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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离焦虑在小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的作用。该文章主要从环境、

家长、教师等方面来寻找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并从改变家长教养方式及家庭氛围、入园准备、教师提高

自身的专业素质、改进幼儿园环境、家园合作等方面,提出缓解小班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的有效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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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在9月初时,将迎来大批小班

新生,迈入幼儿园标志他们集体生活正

式开始,从此生活环境和习惯、同伴关系

都产生了变化。当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

切,会产生“哭闹、拒睡、拒人、紧张、

不安”等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分离焦

虑；分离焦虑对幼儿的发展产生很大的

影响,不仅影响幼儿的全面发展以及优

良品格的塑造,严重的不仅对幼儿身心

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同时还会妨碍家长、

教师及幼儿园教学工作的展开。因此小

班幼儿的分离焦虑非常值得我们学前教

育工作者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本篇文章

将围绕小班幼儿入园的分离焦虑原因及

对策开展研究论述。 

1 幼儿分离焦虑原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人际关系变化。大部分幼儿入园前

在家主要接触的对象是父母及外祖父母

等至亲。进入幼儿园之后,相反接触的是

陌生主配班和保育员老师以及25位同班

幼儿；物质环境变化。幼儿对家里的物

品摆放已养成一定的秩序感,入园后由

于环境的变化这种秩序感被破坏；生活

规律变化。在家幼儿没有科学固定的一

日作息时间,在幼儿园有根据纲要及指

南以及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制定的科学

一日生活流程,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要求、规则变化。在家由于孩

子年龄尚小家长对孩子衣、食、住、行

的要求都过于低甚至产生常见的包办现

象。反之,幼儿园有明确的要求及规则,

如在园里每一位幼儿都要学会自己吃饭

与穿衣服、上课时不许大声、上厕所要

排队、有事举手报告老师。 

1.2家长因素 

家长自身焦虑影响孩子。幼儿与父

母建立了长期的依恋关系,但由于幼儿

进入幼儿园与家长短时的分离,家长会

产生焦虑,担心幼儿在园吃、住、玩儿等

各种情况；家长的错误教养方式。放任

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通常缺乏独立性,

以自我为中心,难以适应集体生活,从而

导致幼儿初入园时产生不可避免的焦

虑；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幼儿往往较为

胆怯,没有自己的主见,责任意识薄弱,

进入幼儿园接触到更多的幼儿,这种孩

子会更加胆小、害怕从而产生分离焦虑。

相比而言,民主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幼

儿能比较适应集体生活,友好和同伴交

往,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畏惧失；入园

前家长准备不足。大部分家长对这一入

园前的准备工作是有疏忽的,如家长没

有提前带领孩子去幼儿园参观或者先熟

悉园里的生活环境和一日生活习惯,以

及认识同班的小朋友与主配班和保育员

老师,通过简单的互动,减少孩子的焦虑

和缩短孩子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家长没

有根据幼儿园的生活习惯,有意识帮助

孩子在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作习惯与自理

能力,如让她自己穿衣服、洗脸、擦手、

送碗筷等。 

1.3教师因素 

关注度不够。由于幼儿园小班25-30

幼儿,幼儿园的正常师资配备是两教一

保,再者教师精力有限,导致不能及时地

关注每一位幼儿以及满足幼儿的需要；

幼儿教师的工作特点具有复杂性,工作

任务具有全面性和细致性。这对于一名

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素养有极大的挑战,

如果幼儿教师对幼儿的焦虑情绪置之不

理,也没有及时和家长反馈沟通,会使幼

儿的焦虑情绪日益加深,有的幼儿教师

一直持有严格的态度,这会造成幼儿更

加紧张。 

2 应对幼儿分离焦虑的策略 

2.1家长方面 

合理地舒缓自己的焦虑。家长应该

明确孩子已经进入幼儿园的事实以及适

当地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成长；孩子入

园时家长利用孩子入园的空闲时间可以

处理自己的事情从而通过转移注意力来

缓解自己的焦虑；采用正确地教养方式。

相比较放任和专制的教养方式是不可取

的,而应该采取科学合理的民主教养方

式,尊重孩子的主动性、与孩子进行平等

的沟通、把孩子当成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积极地听取孩子的意见与建议、与孩子

交朋友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充足地入园

准备。在孩子入园前家长带领孩子提前

参观幼儿园、积极地与同班同学以及孩

子本班的主配班及保育老师进行时当地

沟通交流以便提前建立熟悉的师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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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分离焦虑做出重要的准备；家长

也可以在每天送幼儿入园时做好充足的

准备尽肯能避免焦虑。如一定要跟幼儿

讲爸爸妈妈有工作要忙必须去上班,你

也一定要去幼儿园,我们始终都是爱你

的,但是必须离开宝贝去干重要的事情,

必须和宝宝分开一段时间,注意态度一

定要坚决、果断；给孩子布置一个小任

务。如妈妈想要认识你们班的小朋友,

可是幼儿园却不邀请我们这些大人去做

客,只允许你们这些孩子在里面自由地

结交朋友,你去把他们认识一下,回来介

绍给我们听(每天记一下孩子说的班里

幼儿的名字)。通过这个小任务来逐渐增

强孩子使命感和产生上学的兴趣。 

2.2教师方面 

爱心、交流。孩子产生分离焦虑是

缺乏安全感的体现。教师在园应该做到

给与孩子母亲般的关心与爱护,与孩子

进行交流时可以通过眼神或动作进行如

“常摸一摸孩子的头、抱一抱或者温暖

的眼神交流”。通过与孩子肢体接触及积

极语言交流,逐渐使该幼儿对家长的依

恋转移到老师身上,从而减少孩子紧张

不安的情绪；家长沟通。教师与家长双

方就幼儿在家与幼儿园的情况进行及时

沟通交流,如在园老师可以反映该幼儿

一日情况；在家父母可以把孩子独立能

力、情绪状况、生活作息等情况实时的

与教师进行交流,双方进而全面了解孩

子生活习惯及个性等,从而形成合力,帮

助孩子解决分离焦虑问题；转移注意力。

主班老师可以借助绘本跟孩子讲《我爱

幼儿园》、《幼儿园里朋友多》的故事,

潜移默化为孩子种下爱上幼儿园的种

子；游戏活动时,善于利用幼儿好奇心较

强这一点,开展一些有趣、形式多种多样

的游戏。如老师通过《变魔术》变出每

位宝贝的小脸,(利用幼儿园的手工折纸,

观看孩子当时的表情,用画笔在纸上画

出,其中有笑脸、哭、皱眉、大喊,让孩

子辨别出哪一个最能够代表自己当时的

表情,从而帮助他们更直观的认识自己

的情绪)。通过活动让幼儿充分体验游戏

中的乐趣,从而降低紧张不安的情绪；正

面激励。老师可以在上课时注意音量适

中,以鼓励、表扬为主,如棒棒你真棒、

大拇哥送给你、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奖

励一朵小红花；在平时生活用一双智慧

的眼睛去发现每一位幼身上的优点,并

且对此进行及时的强化,以此来提升幼

儿在班内的自信心、自尊心、责任感和

归属感从而降低孩子的分离焦虑。 

2.3幼儿园方面 

创设温暖如家的环境。对活动室进

行精心设计,如室内空间设计宽敞明亮、

色调柔和、色彩鲜艳充满童；布置一个

温馨的娃娃家,放一些平时幼儿在家里

用的毛绒玩具、衣柜、沙发、床等,同时

鼓励在孩子家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

在园内找到短暂的归属与安全感。依靠

环境的作用让幼儿对家长的依恋转移到

幼儿园,从而逐渐使孩子不再出现紧张

焦虑的情绪；密切家园合作。专家讲座,

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定期邀请幼教专家进

行知识讲座,如《亲子沟通技巧》、《如何

使小班幼儿顺利度过入园关》……通过

专家科学讲解,让他们深刻意识到经常

性的哭闹、过度的恋人恋物等现象,若长

时间置之不理持续下去,这种现象不仅

没有解决,还会导致幼儿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不能适应幼儿园生活的危害；家长

会。老师向家长及时反映幼儿在园的一

日情况,从专业的角度认真仔细解答家

长在育儿过程中的难题,纠正错误的溺

爱教育方式；家长会是一个提供科学育

儿的平台,教师家长要充分利用好此次

机会,为幼儿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在幼儿园新生入园后经常会产生焦

虑问题,其中造成焦虑的主要原因分别

是人际关系的变化、物质环境以及生活

规律的变化、要求规则的变化；家长自

身的焦虑以及家长的教养方式、入园前

的准备不足；教师的关注不够等,这种焦

虑可能对幼儿的身心发展产生不良的影

响,因此家长、教师、幼儿园应积极地应

对这一问题,只有家长、教师、幼儿园都

努力积极地配合,幼儿的焦虑问题才得

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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