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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 究有六个小班的 名三 岁至 四 岁半的 儿童参加
,

其 中 名 为非独生子
,

名 为本班的配付独生子
。

使 用的方法 为观察与问卷
。

结果表明 三至四 岁半

的独生子 与非独生子入幼 儿 园第一个月的适应行为无显著差异
。

报告也讨论 了

影响 入 园困难的 因素
,

研 究入 园问题的 良好指标 以 及有效的教学措施等
。

儿童入园所表现出来的痛苦
,

即与亲人暂时分离而产生的分离焦虑
,

是家 长 和 老 师

都很关心的问题
。

国外
,

早在
一

年
,

瓦西布恩 〔。 就探讨过这个 问 题
。

他

记录了从 个月到 奋岁儿童每天入园头 分钟的社会行为
。

随后
,

吉尔席而德和范特
,

’

。 〔, , ,

海尼克
, , , ,

雷耶
, 〔‘ ,等人 也 在

这方面做了些工作
。

总的看来
,

这个阶段的研究都证明入园初期儿童的行为变化较大
,

入

园经验对
”

积极
”的个性特征的发展有帮助等

。

七十年代以后
,

这方面的研究增多了
,

有一

些直接探讨焦虑的报告发表了
。

如梅格英泰尔
, 了 等人的关于分离焦虑与

入幼儿园的适应的关系 ”气梅格英泰尔和伍尔夫
, 子 的关于学前儿童的分离

焦虑与攻击行为的抑制问题叫
、

塔玛罗夫
,

的儿童的分离焦虑与认 知 功

能科特以及莱曼 五
, 了 的住院儿童的分离焦虑对行为的影响的追踪料朴等报告

。

他们着重探讨了儿童与父母分离时的
“

痛苦
”
的特点

、

程度
,

以及影响这种情绪的周素
。

此

外
,

梅格英泰尔等人还对布尔摆的依恋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这类

问题奠定了基础
。

但是
,

从独生子与非独生子在入园适应方面的差异作比较的报告 还 没

有见过
,

而这个问题正可能是反映独生子与非独生子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 , 因为独生

子一般是出生在一个只有成人的家庭里
,

而非独生子出生时
,

家中巳有小孩
,

从理论上说
,

他已有过一段适应儿童伙伴的经验
,

所以很可能在六幼儿园的适应苛动上有反映
,

本研究
就是基于这种思想来做的

。

本文于 匀 年 月 日收到
一

’ 、

”
’

份 本研究是由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

样 本研究是在北京市曙光幼儿园
、

后海幼儿园
、

新文化街幼儿园
,

前海幼儿园
、

鲍家街幼儿园的小班进 行 的
,

,

每个班的老师都做了大量工作一并致谢

料价 系下文作者之一 教授手赠稿
“ , , ,

玩
, , 眨 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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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 名三至四岁半的儿童
,

他们来自本市五个幼儿园的六 个 新 入 园

的小班
。

其中 名为重点对象
,

名为非独生子
,

另 名为配对独生子
,

系从余下的

名独生子中选出并暗设在班里的
。

配对是在本班范围内进行的
。

配对条件按顺序是 是

否入过托儿所 , 有无寄托经验 , 家中主要看管人是父母还是老人 主要看管人是否换过 性

别和年龄 按半岁为一个年缭段
‘一

经统计处理
,

配对组在以上六个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

所

以是等组
。

由于儿童年龄小
,

父母的文化程度
、

工作职务
、

经济情况对适应等行为 影 响不

大
,

在配对时仅作参考
。

被试儿童的情况见表
。

衰 全体被试儿宜个人情况

星一牛斗竺生华瞥担竿华牛
男 孩 了

一
别

一万少万一二
人 过

·

入 过 托 儿 所 否 卜
未 人 过

‘

‘ 】 “ 】
“

寄 养 过 一

丁一丁一

一 ⋯
,

端一仁汁寸卞
换 过 , 。 , 。。

·

看管人是 否 换 过
未 换 过 】

‘ ’

设计

一
、

观察和评等级 主要由每个班的两位老师共同进行
,

从儿童入园第一天 开 始
,

为

期一个月
。

本文作者每周到每个班观察一天
。

观察时间是从儿童每天入园到离 园
,

当 晚

填写观察记录
,

分 入园时情绪 与老师
、

同伴的关系 一 日情绪
,

午睡情况等
。

并按 三 等
价 有一个班因故未参加此项逐日记录 只做了一般观察



心 理 学 报 年

制评等
。

五个班朴 教师记录的一致率分别为 拓
,

男
,

拓
,

万
,

万
。

二
、

问卷 发给家长填写
。

一份是儿童在入园初期在家的行为表现和 特 点
。

有 个

行为项 目 第几天高兴入园 父母对他是否格外亲热 常讲幼儿园的事吗 什么印象最

深 ‘ 日情绪如何 是否还缠住父母 是否更加听话 有无不 良习惯等
。

每一个行为项

目又下分几个可能的情况
,

共 个 另一份是在儿童入 园一个月后在家的行为表现 和 特

点
。

有 个行为项 目 现在是否高兴入 园了 还常讲幼儿园的事吗 自我服务有 进 步

吗 是否缠住大人不放 是否较前听话 是否爱打扰别人 是否爱挑吃
、

穿 有无 文 明

习惯 胆小改了吗 怕困难改了吗 不爱惜东西改了吗 不 良习惯改了吗 是否任性

是否能与小朋友合作玩玩具等
。

下又分 个情况
,

家长要根据观察来填写
。

这些行 为 项

目都是前人研究中与入园适应环境最有关系的行为表现
。

结 果

一
、

类型

主要根据 儿童每日早上来园时与家长分离的
“

痛苦
”

表现和 在园一 日情绪

表现这两个指标
,

把儿童入园适应困难分为以下八个类型见表
。

表 有适应困难儿童的困难类型
’

针
·

’ 一 ” ”
’ ’了 ’

“ 一

扩 止塑史生孟 卜
月

兰兰 二 一生
】人 , 人 男 人

⋯
︸甘八门

,立

⋯
劝土的,‘几

丹︸

⋯
工卜‘

一 ··

丹‘

与亲人分离时情绪坏
,

白天情绪不稳定 但两者不一定同步

情况同前 但外加语言抗议 有时形成固定的
“

一串话
”

与亲人分离时非常痛苦
,

白天情绪坏
,

要特殊照顾
,

持续时 间不
等 有的达一个月

。

第一
、

二天与家长分离时情绪坏 以后不明显 白天情绪 表现紧
张

、

呆板 但不哭闹

与家长分离时情绪不好 白天也不好 两者完全同步

只与家长分离时情绪不好
,

白天情绪好
,

两者不同步

与亲人分离时情绪较差 白天情绪也不好 但不如一类强 烈
,

只
是持续时间长

,

有时还请假不来

与亲人分离时愉快
,

但特别受别人影响
,

而变得情绪不好

口‘‘胜

门几勺‘弓︸民几‘丹

从上表可见 独生子和非独生子在适应新环境的类型上没有显著差异
。

除了表 所表现的情况外
,

还有几点值得提及 主 吃
、

喝可以和痛苦情绪不同步
,

仅个别儿童第一个星期有减食现象
。

绝大部分有入园困难的儿童午睡受影 响 , 儿 童

入园头两周很少表现相互交往的活动
,

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由老师组织和指挥
。

以后
,

他们

情绪渐渐稳定
,

才开始与同桌邻近小朋友往来 一个月末才发展到与其他儿童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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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程度
‘

分三等 在梅格尔泰尔等人所用的等级上修订 一等 非常痛苦 二等 有痛苦
,

持

续时间短些
,

与一等儿童的表现有量的区别 三等 基本无痛苦
,

或者行为上无明显表现
,

这类儿童的适应行为与前两等儿童有质的区别
。

独生子与非独生子适应环境的困难程度见表 和图
。

表 两类儿童适应困难的程度

铃率迭形重阵二三兰兰些兰述华华奥二 ⋯
一

—
牛 匕干二一一二‘一咨一

一 等 了
·

‘ ‘ ’

二 等 ’ ,
‘

, ’ ‘
’

三 等 】
‘

·

,
’

妙

显著性 不显著

赞 指行为和个人特点的等级分布的百分数的重迭量
一一与亲人分离目

表现的痛苦

—一日情绪表现

周 。

女 , 岁 个月
、

独生子
省莎‘ 日期

‘,孟

心过到 非独生子

次

龚龚
韩

,

女
,

岁 个月
,

非独生子

程度 乌级年氛芬
万

期
‘

闰
,

女
,

岁 个月 独生子

图 两类儿童适应困难程度的重迭率 拓 图 适应有困难儿童的类型的逐日记录

从上表 可见
,

独生子与非独生子属于一等的各有 人
,

各占总人数的 万 , 属 于

二等的 人和 人
,

各占 多和 书 属于三等的各有 人和 人
,

各占 多和

多
。

将属于一等和二等的儿童合并起来 均属有痛苦的
,

与属于三等的儿童进行
“

考验
, ‘

发现无显著差异
。

再从各等人数的百分数分配的重迭量
,

即重迭率来看
,

也说 明 无

显著差异 重迭量 二 万 图
。

综合类型和等级
,

从每 日的观察记录
,

有几点值得提及 儿童入园时的痛苦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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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情绪可以同步
,

也可以不同步
,

两者并无明显相关 入园痛苦的程度在第一个 月 内

较明显
,

特别是头两周 图
。

从以上可见儿童是否独生子与入园是否有适应困难
,

无显著关系
,

那么
,

什么因 素 和

儿童的入园痛苦有关呢 这里根据 儿童是否有入托经验 短期的
、

性别
、

年龄 按 半 岁

为一个年龄段 又进行了分析
,

结果见表
。

表 按不同类别分析的儿宜适应困难的情况

等 级

入 托 过 否 性
’

另” 年 龄

入 匕汁 。 , 一 、 未 托 过 , ‘ 。 、 卉 , , 、 一 驰岁 今包岁一 岁 一 今五岁
, 、 」‘ 人‘ 、 人 ‘ 了。‘ 压 、 夕 、性 奋沪、 、 , 、 , 、 、 , 、

—一
一一丫声 , 一一一 , 一一二一

一一
卜止片坦一

人 终 人 多 人 拓 人 】多 人 】多 人 拓 人
。 一

⋯⋯
一

】
‘

】
‘

」
‘

’

‘

’

‘。
‘

一

已

六月︸叹时

⋯
附己

、口上咬‘

默
等等等

重迭率多 ‘

二 考验 二 一。了
·

。。
,

。
,

。。

一 了 一 一

不显著 沪二 匀
,

月‘几一

根据 护 考验的结果发现 儿童有无入托经验直接影响适应能力
,

没有入托经验

的儿童
,

不管他是否独生子
,

痛苦大得多
,

经统计考验达到非常显著的水 平 扩二
,

尸 , 年龄也是与适应困难与否有直接关系的因素
,

三至三岁半的小年龄的儿

童
,

不管他是否独生子
,

痛苦比较大的人数也比四至四岁半的大年龄的 童多
。

经统计处

理
,

也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

砂 舫
,

尸 性别与适应困难无关
。

从重迭率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 入过托与否的重迭率为 书 , 年龄大小的重迭率

三至三岁半组与三岁半至四岁组为 拓 三至三岁半组与西至四岁半组为 万、三岁

半至四岁组与四至四岁半组为 书 男女性别的重迭率为 拓 图
。

自‘ 甲‘刁

一 备岁

合一 岁

器

入过托的
未入过托

电

二习男孩
的 〔习女孩

亡二】

〔二习

〔二〕‘一‘

含岁

口

二
瑟

印动
次

’

”污
程度

图 按不同类别分析的儿童适应困难的重迭率

三
、

两类 童入园初期与一个月后在

家行为的变化

探讨儿童入园 , 也要考虑入园以 后 在

家里的行为表现才全面
。

这里用问卷要家

长填写的方法收集了材料
。

从父母填写的问卷分 析 可 见 用 劳

夏一贝克尔
尹

五。一
表检验

,

儿童

入园初期
,

个行为项 目的 个情况 中 有

个 占 万
,

独生子与非独生子有 非 常

显著或显著的差别
,

约占总项目的三 分 之

一
。

但从重迭率来看
,

平 均 是 了多
,

比

较高
。

最大的是
“

常常讲幼儿园的事
”

拓 表 和图
。

只有
“

是否更听话
”

这一项

不到百分之七十 多 表 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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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类儿童入园初期在家行为有最大与最小重迭率的项目

岭

咨

行行 为 项 目目 非 独 生 子子 独 生 子子 尸协协 重迭率率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人人人人 多多 人人

最最大项目 正是这样样

““

是否常讲幼儿园事
””

有时是这样样
,

很少这样样
一 、

最最小项目 和以前一样听话话

““

是否更听话
””

和以前一样不听话话

比较听话了了

听话多了了

其他他

, 用 五 一

表检验
, ,

时
,

也 。。 , 。
·

‘们刀卜

︺一明
户,护

子
‘

‘
山丹生︸

。

恤,。﹄目刀,一︸刊曰曰匕一︸选一叨
。

儿童入园一个月 以后
,

在 个行为项

目的 个情况中只有 种
,

占 拓
,

独生
子与非独生子有非常显著或显著的 差 别

,

约占总项 目的六分之一
。

这说 明 两 类 儿

童在入园一个月后
,

有差
‘

异 的 行 为 项 目

减少 了
。

从重迭率来看
,

平均是 形
,

也

比较高
。

最大的是
“

现在高兴入园了吗
”

·

多 表 和图
,

最小的是 “
‘

胆小

改了吗
”

万 表 和图 刀
,

独生子

昌
习陋生子
独生子 。非独生子

皿二

边择
、

次

最大项目
“

常讲幼
儿园的事

”

书
图 两类儿童入园初期在家行为有最大

’

与最小重送率的项目

大有进步的项 目是 甘不爱惜东西的毛病改多了
” 、 “

自我服务的能力增强了
”

非独生子大

有进步的行为项 目是
“

胆小改多了
” 、 “

不抢小朋友的玩具了
” ,

两类儿童都有比对方进步

大的行为项 目
。

表 两类儿童入园一个月后在家行为有最大与最小重迭率项目

—, 一一

—尸 , 一万下几获刃弃万了飞一下芍一卿了戛甚寥
行 为 项 目

——
尸铸

—一一十丫 ‘篇斗二丹一生斗止州竺洲 斗立·

很高兴去
· ·

一

鳅项目

一 一
卜

一
·

有点勉强 , ,
·

一
, ·

‘ ,

现在高兴入园了吗
”

·

一
毕翌半一毕斗竺丰羊目匕毕牛一

’
‘

原来就不胆小 ’
·

‘ ’
·

。 一

最小项目 没改 劝
·

一
滚

·

“

胆小改了吗
” ·

有点改了 ‘ ‘
·

】 “ ‘ , 一

口
’

改多了 ‘。 ‘ 。

州
见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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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生子
独生子

口诫
子

仁二 独生子 讨 论口口
共

厂
,

的动

众

选择 选择

、

最大项目
“

高兴入
·

最小项目 “

胆小
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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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类儿童入园一个月后在家行为有最大重迭

率与最小重迭率的项目

一
、

独生子与非独生子适应行为

有无差异及其原因

分析观察的材料发现 与原假设

相反
,

独生子与非独生子入幼儿 园 的

适应行为无显著差异
,

可能的原因有

这里的非独生子有 多是家庭中

的
“

老小 ’,

与上一孩相隔平均为六
、 一

七

岁
,

等于家里多了一个
“

小大人
” ,

不是

多了一个同伴 三
、

四岁儿童年龄还小
,

生活一切都在成人的照顾之下
,

难以有机会让

两类儿童表现出不同特点
’

早期短暂的入托或寄托经验
,

在一定程度上
“

削平
”

了两类

儿童行为的 区别 个别差异大于出身顺序的影响 年龄规律大于出生 顺 序 的 影

响 三至四岁儿童 不管是否独生子 的内抑制相对地说巳经有一定的发展
,

所以虽然

他们有焦虑或痛苦的情绪状态
,

但不一定在幼儿园表现出来
。

二
、

影响适应困难的因素

一 过去经验 经验对于丫欠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

入过托与否是这个

年龄阶段儿童最主要的
、

不同的社会经验
。

本研究 名儿童中有 名 占 万 儿童入过其他托儿所气时间为一
、

二个月 到半
年

,

有 名未入过托儿所 占 万
。

入过托的儿童中有 人 占入过托的 儿 童 的

拓 有不同程度的适应困难
,

而没有入过托的儿童却有 人 占未入托的儿童的
·

多

有此困难
。

两者之比为
,

后者高出三倍多
。

这源于未入过托的儿童离开亲人
,

置身于

陌生环境有
“

不安全感
” ,

常思念亲人
,

回忆过去在家的愉快体验
,

感到痛苦 入过托的儿童

已经有过短时的集体生活的经验
,

行为习惯已被
“

塑造
”

过了
,

加以
“

入园一与家人团 聚 一

入园一与家人团聚
”

这个循环早已形成
, “

回家与家人团聚
”

也是生活循环中的一个 环 节
,

所以他们较少
“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
川不知呆多久

’,

的焦虑
。

当然
,

这个因素也不是 绝 对

的
。

二 亲子联结 —亲子依恋程度 亲子关系愈紧密
,

入园焦虑表现愈明显
。

这里所

说的
“

亲
”

包括父母
、

老人和寄养家的代替亲人
。

材料表明
,

有适应困难的儿童与其亲人关

系十分密切
。

特别是未入过托
、

但寄养过的儿童
,

困难更大
。

个这样的儿童中有 人
,

占 多
,

有困难
。

这些老人整天和儿童在一起
,

养成亲密的亲子联结
,

使他们难以适应

新情景
。

这 , 点证明了布尔摆的
“

亲子依恋
”

的理论
。

三 年龄规律 年龄因素在幼小儿童的心理发展上往往表现得特别明显
。

材料的

分析表明 一 士岁
,

女一 岁和 一 丢岁三个年龄组适应有困难的儿童人数的百分数按规

律递减
,

是本研究中规律最明显的一个因素
。

把两类儿童合并计算
,

按年龄从小到大有适

如 ,

一 一
一 一 卜 , 州‘‘ ,

一一
,

必 在今天的北京 要在少数幼儿园坎完全没有入过托儿所的三至四岁儿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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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困难的百分数分别是 多
、

书和 形
,

这是因为相对来看
,

三至三岁半儿童依

赖父母的照顾多些
,

社会经验少些
,

在陌生环境中感到潜在的危险大些
,

不安全感多些
。

四 其他因素 在全部儿童中有 人是
“

三有
”

儿童 即入过托
、

寄托在老人 家 过
,

寄托在私人托儿家庭过 , 其中 人仍有入园困难
,

占 有 人是
“

三无
”

儿童 与上面三

个情况正相反 其中 人无入园困难
,

占
,

约
。

同时
,

入过托的儿童中还有适应有

困难的
,

人
,

占 多 未入过托的儿童中也有 人
,

无适应困难占 多
。

这都说明尚

有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
,

比如儿童的素质
、

托儿所的质量
、

寄养的家庭主妇与儿童的 关 系

等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儿童入 园时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与一 日情绪不一定同步问题

本研究 名有适应 困难的儿童中
,

有 名与家长分离时所表现的痛苦和一 日在 园 情

绪不同步 分离时很痛苦
,

在园时
,

常表现很愉快
,

吃喝不受影响
。

这种现象在小 年 龄组

儿童那里更明显
,

这可能是由于三至四岁半儿童的思惟还带有很大的直观性
。

虽然 与 亲

人暂时分离有痛苦
,

但老师不断用新颖的玩具
、

有趣的活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

使他 们
,’沱

”

于眼下的活动
,

淡忘了陌生的情景
。

再说
,

吃饭是生理的需要
,

有一定的周期
,

这种生

理上的需求超过心理的需要
,

所以虽然他初有与亲人分离的痛苦
,

但仍然愉快进 餐
,

表 现

为与亲人暂时分离时的痛苦和一 日情绪反应不同步
。

四
、

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和分离焦虑

国外研究表明 攻击行为与分离焦虑有关 或为正相关 〔海尼克帅和西格尔
,

〕〔,

域为负相关 〔伊萨克斯
,

〕〔‘ ,和 〔沙拉松 等 人
,

〕
‘ ,或 与

焦虑
“

水平
”

有关 梅格英泰尔和伍尔夫
,

盯 〔“ 。

本研究未发现任何一种规 律
。

原 因可

能有两个 初入园一个月内的儿童的活动全是在教师组织下进行的
,

儿童发生 直 接

接触的机会很少 三至四岁半儿童已经有了比较强的内抑制 了
,

即使有的儿童可能有

攻击的动机
,

也不表现出明显的攻击行为
。

五
、

研究入园困难的指标

童入园适应困难主要表现在情绪上
。

这里原采用了 与母亲 或亲人 分离瞬

间是否表现明显的不愉快情绪 一 日情绪好坏 与母亲 或亲人 再见到时是否格

外高兴
。

结果表明
‘

和 能反映儿童的适应困难的程度
,

不能
,

因为所有儿童

再见到亲人时都格外高兴
。

所以 不是一个好指标
。

可是儿童有适应困难者在午睡时

均有一定表现
,

有的儿童还只表现在午睡上
。

这是因为在午睡时吸引他的刺激物暂 时 没

有了
,

‘

在家中形成的特殊睡前习惯
,

如摸毛 巾被
、

成人在旁陪伴等等
,

开始发生作 用
,

使 他

不适应
,

感到失去安全
,

因而产生
”

痛苦
” ,

睡不着
。

所以研究儿童的适应困难的指标 应 该

是 入园时与亲人暂时分离的情绪反应 一 旦情绪变化 午睡有无困难
。

六
、

有效的减轻儿童入园痛苦的教育措施

为了减轻儿童入园适应的困难
,

教师们采用了许多方法
,

其中有的方法 效 果 显 著
,

如 在儿童入园前做好家访
,

在家里和儿童第一次见面
,

热情地和他谈幼儿园的事
,

有时还带去幼儿园的玩具
,

并留下让他玩 , 入托前把儿童带来幼儿园
,

让他先熟 悉 环

境 在家访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儿童适应其它环境 如带到姥姥家 ⋯ ⋯ 的特点
,

到入园

时分批枷坏 最光收托容易适应环境的儿童 , 为适应有困难的儿拿找一小伙
‘

伴
,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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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帮助他 , 允许有困难的儿童短时不参加集体活动
,

由年长的阿姨专门带领 用

玩具吸引
,

转移注意 了 对有进步的儿童发表扬花
、

小红旗
,

以资鼓励 做好家 长 思

想工作
,

不返回来看孩子
,

否则容易使孩子不信任老师和阿姨
。

以上这些做法 之 所 以 有

效
,

主要是减轻了儿童的陌生感
,

增加安全感
,

对进步的行为有奖励
,

增加子自尊心和 自信

心
。

小 结

一
、

三至四岁半的独生子与非独生子在入幼儿园的适应行为上 无 显 著 差 别
。

原 因

有 非独生子在家的实际地位与独生子基本相同 儿童年龄小
,

均由大人照看
,

尚无 机 会

表现各自的特点 年龄规律或个别差异大过出生顺序 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内抑制等

二
、

影响入园适应行为的因素有 过去经验 亲子联结
一

年龄规律 ,

其他

三
、

研究儿童入园适应行为的 良好指标是 与亲人分离瞬间的情绪表现 午

睡有无困难 一 日情绪状态

四
、

肯效地减轻儿童入园痛苦的教育措施有 事先让儿童熟悉幼儿园老师和幼 儿 园

环境 用发小红花或小红旗等强化物鼓励进步行为 允许有一定困难的儿童暂时不参加集

体活动
,

由阿姨或小伙伴专门陪伴 用玩具吸引
、

转移注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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