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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入学适应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王桂霞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第一小学Ǔ宁夏Ǔ固原Ǔ756300

摘Ȟ要：本文探讨了小学入学适应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学习适应问题、社交适应问题、心理适应问题

和生活适应问题是新生面临的主要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入学前的准备和指导、关注学生心理状

况、培养良好习惯、提高社交能力以及建立家校共育机制等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提高

教育质量与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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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对孩子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许多孩

子在升入小学后会面临各种适应问题，如学习压力、社

交困难、心理波动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孩子的学习效

果，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

文旨在探讨小学入学适应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

的应对策略，以期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1��小学入学适应教育存在的问题

1.1  学习适应问题
（1）学习任务繁重。小学的学习任务相较于幼儿园

更加繁重，孩子们需要面对更多的课业负担和考试压

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学校，也来自于家庭和社会。

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各种

补习和培训，使得孩子在入学前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

学习压力。（2）学习环境变化。孩子们从幼儿园升入小
学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新的教室、新的

同学、新的老师，这些变化都可能让孩子感到不适应。

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幼儿园阶段已经习惯了宽松、自由的

学习氛围的孩子来说，小学严格的学习纪律和紧凑的学

习安排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3）学习方法转
变。小学的学习方法相较于幼儿园更加注重系统性和逻

辑性。然而，许多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并没有接受过系统

的学习训练，导致他们在小学的学习中缺乏有效的学习

方法。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还可能让他们对

学习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4）学习内容多样。小学
的学习内容相较于幼儿园更加丰富和多样，但同时也更

加复杂和抽象。孩子们在面对这些新的学习内容时，可

能会因为没有兴趣而缺乏学习动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在

宁夏幼小衔接专项课题《小学入学适应教育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NXJKG2438阶段性研究成果。

幼儿园阶段已经习惯了通过游戏和玩耍来学习的孩子来

说，小学的学习方式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枯燥和乏味。

1.2  社交适应问题
（1）社交环境变化。孩子们在进入小学后，需要面

对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班

级规则，这些变化都可能让孩子感到陌生和不安。特别

是对于那些在幼儿园阶段已经习惯了与熟悉的伙伴和老

师相处的孩子来说，小学的社交环境可能会让他们感到

无所适从。（2）沟通难度增加。小学的沟通相较于幼儿
园更加成熟和复杂。他们不仅需要学会与同学和老师进

行有效的沟通，还需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然而，

许多孩子在进入小学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和社

交经验，导致他们在沟通中遇到困难，难以融入集体。

（3）社交恐惧产生。一些孩子在进入小学后，由于对新
环境的陌生感和不安感，可能会产生社交恐惧。他们害

怕与人交往，不敢主动与他人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孤独

感和无助感。这种社交恐惧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社交能力

的发展，还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4）
人际关系紧张。小学的孩子们在相处中可能会因为各种

原因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班级中，由于人数众

多，孩子们之间的相处更加复杂。一些孩子由于缺乏自

我控制能力和谦让意识，可能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遇到

困难，导致人际关系紧张。

1.3  心理适应问题
（1）自信心不足。孩子们在进入小学后，需要面对

更多新的学习任务和挑战。然而，由于他们在幼儿园阶

段的学习经验和能力的差异，一些孩子可能会在面对新

的挑战时感到信心不足。他们担心自己无法达到预期目

标，甚至可能产生自卑感和挫败感。（2）孤独和无助
感。一些孩子在进入小学后，由于对新环境的陌生感和

不适应感，可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他们缺乏熟悉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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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和亲人，无法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1]。这种孤独和无助

感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发展，还可能对他们的

学习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3）情绪波动大。小学的孩
子们在面对新的学习任务和社交环境时，可能会产生各

种情绪波动。他们可能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

而感到沮丧、愤怒或焦虑。这些情绪波动不仅影响了他们

的学习效果，还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1.4  生活适应问题
（1）作息时间调整。小学的学习生活相较于幼儿园

更加紧凑和规律。孩子们需要适应新的作息时间，如早

起、午休等。然而，一些孩子在升入小学后，由于无法

适应新的作息时间，可能会导致身体疲劳和精神不振，

影响学习效果。（2）自理能力不足。小学的孩子们需
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如穿衣、吃饭、整理书包

等。然而，一些孩子在进入小学后，由于自理能力不

足，可能会在生活上遇到困难。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

活质量，还可能对他们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3）生活
习惯不良。一些孩子在进入小学后，由于缺乏良好的生

活习惯，如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可能会导致身体

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还可

能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小学入学适应教育的应对策略

2.1  加强入学前的准备和指导
（1）提高家长认识。提高家长对入学准备的认识，

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家长在孩子的入学适应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

心理状态，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和沟通技巧。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举办家长培训班、家长会等形式，向

家长传授入学准备的知识和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指导

孩子适应小学生活。（2）学校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新生
入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如课程安排、教师培训等。学校

在新生入学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详细

的课程计划、安排合适的教师资源、创设良好的学习环

境等。同时，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新生家长会、入学教

育等活动，帮助家长和孩子更好地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安排。（3）提前了解规章制度。提前了解学校的
规章制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学生在入

学前应该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学习要求，并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这可以通过参加入学前的培训

班、夏令营等活动来实现。同时，家长也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引导孩子逐渐适应小学的节奏和要求。

2.2  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
辅导

（1）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学校应该建立心理辅导机
制，为新生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辅导。心理辅导老师

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测评等活动，了解学生的

心理状况和需求，并制定相应的辅导方案。同时，学校

还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应对

压力、调节情绪的方法。（2）增强自信心。激发孩子
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增强自信心。家长可以通过讲述小

学生活的趣事、参观小学校园等方式，激发孩子对新环

境的好奇心。同时，家长还可以通过让孩子独立完成力

所能及的任务、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等方式，帮助孩子

建立自信心。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小学生

活，减少焦虑和恐惧情绪。（3）加强家校沟通。家长和
学校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

家长应该定期与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了解

孩子的优点和不足，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

家长也应该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如家长会、亲子

运动会等，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和合作。

2.3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1）制定合理作息时间。家长应与孩子一起制定合

理的作息时间表，并严格执行。规律的作息时间可以帮

助孩子逐渐适应小学的节奏和要求。家长可以与孩子一

起制定作息时间表，包括起床、洗漱、早餐、学习、休

息、晚餐、睡前准备等各个环节，并严格执行。这有助

于孩子形成良好的生物钟和作息习惯 [2]。（2）注重饮
食均衡。家长应注重孩子的饮食均衡，多提供富含蛋白

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良好的营养是孩子学习和

成长的基础。家长应该注重孩子的饮食均衡，提供多样

化的食物，避免过多摄入高糖、高脂肪的快餐和零食。

同时，家长还应该鼓励孩子定时定量进餐，培养健康的

饮食习惯。（3）培养阅读习惯。阅读是打开知识大门
的钥匙。家长可以从孩子感兴趣的书籍入手，每天安排

一定的阅读时间，与孩子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通过阅

读，不仅可以拓宽孩子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的语言

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4）锻炼专注力。家长可以通过
一些简单的游戏或练习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小学课堂

对孩子们的专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长可以通过一

些简单的游戏或练习，如拼图、画画、听故事时保持安

静等，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同时，家长也应该避免在

孩子学习时过多打扰，为他们创造一个安静、专注的学

习环境。

2.4  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
（1）学会分享与协作。家长应引导孩子学会分享自

己的玩具、食物和想法，同时鼓励他们在团队活动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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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相互协作。这不仅能增进孩子之间的友谊，还

能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2）扩展社交圈子。鼓励
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社团或俱乐部，帮助他们扩展社交

圈子。课外活动是孩子社交的重要场所。家长可以鼓励

孩子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社团或俱乐部，帮助他们结交

新朋友，扩展社交圈子。这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社交能

力，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3）解决社交
困难。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帮助他

们解决社交困难。孩子在社交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挑战。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和挑战。同时，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一起参

加社交活动、引导孩子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方式，提高

孩子的社交能力。

2.5  推进教育信息化，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率
（1）信息化促入学适应。在小学入学适应教育里，

推进教育信息化对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率意义重大。通过

专业的心理测试系统，能深入洞察新入学儿童的心理世

界。比如运用儿童焦虑自评量表，可直观了解他们初

入小学的紧张程度；借助社交行为观察量表，分析其社

交主动性和融入能力，及时发现心理适应欠佳的孩子。

（2）心理测评促教育。在学习需求方面，利用智能学
习分析系统，全面评估儿童的知识储备，如语文的识字

量、数学的运算水平等。同时，还能精准把握他们的学

习风格，是偏好视觉学习，还是更适应听觉学习。教师

依据这些详尽信息，为每个孩子量身打造入学适应教育

方案，助力他们顺利开启小学学习之旅。

2.6  建立家校共育机制，加强家校沟通与合作
（1）定期召开家长会。学校应定期召开家长会，向

家长汇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

议。这不仅可以加强家校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还可以共

同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2）利用家校
联系册。利用家校联系册等书面形式，记录学生的成长

轨迹和家校沟通情况。家校联系册是一种有效的家校沟

通工具。老师可以定期在家校联系册上记录学生的学习

情况、行为习惯、心理状态等信息，家长则可以回复孩

子的在家表现和对学校的建议。通过这种形式，家校双

方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成长轨迹，共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3）鼓励家长参与志愿活动。鼓励家长参
与学校的志愿活动，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家长志愿者

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学校可以鼓励家长根据

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参与学校的各种志愿活动，如协助组

织课外活动、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等[3]。这不仅可以

增强家长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还可以共同关注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4）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学校应为家
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他们掌握正确的教育方

法和技巧。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学

校可以通过举办家庭教育讲座、提供家庭教育咨询等方

式，为家长提供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这可

以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和需求，掌握正

确的教育方法和技巧，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结束语

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

家校双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通过加强入学前的准备和

指导、关注学生心理状况、培养良好习惯、提高社交能

力、推进教育信息化以及建立家校共育机制等策略，我

们可以有效地解决新生面临的适应问题，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小学生活。未来，我们还应持续关注小学入学适

应教育的发展动态，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加科学、有效的

教育方法和策略，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

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袁樱,李霜.基础教育改革视角下小学入学适应教育
现状调查研究[J].菏泽学院学报,2023,45(4):85-89.

[2]白学军,杨莹,李馨,等.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教
育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来自教师的报告[J].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0-75,94.

[3]陈冬艳.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入学适应教育研究[J].
学前教育论坛,2024(2):5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