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開心心上學去─ 讓孩子喜歡上學的小秘訣 
………………………………………………………………………………………………………………………………………………………………………………… 

每當新學期開始，幼稚園門口總會見到哭哭啼啼的孩子有如橡皮糖般，緊

緊黏附在趕著上班的父母身上，難分難捨的場面，任憑家長好說歹說、軟硬兼

施，都無法讓孩子快快樂樂的上學。對於剛上幼稚園的孩子而言，生活環境的

確起了很大的改變。面對生命中初次離開父母無微不至的呵護與照顧，獨立生

活、發展人際關係，性格外向、活潑型的孩子，或許一進幼稚園很快就能適應，

但依賴性強、比較內向的孩子，剛開始時，可能就需要父母事前做些基本工作，

幫助孩子順利度過難關。一般來說，孩子適應新環境約需 2-3 週，整個過程

要由周遭的成人用愛與規範來串連，才能讓子學習勇於面對未來而不懼怕。以

下提供一些小秘訣，給爸爸、媽媽們參考！ 
 

1.事先熟悉環境： 

在上學前，可以帶孩子到幼稚園參觀，熟悉一下園所環境，如：戶外滑梯、單槓、沙坑…

等好玩的遊戲設施，或是上課的教室、廁所等場所。對學校環境認識、了解越多，越能

減輕孩子上學時，因身處陌生環境而起的恐懼、焦慮、不安心情。而正式上學時，父母

也應視孩子適應情形，用漸進的方式陪伴(也就是說，在剛開學的第一個星期中，家長

送孩子入園時，可停留一段時間陪伴孩子活動，再每日逐漸減少陪伴時間)，減輕孩子

的分離焦慮。 

 

2.幫助孩子心理建設： 

上學前，父母可事先向幼兒預告學校有哪些好玩的事物，如：「幼稚園裡有好多老師和

小朋友，大家每天會一起說故事、玩遊戲、唱歌、畫畫…，好好玩！」，讓孩子產生盼

望早日上學的心情，並期待與老師、同伴見面；也可預告園內一天的活動作息流程，如：

「你可以去學校溜滑梯、玩拼圖，中午吃完飯、睡覺起來後，老師會帶你們去沙坑玩，

等你下午吃完點心，我就會來接你。」，協助幼兒建立正向的心理預備。而上學後，家

長應接納孩子不適應環境的各種情緒，要有耐心來面對適應力較差或學習速度較慢的孩

子，千萬不要用催促、指責的方式，或是恐嚇孩子，如：「你如果一直哭鬧，老師會不

喜歡你」、「你如果不聽話，老師就會處罰你」…等，以免孩子因不適應而拒絕上學。

(通常，三足歲以上的孩子身心發展狀況較適合團體生活，因此，如果孩子年紀確實太

小，又出現嚴重不適應狀況，父母也不應過分堅持。) 
 

3.加強孩子生活自理能力： 

平日鼓勵孩子在可行且安全的範圍內去探索，及接觸新事物，如：自己獨立吃飯、喝水、

上廁所、洗手、睡覺、穿脫衣服、整理玩具、收拾餐桌…等，這些成功經驗將讓孩子更

有信心去適應幼稚園的生活。 
 

4.調整生理時鐘：盡量配合幼稚園的生活制度，安排孩子在家的作息。 
 

5.家長態度：父母的正確心態，是幫助孩子適應環境很重要的因素。家長必須堅持天天

送孩子上學，即使孩子哭鬧，也不能妥協，放任孩子請假休息。而平日接送、或與他

人談起孩子在園情形時，不要明顯表現出心疼的樣子(因為孩子會順著你的「疼惜」情



緒而表現出可憐的樣子)，也不宜詢問幼兒：「你想不想媽媽？」，若孩子主動表示想

念，可回應他：「媽媽也好想你！但是，我很高興看到你在學校會好多事情(可具體舉

例說明)，變得很棒、很厲害！」。有些父母太在意孩子分離那一刻的哭鬧，也有些父

母將孩子交給老師後就趁機偷偷溜走，完全不顧孩子被拋棄的心理感受。其實，在分

離的時候，如果父母自己尚未預備好要離開，千萬不要太早向孩子傳遞離園訊息，但

是，一旦準備好，就應用溫和的態度，以平常心告訴孩子：「我要去上班了(堅定的語

氣)，你可以和老師、小朋友一起玩(正向的預告)，在下午吃完點心後(明確指出時間)，

我會來接你(承諾)。」，不論孩子的回答如何，只要確定他已經接收到這份訊息，就可

堅定的離去。若孩子剛入園時還能適應，但幾天後就吵著不要上學，詢問後僅說「不

好玩」而無其他特殊原因，通常可視為學習的過渡期，只要家長確實做到這些小秘訣，

再加上耐心的輔導，如：強調孩子現在表現良好、進步的地方，以及朋友、老師的關

心，還有具吸引力的教具…等，大部分孩子都會恢復對上學的熱愛。 

 

6.親師溝通：家長應與老師保持密切聯繫、溝通，以了解孩子在幼稚園裡生活的狀況。

通常，孩子在校的人際相處、老師的態度、以及教學方式等，都會影響孩子對上學的

喜愛，若是孩子出現不適應現象，需從上述幾個角度來探討，並協助孩子克服難題。

父母在孩子返家後，不要總是追問他：「今天吃了什麼？老師教了什麼？」，應多關

心孩子在學校的活動狀況及心情感受，瞭解孩子是否開心？又為何開心？ 
 

7.親子互動：父母可以用一些方法，為上學加些樂趣，例如：將送孩子上學當作是一次

小小的旅遊，放慢步調，每天一起觀察路邊景致的變化，沿路陪孩子說說話，而不要

匆匆忙忙的驅車直達校門口；多鼓勵孩子分享學校裡發生的事，對他的敘述和觀點表

示讚嘆、同理，有時也可以有小小的討論；多鼓勵孩子嘗試每天找一個不同的小朋友

一起玩，順便聊聊嘗試的過程及感覺，例如：「為什麼最後決定想（或不想）去找 xxx

玩？」；和孩子約定每天看望一次校園中的某一隻動物或某一棵植物，再回家告訴爸

爸媽媽，它（牠）今天有什麼不同？…不斷製造一些新的期待、不斷分享與肯定，讓

孩子的心情保持每日常新。平常，父母也可在家裡陪孩子玩玩角色扮演的遊戲，假扮

成他的同學或朋友，一方面可以瞭解孩子在學校的人際相處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讓

孩子有機會理解「別的小朋友的方式或想法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只要善加培養孩子的觀察、思考能力，孩子就會在學校發覺出許多樂趣。而父

母常傾聽孩子的感受，就能讓孩子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孤單的去上學，而且，

日復一日，上學都可以像探險一樣有趣！     
 文章摘自 及幼教育推廣組劉百玲老師編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