我国对幼儿归属感的初步关注,以及XX园的实际情况的背景下,XX园开展

了有关归属感培养的课题,为了更科学地开展有关归属感培养的课题,故

开展此次有关教师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现状调查研究,了解教师对幼儿归

属感的培养的认识,以往的经验,以及目前所遇到的困惑。为后续开展相关

课题奠定基础。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研究目标主要是了解XX园所教师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认识,

以往的经验,以及面临的困惑,为下一步提升教师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理

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做更有针对性的培养与研讨打下基础。本研究的研究对

象是XX幼儿园的30名教师,其中有2名男老师,28名女老师。采用的主要方

法是结构性访谈的形式,访谈问卷的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归属感内涵

的内容,归属感类型的了解,不同年龄段幼儿归属感的培养的认识,以往对

归属感培养的经验总结,以及对归属感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幼儿园教师对归属感的内涵的认识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是Hagerty等人对归属感概念的界定,将归属感定

义为个体把自己归于某一群体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它是存在于人的行

为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中间变量,主要由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构成,

体现为对该群体的喜爱、关心、投入活动与遵守规范等行为指标。 

在访谈的30位XX幼儿园老师中,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从一个维度,即情

感的维度来阐述对归属感的内涵认识,比如教师23：自己感觉被别人或被

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教师24：我觉得归属感就是不管在哪里,

如在单位,在外面都能体验到在家里的感觉,就是很温馨,很温暖；个别老

师是从两个维度来界定归属感比如从认知、情感两个维度或情感、行为的

维度来界定,比如教师4：觉得自己属于这个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会有和自

己爱好,兴趣相同的人,有安全感(认知、情感)；没有老师从认知、情感、

行为三个维度来全面界定。情感维度是对归属感界定的主要维度,大部分

老师都能从情感的角度来理解归属感。由于归属感比较抽象等原因,大部

分老师对归属感落实在行为方面的理解比较欠缺。 

3.2幼儿园教师对归属感培养的必要性的认识 

访谈的30位老师都非常肯定了归属感培养的重要性,在解释为什么归

属感的培养非常重要时,大部分的老师都强调了归属感的培养有利于幼儿

社会性的发展,例如教师2：幼儿园的孩子,对生活周围的事物的认可,是他

对社会的最初步的认识,是孩子社会情感发展的基础,归属感发展的顺利,

对于孩子以后正确的认识自己和他人、适应社会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有些教师提到了培养幼儿的归属感可以让幼儿有责任感,规则意识,奉献

自己,利于个性的发展、心理的健康,也有利于减轻教师的工作等,如教师

16：归属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中的重要情感,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亲社

会行为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3.3幼儿园教师对归属感的类型的认识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指南主要从地域维度来进行归属感的类型的划

分,比如家庭归属感、班级归属感、幼儿园归属感、国家与民族归属感。

在访谈教师“您觉得归属感主要包含哪些类型？”大部分的教师主要从两

个角度来进行回答,第一是按地域划分,如教师23：归属感主要包含家庭归

属感、班级归属感、幼儿园归属感、家乡归属感、国家与民族归属感。第

二是按归属对象进行划分,如教师30：归属感主要包括自我归属感,地域归

属感,群体归属感,观念归属感。还有个别教师不了解归属感有哪些类型,

只是觉得归属感比较重要。 

3.4幼儿园教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归属感培养的认识 

部分的教师对自己所任教的年龄段的幼儿归属感的培养有初步的认

识,比如教师3(小班)：我认为小班孩子刚刚离开家庭进入到幼儿园,这对

于小朋友来说,是巨大的转变,孩子能够适应班级生活,在班集体里与小朋

友友好的相处、愿意来幼儿园,这对于小班小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教

师6(中班)：中班小朋友正处于社会性发展极快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幼儿,

如果具有了良好的群体归属感,就能够和同伴友好的相处、能够有自己的

朋友圈,对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方式,非常重要。 

部分教师对小中大班幼儿归属感的培养有了简单的分层理解,有的教

师按归属感下的具体行为进行分层：比如小班应聚焦于“适应”,适应班

级与幼儿园,中班应聚焦于“自主与同伴交往”,大班应聚焦于“责任感、

主人翁意识及合作”。有的教师按地域大小与远近来进行分层,比如小班应

聚焦于“家庭归属感与班级、幼儿园归属感”,中班聚焦于“班级归属感”,

大班聚焦于“家乡归属感、国家与民族归属感”。 

归属感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这个抽象的词汇下外现的具体行为包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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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为、尊重行为、信任行为、关心集体的行为、遵守规则的行为等等,

教师在回答如何对幼儿归属感进行培养这一问题上,比较抽象,不够全面,

不够具体。教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归属感的发展特点,及应该发展的目标

有一定抽象、感性地了解与认识,但是认识的系统程度,深刻程度,具体程

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教师需要将不同年龄段幼儿归属感发展的典型行

为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3.5幼儿园教师是如何培养幼儿的归属感 

通过访谈了解到,不同的教师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如何培养幼儿

归属感。主要包含主题活动、环境创设、集体活动、生活环节等。大部分

教师主要从一个或两个方面来进行表达自己是如何培养幼儿归属感的。 

通过主题活动及日常活动,如教师3：主要通过社会性的主题活动和日

常活动中的社会性问题进行培养。如大班小朋友即将毕业,对幼儿园的不

舍、对小学的向往应该作为社会性发展的重点,因此开展了《再见幼儿园》

主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回顾成长、伙伴等,发展幼儿的归属感。教

师4：大班幼儿有一定的任务意识和责任感,通过这一特点,给幼儿分配任

务,幼儿在任务中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及特点,幼儿的参与性高,而且

效果好。比如：开设小小值日生,新闻角,播报菜谱和天气预报等活动,让

幼儿当小老师,与幼儿共同创设班级环境。 

通过集体教育活动及园所常规性活动,如教师7：通过每周一的升旗活

动包括关于国家知识的集体教育活动,培养幼儿的爱国意识。开展小值日

生的活动培养幼儿的责任意识。班级之间开展比赛活动培养幼儿的集体荣

誉感。利用园服园标园歌培养幼儿对幼儿园的归属感。 

通过一日生活各个环节,如教师17：我的培养策略是：将归属感培养

渗透在一日生活中,如在早来园时,给孩子一个拥抱,离园时给孩子一个肯

定,帮助幼儿建立对班级的归属感等；培养幼儿在班级活动中互相接纳,

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让孩子们相互了解,让每个孩子在班级中发挥自己

不同的价值；培养幼儿良好的常规和习惯,增强集体适应性；吸引鼓励幼

儿参加集体活动,萌发集体意识等。 

很多教师在幼儿教育中,开展了很多社会领域的教育活动,激发幼儿

合作行为、遵守规则行为、关心集体行为、尊重行为的出现,然而由于归

属感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教师很多时候做到了,却不自知,说

明教师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感性、模糊的阶段,并没有

非常清楚地将归属感与利于促使归属感形成的各种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而且教师在总结自身是如何培养幼儿归属感的时候,比较笼统,抽象,

且不够全面,这是接下来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地方。 

3.6幼儿园教师在培养幼儿归属感时遇到的困惑 

教师在培养幼儿归属感时遇到的困惑主要包含有以下几类：归属感培

养理论方面、幼儿归属感培养方法与策略、幼儿归属感培养途径、幼儿归

属感培养效果。 

3.6.1关于幼儿归属感培养理论方面的困惑 

在理论方面的困惑主要包含四个,第一是对归属感这个概念掌握得不

够精确与全面。第二个别教师对归属感理解有一点偏差,如个别教师认为

幼儿之所以很难对班级和幼儿园产生归属感,是因为幼儿对家庭归属感太

强了。第三,理论与实践难以对接,如教师5：归属感范围宽泛,缺少理论与

实际活动的对接点。第四,归属感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论依据主要有

哪些呢？ 

3.6.2关于幼儿归属感培养方法与策略方面的困惑 

教师在幼儿归属感方法与策略方面有一定的困惑,主要包含在面对新

幼儿方法少,方法不够巧妙对个别幼儿方法无效等。如教师29：不知道怎

么引导小班的幼儿建立归属感。教师28：教师如何更好地引导幼儿,使得

幼儿对幼儿园有归属感,更好地适应幼儿园？教师19：在培养幼儿归属感

时,有时候采用的方式对部分幼儿有效,对另一部分的幼儿完全没有效果,

有些无措。教师9：有时候方法不够婉转,幼儿在理解的时候不太能够深入

理解。教师18：对于不停哭闹,情绪不稳定的孩子,如何培养其归属感。教

师22：培养幼儿归属感经验少,面对新幼儿方法少。 

3.6.3关于幼儿归属感培养途径方面的困惑 

家园共育是培养幼儿归属感的其中一个途径,然而在家园共育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困惑,主要就是教师与家长观念不同。如教师3：家长和幼儿

园在归属感方面的认识存在一些分歧,有很多家长非常注重幼儿自身的感

受,对于社会性方面的归属感重视不够,教师的沟通,引导起不到真正的作

用。教师30：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做家园共育培养幼儿归属感时应

注意什么？对于个别幼儿的归属感培养要怎样进行引导。 

创设环境也是培养幼儿归属感的一个途径,但是教师对于如何更好地

提供一个能促进幼儿归属感发展的教育环境也有困惑,具体应该创设什么

样的环境呢,这些环境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给

幼儿呢？ 

3.6.4关于幼儿归属感培养效果方面的困惑 

部分教师认为,归属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汇,不太容易分辨出归属感

培养效果如何。对于归属感培养效果没有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如教

师14：归属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何提醒归属感效果是否好呢？ 

4 研究总结 

通过此次调查,了解到XX园教师对归属感的内涵基本了解,能从情感

的维度来进行阐述对归属感的理解,但是对归属感的理解需要从多方面的

角度来理解,除了情感维度还应包含认知维度,行为维度。另外个别教师对

归属感理解有偏差,比如有个别的教师认为新入园的幼儿有分离焦虑是因

为幼儿的家庭归属感太强了。归属感类型的掌握不够全面,对不同年龄段

幼儿归属感的培养的认识不够深入,全面,只是对某个年龄段的幼儿的归

属感的类型及目标掌握得比较清晰。对归属感培养的经验少,在对幼儿归

属感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幼儿归属感培养理论认

知、幼儿归属感培养的培养归属感的方法与策略、幼儿归属感培养途径、

幼儿归属感培养效果的评价。很多教师都提到了归属感比较抽象,不知如

何多样化地、系统地培养幼儿的归属感,针对个别特殊的孩子应该怎么培

养,如何知道对幼儿归属感培养的效果好不好。 

教师提到的这些问题是接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讨和探究的问题。比如

加强对教师归属感理论方面的培训,带领教师制定幼儿归属感培养活动方

案,一起探索培养幼儿归属感的策略、方法与途径,借助科研团队制定科

学、规范的幼儿归属感发展评价标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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