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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详细观察和记录了H幼儿园小一班幼儿一日活动中的过渡环节,结果显

示：小一班一日生活中的过渡环节存在着长时间等待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幼儿多表现为静坐发

呆,随意走动,说话打闹等。消极等待不利于幼儿良好个性的发展,也不利于幼儿能力的培养、体质的增

强。因此,应及时改善幼儿消极等待现象,发挥过渡环节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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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一日生活包括入园、离园、

进餐、睡眠、喝水、如厕盥洗、学习、

游戏,各种活动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过渡环节是指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各项活

动之间的衔接转换,是非正式的,自由的

环节。过渡环节本身有很好的教育价值,

然而,目前一些幼儿园存在幼儿在过渡

环节长时间等待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

现象。判定幼儿是否在消极等待,不但

要留意他的外在行为表现,也要关注其

心理活动。例如,有的幼儿虽然在进行

一些动作,不是静坐,但如果其动作单

一、机械,那么实际上他的内心并没有

思考投入,而是在消极等待。好的过渡

环节活动应该避免形式上和实质上的

消极等待[1]。 

1 一日生活中幼儿消极等待

现状 

本研究以一日生活中“如厕盥洗、

午饭前”两个环节为例观察记录H幼儿

园小一班幼儿的消极等待表现。 

案例一： 

环节：如厕盥洗 

时间：10：15——10:30 

消极等待持续时间：10分钟 

一节集体教学活动结束后,老师叫

男孩女孩分组去卫生间,轮到可儿这组,

她说,老师我现在还不想去。老师说,不

想去就安静的坐在座位上。接着可儿就

在座位上左动动右动动,一会拉开衣服

的拉链,想脱外套,一会又穿上。主班老

师在门口看着孩子们排好队有秩序的走

进卫生间,保育老师在卫生间里看着幼

儿如厕后洗手,可儿东张西望的看着混

乱的教室。一会,她旁边座位的男孩小于

回来了,他上半身趴在桌子上,正要把腿

也放上去。可儿伸手阻止小于,大声地说

不能爬到桌子上,小于还是继续爬,可儿

只好说,我要告诉老师了,她对老师说,

小于爬桌子。老师说不要管他。可儿转

过身虽不再阻止,可眼神还是盯着小于。

小于见老师不管他,整个人爬上桌子上

做起了游泳的动作,这时邻座的男孩回

来,看见小于霸占着桌子的大面积,告诉

老师,小于占着我的位置。老师站在远处

出声制止小于马上下来,小于沉浸其中

没有下来的意思,老师这才走过来,将小

于整个人抱下桌子。 

案例二： 

环节：午饭前 

时间：10:45——11：00 

消极等待持续时间：15分钟 

午饭前,幼儿趴在桌子上休息,两位

老师在一边讨论着什么。小赵到前面拿

了一张纸巾,他先把纸巾拆成两张,用其

中一张擦鼻涕,然后把用过的纸巾扔进

垃圾桶,回到座位上玩起了另一张纸。他

先将纸巾对折,盯着看了一会,后又将纸

巾撕成一条一条的,拿在手里吹着玩,玩

了一会又把纸巾团在一起,起身离开座

位又去拿了一张纸巾。其他几个幼儿也

玩着手中的纸巾,观察者走到小赵的座

位前试图与他进行交流,问他在玩些什

么,小赵说自己在玩纸,然后不再抬头,

就这样过了一会,到了午饭时间。 

可以看出幼儿的消极等待现象多发

生在一日生活的过渡环节,由于教师在

过渡环节时没有规定具体的活动内容,

幼儿不知该做些什么,只能无所事事的

等待。幼儿消极等待的表现一般为静坐

发呆、随意走动、说话打闹等。面对幼

儿的这些表现,教师有时忙于做事、无暇

顾及,更多时候是在旁观、放任不管[2]。 

2 消极等待对幼儿的不利影响 

消极等待对幼儿的不利影响至少有

两点：一是不利于幼儿良好个性的发展。

幼儿期,是个性形成的关键期,是培养幼

儿活泼开朗性格的时期。幼儿园一日生

活的各个环节容易呈现为“静态管理”,

即每一个环节都是同步的,先完成的幼

儿要等待还没有结束的幼儿。教师要求

幼儿的步调统一,却忽略了幼儿的个性

差异性。等待时间过长、次数过多,幼儿

容易形成一些不良性格：胆小、孤僻、

内向等。二是不利于幼儿体质的增强。

幼儿期,是孩子动作发展的关键期。幼儿

活动时可以通过锻炼使骨骼得到发育,

动作方面得到发展,对疾病的抵抗力也

会随之提高。然而幼儿在一日活动的过

渡环节时常常静坐等待,参与活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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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等待时渐渐流失,幼儿的身体素质

很难得到培养锻炼[3]。 

3 思考与建议 

3.1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增强教师

的责任感 

幼儿对自己的时间利用尚不懂得做

判断,如果教师不对幼儿的在园时间做

充分安排,不引导幼儿进行活动,幼儿便

会无所事事、没有目的地渡过无聊的时

间,这些时间的流逝幼儿是察觉不到的。

如案例一,在集体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

们忙于讨论某一活动,让幼儿趴在桌子

上休息,幼儿在无聊中打发了时间。从教

师专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应该对一部分

幼儿教师加强专业素养的培养,使他们

能把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内化并切实实

施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无论是对教师自

身还是对幼儿都负起高度责任感。只有

教师率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感,

充分利用一日生活中的过渡环节,增强

教育的效果,幼儿不再盲目等待,在短暂

的时间里也有收获,消极等待现象便会

有所减少[4]。一日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均

可进行教育,教师应重视过渡环节的组

织,对一日生活中过渡环节的安排和幼

儿的表现进行反思,让过渡环节发挥出

独特的教育价值。 

3.2少一些统一要求,多一些分散

活动 

教师可以多进行一些分散活动,少

一些集体活动,不统一要求幼儿在同一

时间做同样的事。如：需要去卫生间的

幼儿去卫生间,不需要去的幼儿可以选

择故事书阅读,而不是在教室里乱跑、嬉

戏打闹。在案例一中,教师等所有幼儿都

坐好后才开始集体活动,造成一些幼儿

的消极等待。针对这种现象,建议在有些

环节中,教师可以让幼儿分散活动,不必

在同一时间内做同样的事情。比如,午休

结束后,幼儿穿衣速度不同,有的孩子有

需要梳头发,有的需要去卫生间,面对这

样一群不同性别、不同需求的幼儿,让他

们自主自由的选择会更好。教师不作统

一要求,幼儿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活动,这

样乱跑打闹的等待现象也会慢慢减少。 

3.3安排幼儿参与劳动 

在每天的加餐和进餐环节,教师们

都需要做餐前的整理、消毒等准备工作。

教师会收拾教学活动后的教具,保育老

师会对幼儿活动过的桌子进行消毒、分

发餐具。这时早一点结束盥洗的幼儿可

以帮教师整理活动结束后的教具等用品,

可以帮保育老师清洁桌面、分发餐具。

安排幼儿参与劳动既避免了幼儿在教学

后、进餐前这一过渡环节的等待,也锻炼

了幼儿参与劳动、为班级服务的意识[5]。 

3.4巧妙整合活动环节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作息时间表,计

划安排各个活动环节,在幼儿入园后,介

绍一日活动内容的安排,方面幼儿了解

一日活动的内容和时间。此外,教师还要

时常变换活动内容,做出多种安排,也可

以适当地将教师安排转换为幼儿自主调

节,幼儿参与活动内容的计划,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向小朋友分享自己的想

法。在每个活动结束前,教师要提前提醒

幼儿下个活动是什么,让幼儿做好心理

准备；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在固定的地

点等候幼儿,还可参与到游戏中,让不同

的活动环节在无形中得到整合与过渡。

活动环节的整合是打破一日活动中的固

化安排,将生活和教育相结合,使幼儿由

消极等待变为积极等待。为适应幼儿身

心活动节奏更替的需要和教学活动衔接

的需要,过渡环节必不可少。 

3.5安排符合幼儿兴趣和需要的

活动 

《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提出：“兴趣

是幼儿主动积极投入活动的源泉,幼儿

只有对某项事物产生了兴趣,才会在活

动中表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教师,

要积极主动引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使幼儿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使教学效

果达到 优化。”幼儿兴趣产生和发展的

过程同时也是幼儿主体性发展的过程。

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幼儿的发展。现

代教育观认为幼儿发展不是外在的给予

和灌输的过程,而是幼儿内在的自主成

长过程,因此,幼儿教育的目的即是为了

培养和发展幼儿的兴趣。当幼儿在做自

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就有了对其身心发

展的可能性,减少了消极等待的发生。 

3.6配备充足的设备 

幼儿园在设备方面要力求完备：生

活设施要足够幼儿使用,玩教具要满足

幼儿的需求,以此来减少幼儿的消极等

待。案例二中,由于没有足够的玩具,幼

儿在午饭前只能靠玩纸来打发时间。幼

儿园方面要保证班级盥洗室内有足够数

量的洗手池,不会让幼儿因为排队洗手

而长时间地等待；保证每个班都有充足

的玩教具,使幼儿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

种类的玩具；保证户外有充足的大型游

戏设施,方便幼儿开展更多种类的游戏,

从根本上避免幼儿会因排队等待、争抢

玩具而带来的消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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