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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携手缩短幼儿的分离焦虑

黄真猛

1.家园携手，预防幼儿产生分离焦虑

1.1 全面家访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家庭是幼儿园的合作

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

动参与，并积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在新生入园前，我们采取

了“一访一表一记”的形式，帮助新生及家长缓解了入园的分离焦虑。

即：在家访中与幼儿来个“第一次亲密接触”让幼儿初步了解幼儿园、

了解老师等，缓解了幼儿对幼儿园及老师的陌生与恐惧。通过制定“幼

儿入园前调查表”对每个幼儿的家庭情况及幼儿的生活自理、社会交

往、性格品质等方面进行全面摸底，做到心中有数。并在班级里增添

了“宝宝在园生活日记”，内容丰富主要关于幼儿每日入园的时间、

午餐、盥洗、午睡、卫生及游戏活动情况等，让家长随时了解幼儿在

园里的表现，及时和教师沟通，减缓了家长对孩子初入园的紧张情绪。

让幼儿认识、熟悉教师，对教师产生亲近感、安全感。



1.2 召开新生家长会

在幼儿入园前召开新生家长会，一方面向家长介绍幼儿园的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幼儿的作息制度和生活常规等，让家长配合幼

儿园做好孩子的入园准备。另一方面向家长介绍幼儿新入园时可能会

出现的情绪问题及可采取的措施，使家长不至于在孩子大哭大闹时束

手无策，或采取不当的教育手段。例如，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哭，就舍

不得又把孩子载回家，因此更拖延了分离焦虑时间，有的家长骗孩子

说：“不上幼儿园会被乞丐抱走”等不科学的，不利于幼儿身心发展

的行为。因此，事先让家长了解这些情况是可以避免以上情况发生的。

1.3 创设温馨环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孩子第一次离

开家，离开父母，独自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未知的环境，没有

了安全感，失去了依恋对象，而温馨、亲切、舒适安全的家庭式环境

会为这份不安和焦虑消除隐患。因此，在环境的布置中，我注重创设

家庭式的生活情景，满足幼儿的安全需要。如“娃娃家""宠物区”等。

并在娃娃家中设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卧室，在卧室摆上小柜子、小床铺、

小镜子，贴上“宝宝全家福”的照片；挂上画有幼儿熟悉的卡通图案

的小窗帘，再放上可爱的布绒玩具；在娃娃家的墙面上贴淡红、淡黄



的等温馨、和谐的壁纸，熟悉的、舒适的、真实的生活场景吸引幼儿

融入其中。在提供材料时尽量选择幼儿在家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和幼儿

喜欢的玩具以消除幼儿对环境的陌生感，让幼儿慢慢转移对家人的依

恋，逐步产生对新环境的认同。

2.家园携手，矫治幼儿分离焦虑

2.1 家长和幼儿延时分离

许多人认为，家长早上送孩子到幼儿园以后，一旦孩子哭闹着不肯让

家长离去，作为家长千万不能心软，必须马上离开。这就是所谓的"

强迫分离法"。我认为，"强迫分离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且

只会加剧幼儿的分离焦虑，会使那些焦虑程度较重的幼儿逐渐形成对

入园的恐惧，同时也会增加家长对幼儿在园生活的担心与忧虑。因此，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幼儿的情绪，尤其是不愉快的情绪，必须通过

有效的途径加以排解和疏导，幼儿的身心健康才能得到保护。在幼儿

早上入园时，允许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让孩子与家长一

起做游戏。教师应热情迎接幼儿和家长，并与家长主动交谈，让孩子

看到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亲密关系。家长还可以让孩子介绍自己认识的

小朋友，并鼓励孩子与他们一起玩耍。家长决定离开时，应自然地与

孩子告别。如果孩子哭闹着不答应，家长就平静地告诉孩子“我来不

及上班了，去晚了我要挨骂的。幼儿园有这么多的小朋友，还有非常



喜欢你的老师，在这里比在家里还要开心。”如果孩子不平静下来，

教师应配合家长的工作，比如给孩子一个玩具，给孩子一本好看的书，

给孩子讲一个好听的故事等等。尽量使孩子相信他在幼儿园会过得很

开心。另外，对于那些仍然有些担心的孩子，家长可以答应他早点来

接他回家，并且要说到做到。家长来接孩子时，不要接了孩子就马上

回家，应陪孩子在户外的活动器械上玩一会儿。当孩子玩得高兴时，

家长要表示应该结束了，并答应他明天再来玩。这样，幼儿就可能会

“怀念”在幼儿园玩耍的情景。

2.2 请中、大班幼儿的介入新入园的幼儿

由于没有群体生活的经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不知所措、无所

事事。这是一些幼儿入园后不适应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年龄较小

的幼儿，往往愿意与比自己年龄大的幼儿交往。根据这一特点，可以

从中、大班请来几名性格活泼开朗有较强活动能力的幼儿，请中、大

班的幼儿先在活动室里开展一些他们以前玩过的游戏。当新入园的幼

儿到来时，他们可能会被那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所吸引，也可能会

被他们正在进行的游戏所吸引。中、大班幼儿既可以邀请新入园的幼

儿参加到游戏中来，也可以只让他们观看。教师还可以请这些来自中、

大班的幼儿帮助接待新入园的幼儿，并根据预先安排的活动，由中、

大班幼儿带领陆续进园的幼儿开展他们喜欢的活动。



2.3 开展形式多样的游戏活动新奇而富有变化的游戏，让孩子好奇而

投入。

教师用孩子熟悉和喜欢的玩具材料，设计新奇而富有变化的游戏，牢

牢抓住了孩子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如《大头娃娃》和《木头人》，使

孩子在体验发现的惊喜和成功的乐趣过程中，越来越主动地投入到了

游戏之中。除此外还可以播放欢快而活泼的音乐，让孩子欢乐而投入。

在《跟着音乐唱又跳》活动中，教师选用动感强、节奏欢快活泼的乐

曲和歌曲，在身体韵律、音乐韵律中，缓解了孩子的紧张与焦虑，使

他们感受到了幼儿园生活与学习的快乐。

2.4 针对不同个性，采取不同的策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要尊重不同幼儿的个性和

发展水平，因材施教，要因人施教”因此，在接待不同个性的幼儿同

时，我们针对不同家庭的教养方式不同，幼儿的分离焦虑的表现程度

也不相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指导策略。使幼儿较快地缩短了分离焦虑。

如针对大哭大闹的外向型幼儿，我们采取了转移注意力；默默流泪的

内向型幼儿，我们采取倾注爱心；对充满“怀疑”的幼儿，我们营造

信任；对不哭不闹得幼儿我们采取主动关注。家园携手缩短幼儿的分

离焦虑黄真猛(泉州市鲤城区第一幼儿园)摘要:每年的新生入园都是

伴随着孩子的哭声和家长的担忧开始的。严重的分离焦虑不利于孩子



的身心健康，同时也让家长非常担心和忧虑。帮助幼儿缩短分离焦虑，

顺利度过入园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家园携手，创设了

一系列有价值的教育活动，如设置温馨环境、开展预入园、游戏活动

等，有效地预防、缩短了幼儿的"分离焦虑"期，使幼儿尽快地稳定情

绪，适应幼儿园生活，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愉快地接受教育，从

而实现从家庭到幼儿园的平稳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