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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a person’s character and ability. 
Young Children’s adaptive ability will determine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daptability of children when 
they first enter kindergarten, and the active guidance of parents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the importance of child discipline in early childhood, and then 
divides the adaptation of children into three categories, and proposes child discipline based 
guidance strategies to help parents better guide children,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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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时期是培养和发展一个人性格、能力的重要时期，幼儿的适应能力将会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情况。所

以，从长远的角度看，注重幼儿在初入幼儿园时的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家长的积极引导也有着重

要意义。因此，本文先提出了幼儿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然后将幼儿进入幼儿园的适应情况分为三类，

并提出了基于家庭教育的指导策略，以帮助家长更好地引导幼儿，提高幼儿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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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时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中，父母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口头教育等方式来改变幼儿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或者是通过设定某种适合幼儿发展的生活环境，间接地影响幼儿的性格和心理发展的教育。家庭是幼儿降

临在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个大环境，而父母则是引导他们未来发展的第一任老师，幼儿们会在父母的影响

下，在这个大环境中成长、发展。幼儿最基本的能力就是模仿能力，在家里，他们会模仿父母的行为，然

后逐渐学会父母的行为举止，并逐渐地去适应除家庭外其他的大环境，掌握更多的生存技能和各种能力。 
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最大的区别是，父母和自己的孩子有着无人替代的血缘关系，他们可以无条

件地信任对方。除此之外，幼儿在最初很少会和外部环境有接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或者和自己的

父母接触，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家长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实验证明，孩子未来的性格、道德品

质都与幼儿时期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有关。因此，展开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 

2. 幼儿入园适应问题情况 

幼儿在刚进入幼儿园时是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时候，幼儿园中的教师和幼儿园环境对他们而言都

是非常陌生的，所以大部分幼儿都会用哭闹来表示反抗，根据调查发现，大部分幼儿在入园适应情况上

主要会出现以下三种问题： 

2.1. 分离焦虑情绪严重 

从刚入园的幼儿表现情况来看，大部分幼儿在入园的第一周会对上幼儿园有强烈的排斥，他们很难

接受自己与父母分开，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这个陌生的幼儿园，并因此会产生分离焦虑情绪。

在幼儿园这个陌生的大环境里，幼儿会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而感到没有安全感，会用哭闹来表示自己缺

乏安全感，不想上学，不想分开的焦虑情绪[1]。而哭闹这种行为在父母或爷爷奶奶面前是非常有用的，

这样会使家长对幼儿也产生不舍的情绪，而这种双向的情绪关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还因为

家长与幼儿三年时间里朝夕相处，骨子里的感情是无法磨灭的。而且，当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后，他们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同伴，他们对陌生同伴的不了解也会让他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很难建立起信任感。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的幼儿，在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会产生焦虑感是非常正常的，有的幼

儿选择哭闹，有的幼儿选择安静，但他们的内心都是抗拒幼儿园的，这种情绪会影响幼儿在幼儿园的生

活和未来的发展。 

2.2. 难以适应幼儿园的作息时间 

尿裤子是幼儿的“特权”，也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小班幼儿，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其主要原因

是小班幼儿在刚入园时很难适应幼儿园的作息时间，由于他们年龄小，很难做到自己控制上厕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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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幼儿在家里是有明显区别的，幼儿在家里是随意的，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在幼

儿园里他们则需要根据幼儿园的时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上课或者班级活动的时候，有的幼儿由于

胆小或者害羞，不能主动告诉老师自己想上厕所，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尿裤子了。 
幼儿园是幼儿启蒙教育的开始，是幼儿接受规则的开始。幼儿园制定的规则是为了规范幼儿的行为，

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2]。幼儿在有规则的环境中更容易学会接受和遵守规则，相反这也就意味着幼

儿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以说这些规则和时间约束都会使小班的幼儿很难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2.3. 幼儿的交往能力相对较弱 

当前大部分幼儿都为独生子女，对于这唯一的宝贝，家里所有人都放在手心里捧着，生怕摔到、碰

到，而家长对幼儿这种过分的溺爱和保护会让很多幼儿变得更娇气。而且幼儿也很少有机会和自己同龄

的小伙伴玩耍，因而大多数幼儿自身的交往能力都不强。有研究表明，环境对幼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存在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幼儿们就会很容易与这个环境融为一体，相反，幼儿

就很难进入到这个大环境中，甚至产生强烈的排斥感[3]。很多幼儿在刚进入幼儿园时都会感到陌生，这

不再是自己的“天下”，也不再是所有人围着他一个人转的地方，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不断地增强。

在这种不安的环境下，幼儿无法主动与他人沟通与交流，直接制约了自身交往能力的发展。再加上幼儿

园班级中幼儿的数量较多，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幼儿，安静的、不喜欢哭闹的幼儿就容易被老师忽略，

他们内心的敏感也会被老师忽略，长期以往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3. 幼儿园适应性家庭指导方法与策略 

幼儿园对幼儿而言是陌生的，在刚进入幼儿园时，幼儿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有研究显示不同幼儿在

适应方面有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幼儿家庭教育有关。幼儿教师自身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照顾

幼儿、接待幼儿方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对于家长而言，则缺乏相关的经验，因此幼儿园需要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来帮助家长更好地解决幼儿适应性问题。 

3.1. 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幼儿入园适应观 

很多家长是第一次面对幼儿长时间的离开，所以他们对幼儿也有很多的不舍。但是为了让孩子和其

他幼儿一样，他们只能隐藏自己的不舍，送孩子去上幼儿园。而孩子在上幼儿园时的哭闹和拒绝也会使

家长自身产生焦虑，心中的不舍也会影响家长的抉择[4]。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由于家长对幼儿的分离情

绪缺乏正确的认识。家长应该在送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先到自己为孩子选定的幼儿园进行观察，了解幼

儿园的环境、生活质量、教师情况，然后再与教师进行交流，了解更多的解决办法，增强自己内心的安

全感，这样家长就可以安心地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中。 
另外，家长的情绪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幼儿的情绪，如果家长在家里表现出焦虑，孩子内心的焦

虑情绪也会增强，幼儿在进入幼儿园后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时间。因此，家长必须树立正确的幼儿入园的

适应观念，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对幼儿园和教师有信心，这是帮助孩子更快适应幼儿园生活的前提。 

3.2. 提前让孩子感知幼儿园的环境与生活 

幼儿园对幼儿而言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但对家长而言，则是一个相对了熟悉的环境，家长可以通过

与幼儿交流提前让孩子感知幼儿园的环境和生活。比如，父母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与已经入园的孩子进行

交流，听其他幼儿讲幼儿园里好玩的游戏和新结交的小伙伴；父母也可以给孩子讲自己上幼儿园的故事，

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以此来激发幼儿对幼儿园的好奇和兴趣，让幼儿提前了解幼儿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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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幼儿园与家庭最大的区别就是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幼儿在幼儿园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自己上厕所，还要根据时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安排。为了让幼儿更好地适应幼

儿园的生活，家长可以在幼儿入园前一个月，开始鼓励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能

力。然后按照幼儿园的时间，来安排孩子在家的活动，比如几点吃午饭，几点午休等，当孩子有了一定

的时间观念后，幼儿也会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进入幼儿园，也就能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3.3. 主动与老师沟通引导孩子提高适应能力 

家园合作是促进幼儿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帮助幼儿适应幼儿园的过程中，家园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让家长能够更好地配合幼儿园展开教育工作，在幼儿刚入园之后，幼儿园通常会专门针对家长开设培

训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家长的态度以及家长解决幼儿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借助培

训能够指导家长科学地引导幼儿以正确的心态进入幼儿园，并为幼儿进入幼儿园做好前期工作[5]。为此，

家长应该积极地配合幼儿园的工作，积极参与到培训和讲解中，尽可能多地实践教师提供的方法，这样才

能更有效地引导幼儿改变对幼儿园的态度。另外，家长还应该在幼儿刚入园时，积极与教师沟通，了解幼

儿的表现和出现的问题，然后与教师一起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以此来帮助幼儿更快的适应幼儿园。 

3.4. 入园适应后家长要泛化适应能力 

幼儿在教师和家长的帮助和引导下会逐渐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会逐渐适应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的

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结交新的小伙伴，会慢慢地参与到游戏和活动中。幼儿适应幼儿园的主

要表现为上学时不哭闹、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和其他幼儿友好相处、积极参与班级活动、遵守幼儿

园规定等。家长在发现孩子已经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应该尽快地给予鼓励，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和适

应能力。同时，家长还要在幼儿适应集体生活后不断地拓宽幼儿的适应性，借助泛化幼儿的能力来帮助

幼儿更好地适应社会。 

4. 总结 

适应能力是个体能够在社会立足的基本能力，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尤其是

幼儿时期。幼儿在幼儿园环境中所形成的适应能力、行为习惯等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所以家长应

该重视对幼儿适应性的引导，提前为幼儿进入幼儿园做好准备工作，让幼儿在入园后能够尽快适应集体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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