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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分离焦虑的时期

3 一 4 岁幼儿家庭教育抓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帼眉

孩子满 3 周岁进人了幼儿园小班，针对 3 一 4 岁的儿童年龄特点，

家庭教育应将更多的力量投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解决“分离焦虑”问题

孩子在进人幼儿园之前，一般是整天和亲人在一起。进人幼儿园以后，

突然和亲人分离，而且往往是从清晨直到傍晚，加上幼儿园里的老师

和小朋友都是陌生的，室内外的环境也是陌生的，所以，孩子在初人

园时，很容易出现“分离焦虑”现象。孩子们常常哭着闹着要找妈妈、

爸爸。分离焦虑严重的，甚至可延长到一两个月之久。

许多妈妈在送孩子人园之初，也同样出现.‘分离焦虑”。孩子哭，妈

妈也掉泪。有的妈妈离开孩子之后不放心，又重新回到幼儿园，或在

门口、或在窗外窥看。这时，孩子本来已经被游戏所吸引，不再哭了，

可是，妈妈刚一探头，孩子又马上哭闹起来。



为解决“分离焦虑”问题，家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

情绪。并且尽量设法使孩子感到分离不那么突然。比如，家长提前带

孩子去熟悉幼儿园；也可以在初人园的日子里，提前一些接孩子回家。

同时，努力创造条件，使孩子产生对幼儿园的好感。

当孩子真正体验到妈妈还是十分爱他，家庭还是“安全基地”；并且，

也感到幼儿园老师也喜欢他，小朋友都愿意和他玩时，“分离焦虑”

就会逐渐消失。

缩小家园生活的差异性

孩子在家庭里的生活，和幼儿园的生活有很大不同，孩子初人园时，

往往感到很不适应。比如，在家里的作息时间任意性很大，人园后，

孩子要遵守幼儿园的作息制度；在家里，一切生活行动随随便便，在

幼儿园，要服从集体生活活动规则;在家里，孩子稍有表示，成人会

马上满足其要求，在幼儿园，就难以做到这一点;在家里，孩子几乎

可以占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幼儿园，则要在孩子们中间分享和轮流，

如此等等。另外，从家里去幼儿园的路上，孩子还可以撒撒娇，让妈

妈抱着走，到了幼儿园，就要求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生活上自理自

立。



上述家园生活中的差异，一类是由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自然带

来的，比如，家庭生活起居，没有严格的纪律制度要求;另一类则是

由于家庭教育不甚得当所形成的，如孩子在家独占独享等等。因此，

家长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幼儿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种种要求，主动

配合幼儿园，培养新的生活习惯，如晚上按时停止游戏或看电视，按

时洗漱，按时睡觉，早上按时起床等。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家长

首先要提高认识，加以重视，并且注意创设条件，培养孩子的良好行

为习惯，如让孩子懂得分享和轮流，找机会操作和实践等。

用爱心和技巧教育幼儿

要解决上述问题，对 3 岁多的孩子来说，有较大的困难。为了帮助孩

子克服这些困难，家长不但需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而且要掌握一

定的教育技巧。比如，孩子人园前，家长对他的一举一动，差不多了

如指掌，可是，入园以后，家长对孩子白天在幼儿园的情况就不甚了

了。而 3 一 4 岁的孩子，一般还不会完整地描述事情，说不清楚自

己的意思，家长要有较大的耐心去倾听孩子说话，不要打断他，也不

要急于替他说，以便真正了解孩子在幼儿园里的活动情况和他的感受。

同时，要加强家园联系，掌握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家长要考虑到，

一个孩子有家里受到几个大人的百般照顾，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多，老

师难免有照顾不周或不完全符合家长心意之处。这时，家长要注意不

在孩子面前流露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更不可以随意议论老师，以免影



响到师生关系。另外，孩子在人园前，很少受到批评，在幼儿园里，

则难免受到挫折。当孩子感到受了委屈的时候，家长更要注意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和态度。3 一 4 岁的幼儿模仿性极强，家长的榜样作用是

十分重要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思维十分具体，很容易受情绪左右。

针对这些特点，家长如果学会用生活中的具本事例和浅显的故事，对

孩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会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