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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小衔接是幼儿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期。从幼儿园时期过渡到小学,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路上

经历着重大改变,也是孩子们从幼儿园学习生活向另一个阶段的延伸,整个过程记录了儿童循序渐进的

成长过程。幼儿园作为幼儿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幼儿幼小衔接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分析研究了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并探讨了改进提升策略,希望能够帮助每名幼儿都能顺利完成幼小衔接,顺利跨越人生新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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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and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o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this stage underg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growth path, which is also an extension of their learning and life from kindergarten to another stage. The entire 

process records the gradual growth of children. Kindergarten,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lif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is 

article adopts a problem oriented research approach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and explor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hoping to help every child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early childhood and smoothly cross the new stag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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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小衔接是儿童从幼儿园步入小学阶段,开始迈向学习生

活的另一个转折时期。如何促进幼小科学衔接,已经成为近几年

来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当前在幼小衔接中出现了以小学

化为主的幼儿园教育方式,增加了儿童学习负担,对儿童身心健

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部分教师教学方法不当,教学流于表面

形式,没有发挥真正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因此,当前需要尽快解

决幼小衔接问题,从多个落脚点出发,帮助儿童在幼小衔接阶段

能够平稳度过。 

1 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区别与联系 

1.1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的区别 

幼儿园与小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习阶段。首先,从学习上

来看,教育教学目标任务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幼儿园阶段的学习

生活以游戏为主,学习内容比较简单,直观易懂,没有考试考核

比较宽松。而小学阶段有着明确的教学大纲教学以课堂教学为

主,学习内容难度增大,抽象复杂,学习氛围严肃认真,同时逐步

开始增加作业与考试,学生的学习压力逐步变大。其次,从生活

作息上来看,幼儿园管理相对宽松自由,游戏、自由活动时间较

多,而小学阶段则更加紧张,每天有明确课表和作息时间,有明

确课堂纪律和相关制度必须遵守。第三,从环境来看,幼儿园环

境布置色彩丰富,生动活泼,功能区划多,幼儿活动范围大。外部

操场游戏娱乐类设施更多,方便幼儿游玩。进入小学后,教室内

环境相对严肃,色调偏暗,座椅排列有序,教学设备设施多,更多

营造学习氛围。外部操场更大,更多的体育运动设施,但游戏和

娱乐元素大幅减少。最后,从师生关系来看,幼儿园阶段教师与

幼儿之间还没有建立明确师生关系,有时更像是伙伴和朋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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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更加轻松和谐,教师和幼儿还经常一起玩耍,但小学阶段后,

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了明确师生关系,教师有自身的威严,学生

要尊重,教师对于学生也更加严厉,采用管理甚至批评的教育方

式也更多。 

1.2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的联系 

幼儿园阶段与小学阶段既有区别,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联系。

首先是学习生活习惯的衔接。幼儿园阶段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培养幼儿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建立安全防

护意识,可以参与简单家庭和社会劳动,这也是幼儿能够顺利实

现幼小衔接的关键要素。其次是社会化的衔接。幼儿的沟通交

流的能力、规矩纪律意识、任务意识以及集体观念,这些都是

小学阶段学生必备的素质,因此幼儿园阶段,教师要有意识培

养幼儿相关能力,做好社会层面的适应和准备工作。最后是知

识的积累与衔接,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衔接,最重要的就是知

识衔接。学习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底座越牢固,顶层越稳定。幼

儿园阶段的知识积累对于小学阶段学习同样重要。而这一点也

导致了很多幼儿园、家长心态的变化,导致幼儿园大班越来越出

现小学化倾向。 

2 进一步加强幼儿园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基

本原则 

2.1加强幼小衔接工作的意义 

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和小学两个教育阶段的过渡过程,这

一过程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第一次重大转变,幼儿园做好幼儿

幼小衔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

先,可为幼儿顺利升入小学做好充足准备。做好幼小衔接,有助

于培养幼儿必要的生活技能以及独立生活能力,培育主动学习

习惯,建立纪律规矩、任务意识。同时也可缓解幼儿压力与焦虑

不安情绪。其次,有助于引导进一步加强对幼儿衔接的认识,树

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观念,加强家园共育,配合幼儿园做好

相关工作,同时减少家长焦虑。最后,有助于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幼小衔接促进了幼儿在认知、情感、社会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有助于幼儿更快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方式以及内外部环境,

实现平稳过渡。 

2.2幼小衔接工作的基本原则 

2021年,教育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幼小衔接的基本原则,为幼儿园做好幼小衔

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幼儿园要坚持以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儿童学习发展特点为根本,尊重幼儿差异,培养儿童终身学

习和发展能力。其次,双向衔接工作是幼儿园和小学共同责任,

二者要主动对接,协调合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顺利过渡。

最后,幼小衔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协调多方资源和力量,加

强家园合作共育,形成教育合力。 

3 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园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 

3.1幼儿园教育理念偏差：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问题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孩子的教育问题受到家长的高度重

视,家长担忧孩子在幼小衔接阶段是否能适应,生怕孩子学习落

后,在家里给孩子购买大量的幼小衔接书籍,给孩子进行知识的

补给,让孩子多学习小学内容,片面关注幼儿的拼音学习、提前

向孩子渗透生字的学习,让孩子丰富识字量,同时在数学方面让

孩子多做数学练习题,来提高孩子计算能力。而有些幼儿园正是

抓住了幼儿家长这一急切的学习心理,也在幼儿教学中注重知

识的讲解,忽视了幼儿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忽视幼儿行

为习惯、交际能力的提升。如此下去,不但不能为孩子日后进入

小学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反而会增加儿童的心理负担,这样更

容易使幼儿对日后的小学生活产生畏惧情绪,幼儿会从心底抵

触,认为小学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是以学习为主,没有娱乐,一旦

孩子滋生这样心理,就会丧失对小学生活的向往。 

3.2家园教育理念不一致：幼儿园存在小学化倾向 

虽然“双减”政策出台了一段时间,以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

也开始教育教学改革,但是考试升学制度依然没有改变,家长焦

虑心态无法消除,这就导致了家长、幼儿园的教学理念存在偏

差。虽然在政府层面,严格控制幼儿园小学化现象,但是家长都

要求幼儿园增加知识型内容,提升幼儿小学阶段竞争力。在需求

导向的市场模式下,部分幼儿园为迎合家长需要,开始出现教育

小学化倾向,有些幼儿园将幼儿园的日常教学和小学教学模式

相匹配,走进教育误区。如,有的幼儿园将教室布置成小学教室

的模样,室内摆放小学教室学生专用桌椅,在教学中缩短了游戏

时间,孩子们将大量时间用在书写、读书和做数学题上面,孩子

们的运动量减少,课节时间增多,同时教师要求每位孩子都能遵

守纪律,要按照小学的各项管理制度等。 

3.3沟通协调不足：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缺少双向衔接,家园

互动不足 

幼儿园和小学这两个不同教育阶段,对孩子的学习习惯、学

习行为、生活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不同。幼儿园开展的各类教学

活动都以游戏为主,通过游戏来调动幼儿的参与欲望,达到极高

的教学效果。而小学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学生参

与游戏的时间较少。另外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平时没有连接的纽

带,缺少双向的沟通和互动,明显存在单向性的教学问题。因此,

这就要求幼儿园与小学双方共同努力,幼儿园要积极向上衔接,

小学也要适度向下靠拢,共同抑制幼儿园小学化倾向。此外,一

些幼儿园家园互动不足,未能调动家长充分参与幼小衔接的积

极性。家长在幼儿生活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家庭教育中同样不

能缺失。在家庭中适当开展幼小衔接教育,如在家里培养幼儿良

好的作息习惯和学习习惯,培养幼儿独立、自律意识等,有助于

形成教育合力。 

4 幼小衔接视角下的幼儿教学改进提升策略 

4.1升级教学观念,加强幼小衔接工作 

只有教师在教学观念上有所转变,才能将先进的教学观念

落实到教学行为上。所以教师需要找到幼儿园教学与小学教学

存在的差别,顺着差异着手,提前落实。一方面,教师要从学习环

境上让幼儿认识到幼儿园与小学学习环境的差别。如,幼儿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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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小学教师保持联系,共同组织幼儿园大班儿童亲自到就近

的小学参观,参观后教师让每位儿童讲一讲小学和幼儿园有哪

些不同之处,此时,孩子们纷纷议论,有的儿童说：“小学有宽敞

的操场,也有图书馆,小学生集体穿校服。”有的儿童说：“小学

生课上注意力集中,回答问题时都踊跃举手,小学生早上入校后

有早读,而幼儿园的所有学习都是围绕游戏展开,幼儿园还有吃

水果,吃点心的时间,而小学课间休息时间短,教室的桌椅多,等

等。”通过幼儿园大班儿童走进小学校园,无论是从校园的设施,

学生作息时间及教学模式上来看,让大班儿童找到幼儿园与小

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同之处,认识到幼儿园教学主要以游戏和趣

味性为主,让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学,而小学的教学强调的是整体

性和系统性,要求学生能够学习丰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各学

科的学习技能。只有教师引领儿童深刻认识到教育差别后,才能

使教师找到幼小科学衔接的端口,才能正确引领儿童合理度过

幼小衔接这一重要阶段。 

4.2转变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幼儿生活技能与自律意识 

对于大班幼儿来说,在教学中培养幼儿的自律意识是非常

关键的,如,在幼儿园教学中的排队洗手、排队如厕、排队玩滑

梯、取水果等,都是在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教师还可以在语言

教学中增加师幼之间的对话环节,穿插启发式提问,或者以指示

的口吻引导幼儿思考,鼓励幼儿大胆地探索和想象。教师要始终

以幼儿的视角,判断不同幼儿的不同思维。在语言教学中,教师

的指导需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幼儿创造思考的空间,还要

引导幼儿说话时要注意语气平和,叙述一件事情时要表达清

楚,同时还要学会有耐心,让幼儿了解幼儿园学习生活和小学

学习生活的不同之处,每个人都需要平等相待,要尊重他人,

做事多考虑他人感受。当幼儿真正迈入小学后,需要按照学校

的校规和版规约束自我行为习惯,而良好的秩序感和规则感会

使幼儿快速成长起来,如,在严肃的场合,学会不大声说话,上课,

做到文明有礼貌,另外,教师也可以带领幼儿园大班儿童多学习

礼仪方面的知识,让幼儿能够深入各种场合,学会自律,学会遵

守秩序。 

4.3注重家园校三方合作,汇聚幼小衔接工作合力 

幼小衔接视角下教学模式的探索,如果单单依靠幼儿园的

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幼小科学衔接,需要家园校三方合

力,避免幼小衔接工作走进误区,幼小衔接并不是家长口中的让

孩子在幼儿园多学习小学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课程,而是让幼儿

在大班时期培养小学生的良好学习生活习惯,锻炼幼儿独立、勇

敢、自律的生活品质,同时在教学中适当穿插游戏活动,让幼儿

在玩中锻炼语言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抗挫能力,另外还要为幼

儿打造寓教于乐的教学环境,在玩中学习基础知识。 

5 结语 

总之,幼小衔接视角下教学模式的探究,需要幼儿园教师、家

长及小学教师三方共同努力,让孩子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日后即将升入的小学生活。同时还要加强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

联系,通过幼儿园大班孩子走进小学教室,引导幼儿对小学生活

有所向往和有所期待,也可以为孩子们开展语言教学活动,让孩

子们畅所欲言,说说自己心目中向往的小学生活,这样可以让幼

儿提前做好升入小学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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