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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提早准备 孩子入园不哭闹

十月已过半， 宝宝入园已一月有余， 宝宝入园后适应吗？ 老师是否会喜欢我家宝宝
呢？ 一个个问号不断地“袭击” 着你的大脑。 很多孩子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 都会以大哭
来表达不满， 有孩子甚至用不吃饭、 不睡觉来“抗议”。 一些家长于心不忍， 第二天就帮
孩子请病假， 后来就变成隔三差五请假， 结果别的孩子已适应幼儿园生活， 他的孩子还哭
闹。 怎么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看看家长们提前做了哪些“功课”， 让孩子顺利适应幼儿
园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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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家长提前 “做功课”
培养孩子好习惯

回想起自家孩子刚上幼儿园
的场景， 在京城一家私企工作的
袁利敏干脆地表示 ： “非常顺
利。”

“想要让孩子顺利入园， 一
定要提前培养孩子独立意识 。”
袁利敏说 ， 幼儿园是一个大集
体 ， 每 个 班 的 教 师 加 上 保 育
员 大 概也就三个人 ， 但需要照
顾的是几十个孩子。 孩子上了幼
儿园后要得到与家里同样的照顾
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这种过分保
护对孩子成长未必有利， 所以上
幼儿园之前， 孩子很多好的习惯
是需要培养的， 家长们千万不能
偷懒。

“白领” 贺女士与袁利敏的
观点很一致， 不仅对孩子的 “习
惯” 非常看重， 而且她也觉得必
须要 “提前培养”。 “我家孩子
太皮了， 以前有很多不好的生活
习惯， 所以孩子上幼儿园前， 一
定要提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饭前自己主动去洗手、 自己能吃
饭、 用完画笔盖好笔帽、 见到长
辈问好。 这些， 听上去都是很简
单的事情， 临到入园才培养， 肯
定是来不及， 如果能提前搞定，
孩子入园要顺利很多。” 贺女士
表示。

“我家孩子以前有一点胆
小 ， 所以我觉得想让她顺利入
园， 一定要学会交朋友。” 在某
机关单位工作的秦晓静告诉记
者， “幼儿园里除了老师就是小
朋友， 老师肯定会招呼所有的小
朋友一起学知识， 或者做游戏，
但是更多的时候， 孩子们是需要
自己面对其他小朋友， 跟他们相
处的。 如果他不懂怎么跟别人交
流， 融入到其中， 我觉得他不会
感到快乐。 我家孩子一岁多的时
候 ， 开始和别的小朋友接触多
了， 我发现他有一点胆小， 我就
非常注意了， 还专门创造机会，
让他和别的小朋友多在一起玩，
培养他的社交能力。”

【支招】

妙招一：
循序渐进养成独立意识

“首先要独立吃饭、 喝水。
不要担心孩子会吃得满脸 、 满
身、 满地都是米饭。” 袁利敏介
绍说， “我事先在给孩子身边铺
一些报纸， 给孩子准备打不破的
碗和勺子， 以及一件容易清洗的
吃饭服。”

但是袁利敏也提醒家长们，
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绝对
不能急躁， 可以循序渐进， 重要
的是让孩子觉得通过自己能吃饭
这件事情， 感到自豪、 快乐。

袁利敏发现有的孩子入园后
仍用奶瓶喝水， “这不利于孩子
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更不利于孩
子 口 型 的 发 育 ” ， 袁 利 敏 说 ：
“要开始练习喝水， 可用塑料杯
子， 水倒得少点。 要教会孩子怎
样控制好杯子的倾斜度， 等孩子
学会后可以多倒一点。”

孩子在幼儿园尿裤子也是让
很多家长担心又尴尬的事， 所以
在袁利敏看来培养孩子独立上厕
所也很重要， “如果孩子想要大
小便还不能告诉大人， 或者还在
使用纸尿裤， 就要注意了。”

她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入
园准备时， 应该重点教会孩子说
“我要小便， 我要大便” 这样的
话， 免得给老师增加负担， 又避
免孩子受不洁之苦。 此外， 培养

孩子定时排便的习惯是个很好的
方法。 有一些孩子会憋尿， 要让
孩子知道憋尿的害处 。 另外 ，
在幼儿园都要午睡， 她也以过来
人的身份提示家长们， 要给孩子
提供穿脱方便的衣服、 裤子、 鞋
子。 午睡后能否自己穿衣服是孩
子自理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
志， 主要是帮助孩子学会分清衣
服 、 裤子的前后 ， 并学会扣扣
子。

妙招二：
借助培训机构引导孩子

“我家萱萱2岁4个半月， 我
就把她送到一所幼儿潜能发掘早
教机构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没
到入园年龄的女儿提早送进了幼
儿园。” 贺女士告诉记者， 别人
都说她有点儿狠。

贺女士说， 其实当时她比谁
都纠结， 孩子太小了， 而且我又
不上班， 完全可以再带一年正式
入园， 但被 “散养” 惯了女儿已
经开始出现一些坏习惯， 再这样
下去， 一年后正式入园的时候她
不但会有更多的坏习惯， 而且会
更加习惯她的坏习惯， 更难矫正
了。

贺女士罗列了几条当时女儿
的一些坏习惯， 例如： 吃饭的时
候随处乱跑， 要追着喂， 不吼她
几声根本不会坐下来， 一顿饭吃
下来至少40分钟， 本来热乎乎的
饭等吃完了也冰凉了； 小区里，
每天朝夕相处的小伙伴有吃糖
的， 有喝冷饮的， 她看到别人吃
肯定要； 不懂得分享， 自己的东
西抓紧了谁都不许碰， 而别人的
东西也要据为己有……所以， 贺
女士觉得， 必须要借助社会大家

庭的力量来帮助家长教育孩子、
引导孩子。

在早教机构里， 萱萱所在的
豆豆班里 ， 她是年龄最小的一
个。 一开始时不适应， 着实让贺
女士闹心了一阵子。 “每天送幼
儿园都像脑力大战一样， 想尽一
切办法安慰孩子让她不哭。” 可
老师的话却令贺女士很吃惊， 老
师说萱萱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别
看送的时候哭， 妈妈走了立马没
事儿了。 比她大的孩子其实更难
送， 一方面是早已习惯了家里的
生活， 还有就是主见更强些， 往
往更听不进去说劝。

很快， 萱萱就适应早教机构
的托班生活， 而更让贺女士惊喜
的是， 孩子很愿意回到家跟他们
分享见闻。 今天学的新儿歌、 画
了什么画， 小朋友出现了什么状
况， 都愿意和爸爸妈妈说。 “不

管表达的好不好， 但至少她表现
出了在幼儿园很开心， 而且这样
的沟通让我觉得是一种收获 。”
贺女士说。

妙招三：
创造条件协助孩子交朋友

“怎么跟其他孩子开口， 表
达想跟他一起玩这件事情很难，
却最重要。 虽然有些家长会反复
鼓励自己的孩子勇敢， 勇敢， 再
勇敢。 但我觉得， 直接教给他怎
么说， 要更好。” 秦晓静说。

“比如开始的时候， 当我家
孩子想加入其他小朋友的游戏
时， 我就教他， 要友好地向他询
问： 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游戏吗？
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 可以吗 ？”
秦晓静颇为自信地表示， “多尝
试几次， 当其他孩子接受了他 ，

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当他
适应了这种沟通方式， 跟其他小
朋友建立友谊就会容易很多。”

秦晓静认为， 游戏是培养孩
子合作交往能力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 她建议要多鼓励孩子参加
游戏活动， 让孩子走进别的小朋
友中间去玩。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
家里的独生子女， 往往容易以自
我为中心， 而与小朋友游戏就能
逐步让他们摆脱过于自我的状
况。

秦晓静介绍说， 虽然她和孩
子爸爸工作也很忙， 但是他们会
经常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 让孩
子跟其他小朋友玩。 通常是鼓励
他跟我们同住一个楼或者小区的
小朋友们玩， 有时也会带孩子参
加同学聚餐， 或者约几个朋友的
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到郊外旅
游。 孩子交到要好的小朋友， 他
们也会邀请小朋友来家里做客。
“我们会趁这个机会教宝宝如何
待客， 学习帮助别人， 学习分享
玩具， 而且还会适时的夸奖他：
你做的真好， 你真棒！ 我觉得这
样会大大激发孩子与小朋友长期
友好相处的愿望。”

“游戏的过程中， 一定要密
切注意孩子的反应和心情， 一旦
他们发生摩擦、 发脾气， 甚至开
始吵闹， 父母一定要给予正确的
引导和制止， 告诉宝宝在交友中
什么是应该的 ， 什么是不应该
的。” 秦晓静表示。

【成效】

孩子入园成“小标兵”

“孩子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去， 还会告诉我幼儿园的饭菜很
好吃。 我的同学跟我家孩子一样
大， 一起进幼儿园， 她常常跟我
抱怨， 孩子总是哭闹着不肯去，
后来分析了一下原因， 就是孩子
没有养成独立意识。 穿衣、 吃饭
都要依赖别人。 老师不可能有那
么多精力照顾得面面俱到， 孩子
自己又不会， 自然对去幼儿园心
生抵触。” 袁利敏表示。

去年， 年龄过关的萱萱被贺
女士送入了一家公立幼儿园。 贺
女士说， 新入幼儿园， 一开始还
怕她不适应， 没想到她适应特别
快， “班里老师特别喜欢她， 说
她特别懂事， 而且喜欢帮助小朋
友， 我觉得是因为她提前受过幼
儿园的教育 ， 表现出了自信 。”
今年9月， 萱萱升入了幼儿园中
班， 这个鬼灵精怪的小姑娘不但
懂规矩、 动手能力强， 听老师的
话， 还懂得帮助小朋友， 在老师
眼里， 是一个能起标兵作用的孩
子。

贺女士表示， 除了把活泼好
动的孩子送进早教机构， 让孩子
接受社会机构 “大家庭” 力量的
“扶正”， 她还有一个妙招， 就是
经常带女儿参加幼儿教育公益活
动。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是当前
推广的非常优质的教育方式， 孩
子多参加有益无害， 既带孩子开
阔了眼界， 锻炼了能力， 又增长
了知识， 而且每次活动都有不一
样的收获。”

“我儿子今年也上幼儿园
了， 刚入园的孩子开始都是上半
天， 别的孩子一看到家长来接都
高兴的不行， 赶忙回家， 我儿子
却对幼儿园有点恋恋不舍， 想跟
小朋友们继续玩， 不想回来， 还
要跟小朋友回家。” 说起孩子上
幼儿园的趣事， 秦晓静一直笑。
“其实， 我也挺欣慰的 ， 说明我
们的做法有了效果， 如果当初，
放任他胆小， 不敢跟其他孩子交
朋友、 玩游戏， 估计现在我们每
天就要为怎么送他到幼儿园发愁
了。”

宝宝入园准备，
你真的做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