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一新鮮人開學不慌亂的 7個準備 

              摘錄自 親子天下 - 邱紹雯 2024-07-29 

   你家今年也有小小新鮮人嗎？ 看著家中的小寶貝，從幾年前剛

進幼兒園時哭哭啼啼的模樣，如今即將告別幼兒園，成為小一新

生，內心欣慰孩子「長大了」的同時，相信不免也掛著幾分憂心。 

    從備受師長照顧的幼兒園，到生活能力與學習能力並重的小

一，對 6 歲左右的孩子來說，無疑是一場「震撼教育」。國小和幼兒

園因著外在環境、生活作息、教室規範上的諸多改變，考驗著孩子

對新生活的適應能力。 

    從現在開始，到距離入學前的這段時間，家長不妨提早帶著孩

子做好身心的充分準備、調整生活作息，可以幫助他們更快融入新

生活。 

準備 1：建立早睡早起規律作息 

    小學與幼兒園最大的差別，首當其衝就是上課的時間。小學上

課時間較早，各校大多要求 7 點 50 分前（甚至更早）就必須進校

門。幼兒園階段，不少家長抱著：「孩子遲到沒關係，讓孩子多睡一

會」的心態，若延續到小學，反而會阻礙孩子獨立學習與負責的機

會。建議家長要嚴格執行早睡早起，讓孩子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

入學準備就成功了一半。 

    但是，早睡早起並非一、兩天就可以養成的好習慣。如果孩子

平常生活作息就不規律，父母要好好利用這個暑假調整，以免開學

之後，每天早晨都得上演「孩子愛賴床」之親子交戰災難片。 

小方法：讓孩子自己制定作息時間表。在建立規律作息上，家長可

以與孩子一同制定「作息時間表」，陪孩子思考：每天晚上有多少事

情必須完成？ 做這些事需花多少時間？ 讓孩子自己制定時間表，

達到早睡早起目的。 

    幫助孩子重新設定生理時鐘，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父母以身作

則。晚上至少 9 點半前關掉電視、電腦、熄燈，準時跟孩子一起就



寢；早上比到校時間提前 1 個小時起床，親子一同好好享用優質早

餐，讓學習有好的開始。 

 

準備 2：生活自理能力，最重要 

   「小學老師不會像幼兒園老師會餵飯、提醒喝水、提醒上廁所，

孩子最重要必須具備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才有可能進入到好好學

習。」許多家長對孩子上小學的最大擔憂是課業是否跟得上，但孩

子們最常遇到的狀況題卻是：中午吃飯吃得滿桌子飯粒、趴睡睡不

著、抽屜亂七八糟、自己的東西找不到、動不動跌倒受傷……等。 

    因此， 幼小銜接其實不只是一個暑假的課題，而應該是學前階

段每日生活的累積，從書包和書桌整理，到衣著整齊清潔，都是小

一學生在學校必須面對的「生活功課」，父母在家應把練習機會還給

孩子。 

    以自己整理書包為例，應該給孩子建立正確的觀念，包括回家

把便當盒拿出來清洗、聯絡簿拿出來給父母簽名、準備上課該帶的

物品等，這些都是孩子的責任，而不是父母的。上小學後，孩子會

有自己的課桌椅與置物櫃，甚至會有負責打掃的區域，家長在家也

可先行「特訓」，讓孩子分擔家務就是最好的學習機會，包括練習拿

掃把的角度與力道，才不至於掃地變成「揮掃把」，或練習扭乾溼抹

布，清潔課桌椅就能游刃有餘。 

小方法：和孩子一起整理書櫃。在開學前和孩子一起整理書櫃，也

是很好的開學準備與生活自理的練習。請孩子自己整理家中書架，

根據不同出版社的書籍、繪本做分類，一目了然，開學後他就比較

能夠掌握教室內書包、置物櫃的整潔，不至於塞成一團亂。 

 

準備 3：練習上蹲式廁所 

    幼兒園的馬桶是坐式的，廁所裡就有衛生紙，但小學的廁所多

是蹲式的，而且廁所裡不一定會提供衛生紙。所以父母要教會孩子

如何蹲著上廁所，並提醒孩子上廁所要帶衛生紙。如果忽略這部



分，很多新生光是上廁所都會遇到不少困難或窘境。 

小方法：先利用公眾場所蹲式廁所練習。幼兒園老師多數建議，開

學前，可以利用帶孩子到公眾場所或搭乘捷運時，練習「蹲廁所」。

有些孩子怕踩空，家長一開始可以幫忙稍微扶著屁股，藉機指導孩

子如何放好雙腳、抓好角度與方向，掌握最佳「噓噓」與「嗯嗯」

位置，並示範如何才不會弄髒地面與衣褲。 

 

準備 4：大手牽小手，認識新環境 

    建立環境熟悉度，是「穩定軍心」最有效方式。家長可以利用

假日造訪校園，帶孩子認識新的學校環境，包括一年級教室、廁

所、遊樂器材區等最常使用的場所。 

小方法：邊逛校園邊帶入國小規範。帶孩子熟悉校園環境時，就可

以一邊帶入國小不同的規範，例如：進教室不用脫鞋子，即使覺得

熱也不可以在上課中把鞋子脫掉；午睡是趴著睡覺，沒辦法躺下

來。 

 

準備 5：練習等待與專注 

    幼兒園到小學，也是從「立即獲得」到「學習等待」的過程。

幼兒園有多位老師一起照顧，較能周全顧及每個孩子的情緒；但小

學每班通常僅 1 位老師掌控，孩子必須學習有耐性的等待老師幫

忙。 

小方法：從專心坐在座位 10 分鐘開始練習。父母可每天花 10 分

鐘，讓孩子練習「坐在座位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數週後漸次增加

至 20 分鐘，至少以 30 分鐘為目標。 

 

準備 6：建立上下課的「時間感」 

    小學的作息是以鐘聲做為最高的指導原則，上課了，聽到鐘聲

要自己回到教室，這和幼兒園多數靠老師提醒孩子上課很不同。剛

上小學的新生常對下課 10 或 15 分鐘是多長，沒有概念，常有小朋



友下課一出去玩就不知道要回來，或是上廁所很久才回教室。 

小方法：帶孩子測試從遊樂場走回教室的時間。父母可以協助孩子

建立上下課的「時間感」，讓孩子弄清楚「15 分鐘」實際上是多

久。最好的方法不是買個手錶了事，而是在孩子確定教室後，實際

帶孩子在校園走一遍，了解最近的廁所在哪裡，來回大概要多久？ 

遊樂場最遠可以去到哪裡，上課打鐘才來得及回教室？ 

 

準備 7：教孩子聽懂「小學老師說」 

    國小教室的「規範和內涵」和幼兒園有很大的不同，父母要讓

孩子知道教室規矩和幼兒園的差異，了解原來小學老師的規定是這

樣，老師是這個意思，可以更快幫助孩子適應新生活。 

小方法：舉實例向孩子說明。例如，國小老師對「專心」的定義和

幼兒園老師不一樣。幼兒園老師所謂的專心是指孩子能熱切投入在

自己做的事情上；但對國小老師來說，專心的意思是要孩子留意老

師的指令。因此，當國小老師說「請你專心」，他的意思不是叫你認

真做自己的事，而是要「眼睛看老師、嘴巴閉起來、其他東西收起

來、不要管別人」。孩子有了這一層了解，許多原本在幼兒園表現出

色、備受肯定的孩子，就不至於在上小學後，被老師認為愛現、話

多、不專心或雞婆。 

    此外，小一每週有 1 天全天課，會在學校吃午餐，要告訴孩

子，幼兒園老師說「指針指到○○要吃完」，意思只是把飯吃完；但

同樣的話，國小老師的意思是把飯吃完並收拾完，因此必須提早吃

完、快快收好餐袋，在老師要求的時間到時，已經可以準備午休或

放學了。 

 

網址: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7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