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缓解幼儿入园焦虑的策略 

孩子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需要我们细心地呵护。当孩子离开温暖的家，来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时，一双双期盼、焦虑的眼睛是多么希望从老师那里找到归宿

感、得到关爱啊!作为老师，认真、细致、耐心工作非常重要，往往我们的一个

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更需要我们在了解每

个孩子特点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的引导。 

 

策略一：环境转移注意——物质保障，淡化分离焦虑 

案例：文文的最爱能不能让她破涕而笑？ 

每当走过小托班，总看到文文哭个不停，已经一个多月了，班上的老师各种

方法都尝试过了，可就是不管用。于是，老师开通了“网上工作室”和文文的妈

妈进行了聊天。在有目的的聊天中老师得知文文的最爱是芭比。那么，芭比能不

能让文文破涕而笑呢？ 

教师对策： 

老师马上跑到商场里买来漂亮的芭比，还在教室里为文文创设了一个芭比的

“家”，结果文文马上破涕而笑。她每天来到幼儿园就抱起芭比娃娃，还和她的

好朋友一起摆弄芭比的衣服。她经常说芭比娃娃是老师送给她的礼物，可见，小

文文感受到了老师对她的爱。慢慢儿地文文高高兴兴的来幼儿园了。 

环境和材料在帮助幼儿摆脱入园焦虑中的作用： 

首先，新颖的玩具吸引幼儿注意，让幼儿暂时转换焦虑情绪，投入到游戏赋

予的积极情绪体验中。 

其次，玩具可以作为媒介增加幼儿和同伴、老师接触的频率，使老师和同伴

在无形中取代家人。我们何不从文文的最爱中寻找解惑之道！园长当机立断，请

老师去买芭比进行尝试。 

为了淡化孩子的亲子分离焦虑，用环境转移孩子的消极情绪，我们从两个方

面组织实施： 

 创设专用游戏室——让孩子有新鲜、刺激、欲动感 

幼儿园小班部为新生入园提供专用游戏室。室内游戏的材料除了符合孩子的



年龄特征外，我们还考虑了安全性、移动性。每星期更换一次，保证孩子的新鲜

感和刺激感。 

 提供个性玩具——让孩子在最爱中减缓焦虑感 

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发现，男孩子对汽车、电动玩具、拖拉玩具等特别感兴

趣，而女孩子对芭比娃娃、毛绒玩具等非常感兴趣。在开学之初，我们准备了大

量的吸引幼儿的玩具，同时让孩子自己从家中带来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创设温馨

的、舒适的、孩子熟悉的环境，减缓孩子的焦虑感。 

 

策略二：灵活的流程——满足幼儿情感需要，微观调整环节 

案例：韬韬的特殊喜好能淡化分离焦虑吗？  

小班老师说：“爱哭的韬韬喜欢听音乐，每当录音打开时韬韬就坐在一边一

动不动地听着，忘记了哭闹，但因为这个爱好常常游离在集体之外，打乱了正常

的一日活动。”经过了解后老师知道，韬韬妈妈是一位小学音乐教师。在家中，

韬韬常常听着妈妈的琴声情绪就会安定下来。滔滔的特殊喜好是淡化分离焦虑的

灵丹妙药？ 

教师策略： 

机灵而又细心的老师和妈妈沟通后，让妈妈把家中常弹的乐曲录好带来，放

在教室角落的录音机中，将音量关的小一些。每当孩子哭闹时，就放妈妈弹的音

乐，即使韬韬听得忘了吃饭，或延迟了去户外运动，老师总是让韬韬在一边听完

后才跟上大家的活动。渐渐地音乐成了孩子的“止哭剂”……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流程应从科学的、规范的角度思考满足每一个孩子全面发

展的需要。但是，我们在一日活动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或个别的情况，特别是

新生入园适应期的阶段。孩子对一日活动流程也相应的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们应

灵活处理： 

 幼儿园在课程实施管理中提出了“两允许制度”，其中包括“在新生入园 

适应期，允许教师根据幼儿特殊情况微观调整一日活动流程。” 

 一旦发现能够引起孩子关注，有利于稳定孩子情绪的方法时，可以在不 

影响整体的情况下灵活地微调一日活动流程，尽可能让孩子的需要获得充分的满

足，淡化焦虑情绪。 



 

策略三：依恋迁移——人员调派，满足孩子情感需要 

案例：哭不停的海宁在幼儿园有没有让他欢笑的亲人？ 

海宁是个两岁半的男孩子，园长第一天在校门口看见他的时候，他躲在妈妈

怀里大哭着，以后的每一天早上，他走到了校门口便马上哭了起来。虽然每个新

来幼儿园的小朋友往往都会如此，但是海宁的哭闹不一样，他并不是哭一会儿，

而是一整天地哭、上课哭、吃饭哭、做游戏也哭，谁安慰都不管用。这样，海宁

的哭声成了全园上下的一个“心病”。怎么来帮老师解决这一问题呢？园长心想，

还是观察几天，看看有什么止哭的“灵丹妙药”。一连几天，园长一直在校门口

观察着海宁的一举一动，说来奇怪，园长发现海宁一见到门口保安叔叔就安静多

了。通过问询家长才知道，海宁是把保安叔叔充当了孩子喜欢的大伯伯的角色，

所以成了海宁的“止哭剂”。 

教师策略： 

根据初入园的幼儿多会有不同程度亲子分离焦虑的现象，园长灵活地实施了

“‘替代亲人’岗位微调机制”。让孩子喜欢的在岗教师或职工临时充当孩子的“亲

人”陪伴孩子度过分离焦虑期。为了让海宁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园长在保证校

门口安全人员配备的情况下安排保安叔叔充当孩子的大伯伯每天一早在校门口

接过哇哇大哭的海宁，并带着小海宁一起在教室玩游戏，一起认识新朋友，慢慢

地小海宁开始和班级的老师、小朋友熟悉起来，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笑容，保安叔

叔也慢慢地淡出了教室。 

为了满足孩子依恋迁移的情感需要，我们总结了两个小有成效的方法： 

 “小家”迁移到“大家”：入园前的亲子活动，把孩子的情感从自己的

“小家”迁移到“大家”。 

 “妈妈”迁移到“妈妈老师”：用师爱的一颦一笑、一抱一吻传递母亲

般的师爱，建立师生间的依恋和信任。 

在与幼儿的接触中发现，让他们从家庭中走进幼儿园，同时将其对家人的依

恋迁移到对老师的依恋需要在彼此间建立情感和信任。于是，幼儿园每学期开学

前开设“走进教室亲子活动”专场,让孩子在和环境、同伴的亲密接触中淡化陌

生感，逐步链接新的情感纽带。 



在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幼儿的情感倾向于某一位老师（把这位老师

替代成了暂时的母亲），于是园长微调教工岗位，安排让这位老师重点负责和这

些孩子的情感沟通。当这些孩子来园时这位老师总是第一个从家长手中接过孩子，

并肢体上体现母亲般的亲近，拍一拍，抱一抱，让孩子感受到零距离的体贴，进

而对老师产生信赖感。让他们对老师的信赖掩盖了诸多的陌生因素，只要看到这

位老师他们就产生安全感。久而久之，这位老师再不断引导幼儿走进更多的变化

中，逐步适应幼儿园生活。 

 

策略四：巧妙加耐心——疏导家长焦虑情绪的良方 

案例：怎样让外婆解除对形影不离吉祥的担心？ 

新生报到时，吉祥的外婆和园长叨叨说：“园长，能不能让我的吉祥分到一

个耐心的老师班级，因为我的吉祥不习惯离开我，遇到生人就哭，我怕吉祥不习

惯幼儿园。”  

在“新生家长问卷”和家访中，老师得知吉祥是由爷爷奶奶照料日常生活。

在整个家访过程中吉祥一直依偎在外婆身边，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外婆对老师说：

“吉祥从出生到现在，生活起居一直是由我照顾的，是个特别黏的孩子，就算午

睡也让我在身边陪着的。”从吉祥外婆的表现来看，她和孩子同样表现出极大的

焦虑，对老师也非常不放心。 

教师策略：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向吉祥外婆介绍幼儿在园一日生活情况，以及幼儿园

如何帮助孩子摆脱入园焦虑的种种做法，并及时告知家长的焦虑会直接影响到幼

儿的入园适应，家长应该以积极的心态让孩子知道幼儿园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有很多好玩的玩具，也有很多小朋友，去幼儿园并不代表着离开外婆，而是去了

一个好玩的有更多小朋友的地方。通过教师的耐心引导，吉祥外婆终于舒了一口

气。经过二周的家园共同努力，吉祥已经开始喜欢上幼儿园了，吉祥外婆很感谢

地对老师说：“你们不但有爱心，而且很有方法。” 

 

案例：怎样打消珑珑妈妈的焦虑？ 

珑珑是个非常聪明的男孩儿，来到幼儿园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焦虑。倒是珑



珑的妈妈，每天来幼儿园都忧心忡忡，经常问老师有没有孩子欺负珑珑，珑珑吃

的多不多等。时间久了，老师珑珑也不像刚来幼儿园时那样开心了，早晨来园也

对妈妈恋恋不舍。 

有一天早晨，珑珑妈妈对老师他幼儿抢了珑珑的玩具，她很担心，还一直说

珑珑因为这件事情不喜欢来幼儿园。我向其他幼儿了解了事情发展的经过，并让

抢玩具的幼儿给珑珑道歉了，接下来珑珑也是非常开心，没有什么异常。但珑珑

妈妈还是每天早上向老师交待一遍。 

 

分析原因： 

幼儿离开家进入幼儿园，就是迈入社会的一小步，焦虑的不仅仅是孩子，家

长更是焦虑。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珑珑妈妈这种情况我们也常常遇到，

对幼儿在园的小挫折表现出过度敏感，比如争抢玩具，被其他幼儿撞了一下，都

会引起家长的猜测，及时老师说得再多，家长还是会担心。 

通过分析原因，老师通过拍摄录像的方式将珑珑在幼儿园的活动情况记录下

来，并给家长观看，让家长彻底放心。 

 

教师策略： 

今珑珑来园还是对妈妈依依不舍，情绪不太好，妈妈也在活动室陪伴了很

久才离开。可是，妈妈一离开珑珑就跑到自己最喜欢的区域玩了起来。我马上把

珑珑活动的情景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将录像播放给珑珑的爸爸妈妈

看，结果他们看到了视频开怀大笑。从那天开始，珑珑每天来幼儿园都非常开心

地和老师打招呼，妈妈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亲子分离焦虑中，不仅仅是幼儿焦虑，家长的焦虑也较普遍，在引导家长摆

脱焦虑过程中要做到： 

 耐心加细心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药。 

家长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不了解幼儿在园的情况，他们担心幼儿离开家庭，离 

开家人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他们亟需了解情况的心情也就不言而

喻了。要家长摆脱焦虑，教师就要细心地观注幼儿，并耐心地向家长描述孩子在

园的经历，帮助家长耐心疏导。 



 多种方式向家长传达教养信息。 

听说不如看到。单纯听老师讲孩子在园的情况，还是不能让家长完全放心。

家长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引导教师以多种方式向家长传达积极信息，增

强家长对幼儿园、对教师的信任感是解决家长亲子焦虑的基础。 

 

策略五：同伴互助——在幼儿摆脱入园焦虑中往往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案例：文文是否能帮助粘人的炀炀尽快适应幼儿园？ 

炀炀是个特别粘妈妈的男孩儿，每天早上还没走进教室就听到炀炀的哭声。

在幼儿园玩耍时也常常想起妈妈就哭，而且少言寡语，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尝试了各种办法，比如提供好玩的玩具、带着他到外面去兜、分享好吃的东西、

陪伴，但都不奏效。为此，老师也束手无策。 

文文是个特别爽朗的女孩儿，而且特别会照顾人，看到小朋友哭了，她马上

就跑去拿纸巾，一边帮小朋友擦眼泪一边说着安慰的话。 

 

分析原因： 

遇到很粘家长的孩子，相信很多老师都会感到头痛。炀炀就是这样一个男孩

儿，对于这样的孩子老师要细心观察，投其所好。每次文文过来安慰他的时候，

炀炀脸上的表情就会变得很轻松。于是，老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教师策略： 

早上来园时，老师总是拉上文文一起接待炀炀和妈妈，让文文来安慰炀炀，

而老师却悄悄地躲在了后面。文文帮助炀炀擦眼泪，还安慰他，慢慢地，文文开

始带着炀炀去玩玩具，两个人开始有些简单的交流。过了几天，炀炀每次来幼儿

园都开始找文文做好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玩玩具，炀炀再也不哭了。 

有时、同伴之间的安慰要比老师的安慰更加奏效。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对于那些情绪反应不是特别激烈的孩子，可以请能力强的幼儿带着他一起玩。

同伴之间的安慰可能触碰他们的内心需要。对幼儿来说，同伴关系相对于师幼关

系会更加轻松，他们也更加放松。 

 



策略六：个性化餐睡——适应期中满足孩子个性化需要 

案例：铭铭不喜欢的午餐 

刚入园的铭铭看着桌上的午餐大声哭了起来，本来就很焦虑，一看到不喜欢

吃的东西，或者要自己动手用调羹，就不行了。 

 

案例：不要睡觉的开怡馨  

今天是小班第一天开学，很多宝宝的情绪都很焦虑，有的宝宝在哭，有的宝

宝表现出无助和恐惧。可是，开怡馨来到幼儿园却一直保持着微笑，玩玩这个，

玩玩那个，对一切都很新奇。 

到了午睡的时间，其他宝宝都在老师的安抚下躺在了小床上，可开怡馨似乎

并没有要睡觉的意思。老师帮她脱掉衣服，可她从躺在小床上的那一刻就开始哭，

有的宝宝看到她哭自己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老师陪伴她，安慰她，可老师稍微

离开她一步，她马上就大哭起来，把其他睡着的宝宝也都吵醒了。虽然整个午睡

时间她都紧闭双眼，但她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老师离开。 

经过了三天的“对峙”，开怡馨还是没能睡着，并且时常大吵，把其他睡着

的宝宝惊醒。而且，第三天午睡时，哭闹的宝宝要比前面两天更多。 

 

分析原因： 

由于孩子刚入园，和陌生的人同进午餐，在陌生的环境中入睡，油然而生一

种缺乏安全感的体验。由此，幼儿第一次在园午睡，第一次进餐，都有可能使他

们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反差。为此，园长和保健、营养员共同研究新生入园两周菜

谱，同时引导教师交流释缓孩子午睡焦虑的方法。 

 

教师策略： 

为了不让孩子之间相互影响，我们把午睡时哭闹的孩子和其他幼儿隔离开来。

将哭闹幼儿的小床搬到了小房间，专门有个老师负责照料他们午睡。在家访中我

们了解到，开怡馨午睡时喜欢咬奶嘴，我们把奶嘴提供给开怡馨。经过几天下来

我们发现，小房间的幼儿越来越少了，孩子们也越来越接受在幼儿园午睡了。最

后，开怡馨也顺利地搬到了大房间，和其它宝宝睡在同一个房间。 



 

引导保教配合，满足新生餐睡需要，我们这样做： 

现在如果你在开学时，走进小班教室你会发现保育老师忙得不亦乐乎。你会

看到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馄饨、面、粥、小笼等食物。也许你会问：“幼儿园每

天的伙食都有这么品种吗？”当然不是，否则厨房间的阿姨要累坏的。这是特地

为我们小班刚入园的孩子准备的新生入园快乐餐点。 

至于孩子的午睡，我们的老师也用了一招“最爱物陪伴法”，让熟悉的玩具

和嗜好陪伴孩子一起入睡。因为，这可能一定能给孩子带来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午

睡。每当孩子抱着自己熟悉的嗜好时，老师总是说： “xx累了，想到小床上去

躺一躺，宝宝抱 xx一起躺下来好吗？”这样，孩子就会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在家访中，我们了解幼儿的食物偏爱，睡觉时是否有些小习惯。在开学后我

们都会先满足孩子的需要，稳定他们的情绪。让引起他们负面情绪的因素减到最

低。 

为了帮助宝宝顺利过“关”营养员和家长志愿者共同研究了新生入园《快乐

餐点》。食谱中，我们尽量安排一些“咀嚼吞咽方便的”、“便于用调羹盛的”、“颜

色鲜艳的”、“香气扑鼻的”的品种，如：肉糜蟹粉菜粥、小馄饨、三鲜面（肉虾

仁海参）等，不仅从味觉上吸引幼儿，同时尽量减轻因独自用餐给孩子带来的焦

虑。午睡则是用“最爱物陪伴法”，满足孩子的安全感需要，帮助孩子度过焦虑。 

 

策略七：循序渐进——帮助幼儿改掉“坏习惯” 

案例：经常呕吐的雯雯能否快乐进餐？ 

午餐了，李奕雯又是慢吞吞的，小勺里只有几粒饭饭，放在嘴里要咀嚼半天，

而最后的结果是呕吐出来，重新再吃，哭哭啼啼的。 

 

教师策略： 

老师和家长进行电话联系，得知孩子回家说：幼儿园的饭菜不好吃，爷爷奶

奶烧的好吃；家里都是由大人帮忙吃完饭菜的，而且汤和饭菜一起食用的，长辈

建议不要送孩子上幼儿园了。为此父母和长辈多次的争吵。 

 



观察记录： 

第二天老师在午餐时根据孩子的进餐习惯，将饭菜汤全部放在孩子的眼前，

雯雯吃几粒饭饭，喝几大勺汤，这样一直反复，几碗汤喝光了，饭几乎没有变化，

结果呕吐出来的几乎全是水。 

 

教师策略： 

与家长联系，希望家长能从正面来引导孩子，改变孩子挑食的习惯，家长还

要给予孩子正确的进餐方法，用汤过饭的方法容易引起孩子的胃部疾病，对于孩

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了解孩子偏爱和不爱吃的食物种类，便于老师进行引导，第

二天，家长就罗列了一大堆的食物单子给老师。 

 

观察记录： 

分饭菜时，老师请保育员将雯雯喜欢的食物和不爱吃的食物分两个小碗盛，

告知雯雯：如果能将爱吃的东西吃完，不吐出来，老师就把另一个小碗拿走，结

果雯雯很好的吃完了。 

 

教师策略： 

    老师立刻用奖品奖励她，并且第一时间用电话通知家长，希望家长能同步配

合，一起鼓励孩子。家长得知非常的高兴，后几天，爷爷奶奶来幼儿园时，也高

兴的说：“看见自己的孩子吃饭进步了，我们家长一点也不焦虑了。” 

 

面对孩子的“坏习惯”，我们这样做： 

孩子习惯不是一日养成的，教师首先要了解习惯养成的主要原因，然后再一

点一点对孩子提要求，切不可操之过急。让幼儿对自己建立信心。 

 

策略八：适应期的自由来园、离园时间——满足不同幼儿的需要 

案例：老师怎样安慰爱哭的王维翰？ 

王维翰是我们苗苗班上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在生活自理、动作发展、语言

等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弱。王维翰由爸爸送来幼儿园，一大清早 7:30 不到爸爸



就抱着王维翰来到了幼儿园，爸爸放下他嘴里说着“老师，让他哭哭没有关系的”

就离开了幼儿园，最先两天，老师接过王维翰抱抱她、安抚安抚他，他还会间隙

地停止哭泣，跟着老师一起玩一玩，可到了第三天早晨，爸爸又是早早地把他送

来，发现教室里一个孩子也没有，王维翰却再也不愿从爸爸的身上下来，爸爸只

能抱着他在走廊里徘徊，最后又把他推进了教室对老师说：“要做做他的规矩，

让他哭哭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来孩子的情绪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哭闹的更加厉

害了，同时哭闹伴随着呕吐，老师对他的安抚也不见效了。 

 

分析原因： 

对于王维翰的情况，我及时进行了分析，分析原因觉得一方面在于这个孩子

年龄特别小，在家长长时期的教养方式下，使他不能经常地接触同龄的孩子，害

怕陌生的环境，对家人有很大的依恋。另一方面在于他爸爸缺乏对小年龄孩子年

龄特点的了解，觉得要让孩子尽快适应幼儿园，就要做做“规矩”，用一些强硬

的方法。 

 

教师策略： 

于是我及时打电话与他爸爸进行了沟通，向他介绍了小年龄孩子的年龄特点，

告诉他小年龄孩子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让王维翰每天稍微晚一些来园，让他看

见其他孩子都在高高兴兴地做游戏，而老师再进行一些适时的安抚和引导的话，

那可能会有较好的效果。并建议王维翰爸爸适当地调整一下送他来园的时间，听

了我的建议，王维翰爸爸同意尝试一下。 

 

观察记录： 

第二周的周一 9:00 左右，王维翰爸爸带着他来到教室门前，他刚要裂开嘴

巴回头想抱住爸爸，老师及时抱起了他，把他引向了正在做游戏的同伴，并对他

说：“王维翰，你看哥哥姐姐都在做棒棒糖呢，我们也一起去做好吗？”他的注

意力一下被棒棒糖所吸引，点点头和老师一起来到了甜品屋做起了棒棒糖，这一

天虽然他有时还会哭上几声，但在情绪上有了好大的转变，回家时老师帮他贴上

了大大的五角星。 



第二天、第三天，爸爸照旧在 9:00 左右送他来源，老师同样以同伴的快乐

来吸引他，以陪伴的方式来引导他，以贴上五角星的奖励来鼓励他。王维翰在情

绪上真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在王维翰的脸上看到了笑脸，在王维翰爸爸的

脸上也看到了满意的笑容。 

每个孩子都有其气质特点，有的孩子节律性比较差但反应快、有的孩子适应

力较弱但想象力强，不同气质特点的孩子对外界刺激的感受不同、反应不同、需

求不同、与周围人的互动方式也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照应及教养方法。我们可

以这样做：   

针对不同的孩子用不同的方法去放手，才能令他们尽快适应幼儿园新环境。

而针对不同气质的孩子用不同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事半功倍。要尽快消除小班幼

儿分离焦虑的心理状态，只有通过在教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使幼儿更快地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 

 

最后要和大家共勉的是，“尊重幼儿个体差异，摆脱亲子分离焦虑” 我们

必须看到： 

满足个体的需要是理念； 

入园前家园互动是前提； 

母爱般情感迁移是良方； 

刺激有趣的环境是关键； 

关注生活中细节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