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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园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包括幼儿离园前由教师组织或幼儿自发

组织的活动（离园前活动），也包括离园时家长接

孩子回家的活动。特别是“离园前活动”，它是幼儿

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教师如能将其组织好，

能给幼儿一日的幼儿园生活划上更完美的句号[1]。
幼儿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促进

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

是幼儿社会性的健康发展。幼儿社会性发展教育

可以促进幼儿积极地社会化，提高幼儿的自我发

展能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以及为社会培养合

格的公民[2]。而关于家长参与幼儿园活动的研究更

是广泛强调了家长参与的重要性。父母参与园教、
支援园教以及配合园教与幼儿的总体发展水平

呈正相关[3]。因此，在离园活动中，幼儿园要和家

长共同合作，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一、离园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离园活动为幼儿个别教育提供机会，为家

园联系提供条件，是窥探幼儿一日生活的窗口，也

是不安全因素集中的高峰期。”离园活动倡导幼

儿学会整理自己的物品、文明礼貌、排队谦让、协
商和换位思考、分享与合作、乐群、尊重他人等，

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离园

活动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将社会性发

展的内容与传统的社会教育相结合，不仅可以引

导幼儿进行实践体验，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1.离园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必要性。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阶段是

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

适应能力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以及知识、能力和

智慧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幼儿的模仿能力

很强，总是会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游戏和

实践是幼儿进行社会学习的主要方式。而离园活

动过程的自主性、自由性以及规则性有利于培养

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幼儿的规则教育，包括道

德规范、合群性规范、制度性规范以及安全与健

康规范，是离园活动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规则

意识是幼儿社会领域所必需的核心经验。因此，

应将离园活动和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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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离园活动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应在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的前提下，开展丰富的离园活动，扩展幼儿的社会性生活经验；利用离园活动常规，促进幼儿良

好社会行为习惯；倡导家长参与离园活动，提高幼儿社会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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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离园活动的社会教育价值，以深化教育

实效。
2.离园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可行性。

“一日生活皆课程。”离园活动作为幼儿园一日生

活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促进幼儿人际交往和社会

适应的教育价值。幼儿的社会性学习具有随机性

和无意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实践性的特点[4]。与

其他学习领域相比，幼儿社会教育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其主要途径是幼儿日常生活。 在离园前

教师组织的活动或幼儿自由选择的活动中，要教

育幼儿学会耐心、自主、自觉、自我评价和评价他

人；在离园开始时，引导幼儿学会整理物品、遵守

规则和文明有礼，培养幼儿的责任意识、规则意

识和人际交往礼仪等。离园活动也为教师实践集

体社会教育活动提供了随机教育的机会和情境，

这将对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二、离园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现状

鉴于离园活动的教育价值，教师开始意识到

利用离园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但是在教育

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教师忽视离园活动的社会教育价值。离园

活动通常是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最后一个环节，也

处于教师一日工作尾声时间，此时教师压力减轻，

容易产生松懈心理，仓促结束工作，造成离园活

动的社会教育价值流失。如离园时是增强幼儿生

活自理能力和责任感的良好时机，而有的教师认

为此时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任由家长“包办代替”
幼儿收拾物品、拎书包，以便迅速结束工作，即教

师并未及时指导家长利用此机会培养孩子的生

活自理能力和责任感。
2.离园活动的内容枯燥和组织形式单一。教

师对离园活动的社会教育价值的忽视和懈怠，必

然会导致离园活动内容的枯燥和组织形式的单

一，导致幼儿消极社会行为增多。调查发现，幼儿

园现有的离园活动以阅读活动、故事欣赏、儿歌

欣赏和手指游戏轮流开展为主，而谈话活动、总
结活动、专题系列游戏活动等涉及幼儿社会性发

展的内容和形式较少。离园活动内容较固定，很

少有创新，致使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不高，消极

等待、情绪激动或追逐打闹引起的不安全事故等

社会行为问题较多。因此，在离园活动中，教师除

了要选择传统的教育内容外，还要兼顾幼儿的社

会性发展，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灵活运用各

种组织形式对幼儿进行社会教育，提高幼儿对离

园活动的兴趣，减少幼儿消极的社会行为。
3.家长未深入参与离园活动。离园活动为教

师提供与家长深入沟通和共同促进幼儿社会情

感、社会认知、社会行为发展的机会，即为家长参

与幼儿社会教育提供契机。研究表明，家长深入

了解幼儿园的教育目的，能够提高家园共育的效

果。而现实中大部分家长参与离园活动仅仅停留

在与教师打招呼、与孩子交流、观看家园联系栏

布置的任务上，很少深入了解幼儿园的教育目

的，也甚少有家长询问家园合作的目的以及可以

提供的帮助。有些家长甚至很反感幼儿园给家长

“布置任务”，对待“任务”敷衍了事甚至拒绝完成，

导致家园共育机会白白流失。因此，离园活动的

参与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幼儿园、家庭双方应

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以期达到社会教育

的最佳效果。

三、具体教育策略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幼儿的

社会性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通过观察和

模仿潜移默化地发展起来的。因此，成人应注重

自己言行的榜样作用，避免简单生硬地说教。结

合前文所述的问题，教师应充分把握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从离园前活动组织、离园活动常规建立

以及家园合作等方面进行引导。
1.开展丰富的离园活动，扩展幼儿的社会性

生活经验。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离不开丰富多彩的

离园活动做支撑。根据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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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以及离园活动作为幼

儿园隐形课程的教育价值，教师在选择离园活动

教育内容时，可选择自主性培养、文明礼貌教育、
分享与合作教育、爱与责任教育、换位思考与问

题解决能力培养、规则的建立与遵守以及“乐群”
等内容。其一，可以在开展常规离园活动的基础

上，结合母亲节、父亲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

节等节日主题活动，不断渗透幼儿社会性发展内

容，加强幼儿之间的联系，形成离园活动氛围。如

利用母亲节活动，设计问题：你的妈妈下班后都

做些什么事？妈妈为什么没有休息？如何表达对

妈妈的爱？引导幼儿体会妈妈的辛苦，并帮妈妈

做力所能及的事；利用“六一儿童节，我最开心的

事”活动，通过设计问题：幼儿园里有哪些让人快

乐的事？我为幼儿园做些什么？培养幼儿爱集体

的情感。其二，教师可以开展“离园安全我知道”
“亲爱的妈妈，您辛苦了”“玩具怎么玩”“我是小

交警”“我会等待”等专题系列游戏活动，鼓励幼

儿积极参与，并注重分析评价。如创设“红绿灯”
游戏情境，引导幼儿学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

亮了等一等”的交通规则。教师应强化幼儿之间

相互鼓励的行为。如在游戏中，当某个幼儿因未

完成任务而哭泣时，教师要尽量避免出现其他幼

儿嘲笑他的局面，引导幼儿之间相互帮助，相互

鼓励。
2.利用离园活动常规，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性

行为习惯。随着离园活动的开展，养成良好的离

园习惯是发展幼儿社会性的重要内容。教师要明

确离园活动的具体要求。其一，明确离园前的基

本要求。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幼儿在离园开

始前应整理好活动材料，如将材料分类、放回原

位，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指导幼儿检查好自己

的衣物以及自己的仪容仪表；教会幼儿整理小书

包的方法，并指导其将自己的物品放回书包，以

便离园。其二，引导幼儿对活动材料进行检查和

修理，培养其动手能力和责任感。在活动区可设

立专门的“玩具医院”，引导幼儿掌握玩具材料修

补的方法，修理玩具材料，进而爱惜公物，形成一

定的责任感。其三，明确离园中、离园后的要求。
离园开始时指导幼儿主动排队和耐心等待，不拥

挤，当有特殊情况需提前离开要和教师报告；要

求幼儿主动地、有礼貌地与同伴和教师道别，离

园后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听陌生人说的话，

不跟陌生人走等。
3.倡导家长参与离园活动，提高幼儿社会教

育效果。家长参与离园活动对促进幼儿的社会性

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在离园活动中可

参考以下做法。一是适当“考验”孩子的社会适应

能力。离园时家长若不能亲自接送，应提前说明

缘由并引导孩子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拜托叔

叔阿姨接时，保证自己安全的方法。家长可故意

推迟接送时间，观察孩子在园中是否情绪安定、
是否乐群、是否能遵守幼儿园规则等，伺机采取

有效的教育措施。二是主动了解幼儿园活动和幼

儿兴趣点。家长利用离园时间，主动了解幼儿园

活动目的，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投放活动

材料、参与亲子活动、参与环境创设、和孩子共同

完成亲子作品等。适当采用外部奖励措施，如一

起看一场电影等，以奖励幼儿的积极表现。三是

家长之间可相互交流。离园时间，让家长之间有

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机会。家长可协商轮流接送

孩子，教会孩子人际交往的技巧，促进孩子之间

的交往；也可相约扮演“陌生人”，考验幼儿的安

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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