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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面臨小一新生之學校適應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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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低年級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小一新生最常見的就是告狀，而且告狀內容千奇百怪，例如：老師 XXX 笑

我、老師 XXX 學我講話、老師 XXX 拿我的東西、老師 XXX 打我、老師 XXX
故意撞我等每一年新學期的開始，許多小一新生對於新環境的徬徨與無助，新生

環境的適應都是小一新生所需要去面對的。從幼兒園的小小朋友變成小一新生的

小朋友，面對不一樣的生活作息、校園空間環境、規範性訓練、課業學習方式。

小一新生所面臨到狀況的時候，所使用的方式不外乎是哭鬧或是自我封閉，需要

導師給予相當程度上的安撫與勸導，還有部分的新生會使用較為暴力的方式去作

弄同學使其獲得自我滿足成就，這都是需要導師來輔導新生規範；現今因為家庭

結構組成的關係，許多都是雙薪家庭，放學後，新生面臨安親班的課後輔導，但

小一新生寧願跟隨排路隊回家，而不願到安親班去只寫作業然後發呆。教師所面

臨的新生要適應環境，同儕間相處的相處模式，同時希望小一新生可以跟上學習

腳步進入正式學習狀態。其次如何整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使小一

新生能夠更加順利的適應學校生活。本文分析小一新生之困境，研討小一新生之

適應策略，最後提出對學校、導師及家長之建議。 

二、小一新生所面臨學校適應之困境 

趙于萱（2018）指出小一新生在學校的學習適應問題，區分為：(一)自理能

力與生活技能的表現；(二)課業學習；(三)人際互動等三大類，筆者以多年之經

驗綜合相關研究分析如下： 

(一) 自理能力與生活技能的表現 

    從自理能力與生或技能表現中，可以細分出許多相對應的項目：1.學習自主

管理；2.作息時間調整；3.遵守上課規範；4.適應學校生活。分述如下： 

1. 學習自主管理 

陳惠珍（2009）研究指出，「加強幼童生活自理之能力」為常規訓練延展構

面的關鍵指標。對於剛脫離幼兒園生活的小一新生來說，要開始學習如何整理書

包、作業、文具，許多小一新生都會將書包亂塞，抽屜凌亂不堪，不會使用置物

櫃收納等，諸多自主管理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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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息時間調整 

顏君佩（2014）研究中提出輔導方面：勸導學生準時上學，學童來不及應對

緊湊的午餐狀況，小一老師事先引導與指導，是孩子能否適應良好的關鍵因素。

國小規定7:20至7:40為進入校園時間，國小學童大多都是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童，

小一新生不外乎如此，但總是有小一新生習慣幼兒園的生活作息睡到 7:00 才起

床，小學生活不像是幼兒園一樣到園吃早餐，而是要在家中就將早餐食用完畢；

午餐時間亦是如此，在 12:00 下課鐘聲響起，需要讓小一新生上廁所、洗手、打

飯及用餐，用餐之後要收碗、抬餐桶、刷牙、整理教室等，這些活動必須在 12:40
前完成，之後準備排隊去上下午的課後班、安親班或回家。 

3. 遵守上課規範 

陳麗如（2000）指出良好的幼小轉銜經驗是重要的，合宜且確實的轉銜工作

對幼兒未來入學之適應力、學習力等基本能力上的影響極大。小一新生對於上課

中的規範不像是在幼兒園一樣隨時隨地暢快聊天，盡情的與同學們嬉戲、上課隨

意走動、下課只顧著玩，而忘了上廁所，到了上課後才告訴老師想上廁所等狀況

出現。 

4. 適應學習環境 

劉惠君、陳麗卿（2010）認為學校生活適應是當國小新生學童進入國小學校

之後，對所有的學習活動與學習環境中的所有事物的調適。小一新生來到一個新

的環境，從陌生到熟悉的過程中每一位小朋友都會有不一樣的狀況產生，例如：

曾經就讀過該校幼兒園的小朋友適應與了解學習環境的速度，較非該校就讀幼兒

園小朋友快，因此在入學時，導師給予相關程度的幫助與關懷程度會較不同新生

而異。 

(二) 課業學習 

    小一新生在課業上經常自以為是、無法趕上教學進度、文化功能落差大及學

習狀況不佳等，說明如下： 

1. 自以為是 

    小一新生自認為補習班、幼兒園或是家長曾經教過的東西認為自己都會了。

趙于萱（2018）發現孩子若提早學習注音符號，的確呈現了上課不專心及缺乏學

習動機，而提早執筆寫字也造成一些孩子的握筆姿勢不佳及寫字姿勢不正確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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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法趕上教學進度 

    在教學的過程中會訂定所謂的教學進度表，但因為所面臨的問題不同，因此

教學進度往往會與學習進度不相符的現象。黃沼槿（2014）調慢上課步調、延長

注音符號教學週數，並輔導學習不適應的學童。導師是小一新生進入學校後的第

一個領航者，導師在暑假所準備教學進度表，在開學時給小一新生學習進度同時

是由導師所訂定的，因此在面臨不同狀況學習進度，導師的教學進度同時要調

整。 

3. 文化功能落差大 

    許多研究中顯示家庭功能不同者，在學習適應上差異情形呈正相關。徐慕蓮

（1987）的研究指出，國小新生之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對其學校生活適應之影響

最為顯著，因為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中父母可提供子女較多的文化刺激。趙于萱

（2018）發現文化不利，欠缺家人的協助，父母都忙於賺錢養家，有時又入不敷

出，需要常常加班，導致無能為力照顧孩子，更別談能陪孩子學習、成長，所以

孩子回家功課沒人指導，行為沒人可以糾正，久而久之變成弱勢學童，學習跟不

上的窘境。 

4. 學習狀況不佳 

    學習專注度不足，沒有學習欲望。孫扶志（2004）、郭碧娟（2012）及林秀

錦（2012）研究發現小一新生學習態度與適應程度呈正相關。趙于萱（2018）小

一新生的課業量比幼兒園多，學科更多元且複雜，動作慢的孩子有可能每天都在

追著時間跑，功課寫到半夜都寫不完，倘若未能及早改善孩子做事散慢拖拉的習

慣，則會形成功課寫不完就沒辦法早睡，沒睡飽會賴床又會影響學習的惡性循

環。 

(三) 人際互動 

    在小一新生在人際互動經常出現不斷控訴他人行為、不良行為出現兩大問

題，其分述如下：  

1. 不斷控訴他人行為 

    趙于萱（2018）指出小一新生在人際互動上，不知如何做出正確的表達，上

課干擾他人上課，捉弄他人，卻感覺很好玩，在同學的互動上，不遵守遊戲規則，

犯錯習慣將責任推給別人，會說謊而栽贓別人，動不動就用哭來解決事情，因而

形成同儕相處間不良善的摩擦，惡性循環的告狀，會影響上課氣氛，導師也要花

更多的時間來做班級經營與溝通，最後則影響教學的進度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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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良行為出現 

    由於國小學童不懂得所謂的言語霸凌，常常同學們一起鬨說話對某位同學，

其同學在被激怒之後會對起鬨同學進行攻擊行為或是一個人獨自在旁哭泣等狀

況。趙于萱（2018）指出小小的肢體衝突，學童常因控制不了而動手，老師需要

常常提醒此動作不對，並告知家長尋求協助處理；孩子也會對罵造成同儕的不愉

快，會欺負弱小，避免不當的告狀；這都是身為導師需要多關心輔導的項目。 

    綜觀上述，小一新生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導師的角色尤其重要，如何培養小

一新生生活自理能力，加強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養成良好習慣早睡早起，在與

家長間交流過程中取得家長的協助，培養小一新生對導師的肯定與信賴進而提升

同儕間親密關係，營造出班上良好的團結氛圍等。 

三、教師輔導小一新生適應之策略 

    為了能夠使小一新生能夠更加的快速融入學校生活，除了導師手把手的教學

外，在本人所服務之學校給予相當的支持，啟用校園巡禮、全校共讀、生活規範

之制訂參與、大手牽小手、結合校本課程認識兩隻校犬小花與喵喵等，讓小一新

生更加能夠快速融入校園生活，分述如下： 

1. 校園巡禮 

    當小一新生剛入學時，由導師帶領進行校園巡禮活動，科任老師予以協助小

一新生進行各科教室認識，配合教科書課程進行校園安全認知，使小一新生能夠

加速適應學習環境。 

2. 生活規範之制訂參與 

    在小一新生剛進入班級時，導師可以不用強制進行生活規範，與小一新生一

起制訂生活規範，讓小一新生參與與了解生活規範的重要，同時建立良好及規律

的生活作息。 

3. 全校共讀時間 

    由教務處選定各學年年度閱讀書籍，採用巡迴模式在學年中閱讀分享，使其

學童可以藉此培養出閱讀的興趣，導師藉由不同類型書冊了解學童興趣所在，改

善小一新生學習態度狀況不佳問題。 

4. 大手牽小手活動 

    讓高年級學生協助小一新生進行環境整理、午餐餐桶回收及資源回收物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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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等導師所無法各別去指導的部分，加強小一新生自主管理能力。 

5. 結合校本課程 

    認養校犬是本校對於生命教育課程的一個環節，小花與喵喵兩隻校犬不是一

般從小所認養的，而是學校經由流浪之家轉介後所認養的，其中一隻校犬還是三

隻腳的校犬，借由愛護動物方式給予小一新生產生相對的友愛同學的感覺，增進

小一新生人際互動關係。 

    Yeboah（2002）指出從家庭進入幼兒園的銜接或是由幼兒園進入小學的銜接，

對幼兒來說，成功的銜接經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會對日後學習產生長久深遠的

影響，這是家長、幼兒園教師與小一教師不可輕忽的重要問題。 

    Lamb（2001）指出幼小銜接本是從幼兒園大班銜接至小學一年級的完整歷

程，不應只著重小一生單方面的學校適應，幼兒園大班學童在學校的適應狀況也

同樣值得重視。 

    劉瓊玫（2017）提出幼小銜接的重要性，認為辦理幼小銜接相關活動，有助

於消除幼兒上小一時的不安、焦慮、心理壓力和負擔，引導其樂於接受新挑戰，

順利適應學習方式與生活。 

    趙于萱（2018）指出幼小銜接對學童的重要性包括：有助自理能力的養成、

可訓練學童學科認知學習以及輔導同儕人際互動等三項。 

    顏君佩（2014）指出自理能力及語言溝通表達能力是幼兒入小學必備的能力，

而課業學習能力已逐漸受重視。 

    小一新生來自個各階層，不同的家庭環境與教育方式，對此教師的作用尤其

重要，協助消除對於新環境的陌生與害怕，如何有效的提起學習動機和動力進而

適應環境生活。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為了使小一新生能夠快速融入學校生活，導師的作用與小一新生適應呈現正

相關。小一新生每年都會有，但每年所遇到的狀況皆不相同，導師適時的更新與

加強自我教學能力，同樣能夠使得小一新生能夠更加快速適應學校生活；教師除

了自己設計課程外，可以與學校行政處室一同合作，同時各班導師進行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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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增進導師自我教學能力。 

(二) 建議 

1. 對學校的建議 

(1) 小一新生迎新會 

透過學校舉辦的迎新會，經由闖關活動學習開學後的午餐、如廁及資源回

收等生活常規，讓小新生提前適應小學生活，以遊戲的方式寓教於樂，快樂學

習。 

(2) 舉辦親職講座 

透過學校定期舉辦講座，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家長親子溝通技巧、分享育兒

方針等，幫助家長更有效的陪同小一新生順利地度過適應期。 

(3) 安排經驗豐富的導師 

有經驗的老師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效掌控每一位學生，建立良善的班級經營，

以利協助小一新生適應學校生活，養成正確的學習態度。 

2. 對導師的建議 

(1) 具備耐心、愛心、同理心 

身為教師身教十分重要，要能體諒孩子用同理心和耐心傾聽孩子內在的聲

音，慢慢引導他們，讓彼此都在愛中成長。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教師此三心不

能捨去，缺一不可！才能讓學生快樂學習成長。 

(2) 建立良好的班級常規 

班級常規是學生在教室內日常生活的一種規律，使教室成為最適合學習的

環境，規範之制訂要能恩威並軟硬兼施。從生活及活動中教導小一新生生活自

理能力。 

(3) 真誠關懷每一位學生 

公平積極的對待每一個學生，不偏頗他人，瞭解各自專長、個性、興趣，

遇到問題對症下藥，使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愛和鼓舞，行為適應問題自然會大

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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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家長的建議 

(1) 建立與導師溝通管道 

    善用親師溝通管道，利用聯絡本、Line 群組、Messenger 群組等和班級導

師作密切聯繫，了解孩子在校學習情形，親師同心，相信孩子必能點石成金。 

(2) 培養孩子自理能力 

    家長應該開放手，訓練孩子自常生活自理，例如：掃地、洗抹布、擦桌椅

等，從中學習做事能力，有助於快速融入適應學校生活。 

(3) 訂定規律作息時間 

    訂出每晚上床時間，引導孩子思考放學後到上床睡覺前，有哪些該完成的

事項，如何安排才能做最有效的運用。給予小一新生制訂生活規範，使其可以

早睡早起及整理好自己的書包等，生活自力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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