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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小衔接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涉及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在这一阶段,儿童不

仅面临学习环境的改变,还需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和社交环境。因此,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儿童的

学习和成长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不协调、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导致

幼小衔接的断档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家长工作坊模式的幼小衔接教育干预策略,以期

通过加强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幼小衔接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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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involving the transition of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At this stage, children not only face 

changes in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need to adapt to new learning styl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refor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is crucial fo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growth.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and poo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hich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gap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arent workshop model, with the aim of strengthening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promoting the smooth progress of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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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小衔接教育的重要性 

1.1帮助儿童适应新环境 

幼小衔接帮助儿童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习环境、教学

方式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减少因环境突变带来的负面情绪和学

习障碍。 

1.2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幼小衔接教育培养儿童的独立

性、自主性、创造性及解决问题能力,为小学学习奠定基础,并

激发学习热情。 

1.3培养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 

幼小衔接教育引导儿童掌握基本学习方法和技巧,如按

时完成作业、认真听讲等,对儿童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

影响[1]。 

1.4提高儿童社交能力 

通过集体活动、小组合作等,幼小衔接教育为儿童提供交

往、沟通和合作机会,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自信

和从容面对挑战的能力。 

1.5减少儿童心理问题 

幼小衔接教育通过心理辅导和情绪支持,帮助儿童建立积

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态度,增强自信心和安全感,对心理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 

1.6为儿童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幼小衔接教育不仅关注当前发展,更着眼未来,通过系统教

育和引导,为儿童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兴趣和社交能力,为他

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2 家长工作坊模式概述 

2.1定义与特点 

旨在通过家长与幼儿园的紧密合作,促进幼儿全面成长。家

长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教育活动,与教师、幼儿共建积

极和谐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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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互动性 

家长、教师和幼儿间互动频繁深入,共同参与亲子游戏、手

工制作等活动,增进了解与信任,为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提供

支持。 

2.1.2多元性 

幼儿园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组织丰富多

样的亲子活动,如亲子运动会、亲子手工、亲子阅读、家长讲座

等。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在参与过程

中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和育儿技能。同时,多元性的活动形式和

内容也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家长,使他们在参与过程中

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2]。 

2.1.3开放性 

幼儿园通常会设定固定的开放日或观摩周,让家长有机会

进入幼儿园,近距离观察幼儿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种开放性的

做法有助于消除家长对幼儿园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增强他们对

幼儿园的信任和支持。其次,幼儿园还会通过家长会、家长座谈

会等方式,与家长保持常态化的沟通,共同探讨育儿问题,分享

育儿经验。这种开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家园关系,

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2.1.4实践性 

通过参与活动,家长不仅可以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还能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方法,观察幼儿的变化和成长。这种实践

性的做法有助于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育儿技巧,提升自己的

育儿水平。同时,家长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能及时反馈

给教师,为教师调整和优化教育计划提供有力支持。通过不断的

实践和调整,家长和教师能够共同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

良好的教育环境。 

2.2类型 

2.2.1家长讲座与研讨会 

这种活动模式通常邀请具有特长的家长、教育专家或相关

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园进行专题讲座或研讨会。讲座内容广泛,

可能涵盖健康饮食、亲子阅读、科学实验、心理健康等多个方

面,旨在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和育儿技能。通过专家的讲解和分

享,家长们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同时也能与其他

家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分享彼此的教育心得和经验。这种活动模

式不仅有助于家长更好地理解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需求和问题,

还能为他们提供实用的育儿建议和指导。 

2.2.2亲子活动 

亲子活动包括亲子运动会、亲子手工、亲子阅读、亲子游

戏和亲子烹饪等多种形式。在亲子活动中,家长和幼儿共同参与,

通过互动和合作完成任务或挑战。这种活动模式不仅有助于增

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还能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创造力、语

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通过亲子活动,家长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了解孩子的兴趣和需求,从而更好地支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同

时,亲子活动也能为家长提供一个展示自己育儿理念和方法的

平台,促进家园之间的交流和合作[3]。 

2.2.3家长助教 

家长助教是一种让家长有机会走进课堂,协助教师组织教

学活动。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适合的助教课程,

如英语课、音乐课、烹饪课等。在助教活动中,家长们可以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幼儿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体验。这种

活动模式不仅有助于家长更加深入地了解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和

教学方法,还能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来。

同时,家长助教也能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共同促进幼

儿的全面发展。 

2.2.4家长观摩 

家长观摩活动包括开放日、家长观摩周等。在观摩活动中,

家长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幼儿在园的表现和成长情况,了解幼

儿园的教育环境、教学流程和教育理念。这种活动模式有助于

家长更加全面地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和学习状态,从而更

好地配合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同时,家长观摩也能增进家长对教

师的理解和信任,促进家园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通过观摩活动,

家长们可以更加放心地将孩子交给幼儿园,让他们在这里度过

一个快乐、充实的童年。 

2.2.5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是幼儿园为家长提供的一项专业服务。这种

服务旨在帮助家长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提升他们的

育儿能力。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多样,可能包括家庭访问、电话

咨询、家庭教育讲座等。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家长们可以获得专

业的育儿建议和指导,了解如何更好地与孩子沟通和交流,如何

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和品质。这种服务不仅有助于家长更加科

学地教育孩子,还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同时,家庭教育指导

也能加强家园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创

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3 基于家长工作坊模式的幼小衔接教育干预策略 

3.1学习习惯与自主能力培养 

家长与教师需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深入了解孩子的兴趣所

在、学习风格及学习进度。基于这些信息,双方共同设计一份个

性化学习计划。这份计划应细致规划每日的学习任务,包括新知

识的学习、旧知识的复习以及新知识的预习,确保孩子的学习既

有针对性又充满乐趣。例如,针对喜欢阅读的孩子,可以增加课

外阅读量,并设置相应的阅读报告；对于数学兴趣浓厚的孩子,

则可以增加数学游戏和挑战,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4]。 

在执行学习计划时,家长需扮演监督者的角色,确保孩子按

时、按质、按量完成学习任务。为了增强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家长可以设立奖励机制,如完成一周的学习任务后,带孩子去公

园玩耍或购买他们喜欢的小礼物。同时,家长还需关注孩子的学

习难点,及时与教师沟通,共同寻找解决策略,如请教师提供课

外辅导材料或家长在家中进行针对性练习。 

为了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家长可以设计

一系列富有趣味性的游戏和活动,如拼图比赛、数学迷宫、科学

小实验等。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家长应鼓励孩子主动思考、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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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即使失败也要从中学习。例如,在拼图游戏中,家长可以引

导孩子观察图案、分析结构,然后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尝试拼接,

以此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3.2社交技能与适应能力提升 

为了提升孩子的社交技能和适应能力,家长可以定期组织

家庭聚会,邀请同龄孩子参加。在聚会中,孩子们可以分享玩具、

讲述故事、参与游戏,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理解。家长应

鼓励孩子主动与他人交流,学会倾听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此外,家长还可以引导孩子参与社区活动,如环保清洁、慈

善义卖等。这些活动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还能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例如,在环保清洁活动

中,家长可以带领孩子一起清理社区垃圾,让他们了解环保的重

要性；在慈善义卖中,孩子可以亲手制作手工艺品进行售卖,学

会与他人分享和互助。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适应不同情境,家长可以设计角色扮演

游戏,如模拟购物、餐厅用餐等场景。在这些游戏中,孩子可以

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社交规则和礼仪。例如,在模拟购

物游戏中,孩子可以扮演顾客和售货员,学习如何礼貌地询问价

格、挑选商品和付款；在餐厅用餐游戏中,孩子可以扮演服务员

和顾客,学习如何点餐、使用餐具和表达感谢。 

最后,家长还应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校园清

洁、图书馆助手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培养孩子的公益意识,还能

让他们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分享和互助。同

时,组织团队活动如体育比赛、文艺表演等,也能有效增强孩子

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例如,在体育比赛中,孩子可以学会遵

守规则、尊重对手和队友；在文艺表演中,孩子可以展示自己的

才艺和创造力,同时学会欣赏他人的表演。 

3.3沟通与表达能力强化 

每月固定时间召开家庭会议,确保孩子成为会议中不可或

缺的参与者。会议内容可以涉及家庭计划、日常安排或孩子的

学习生活等。在会议中,鼓励孩子主动发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

建议,家长则需认真倾听,对孩子的意见给予积极反馈和合理采

纳,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日常生活中,营造开放、包容的对话氛围,鼓励孩子与家

长分享自己的日常经历、感受及想法。无论是学校趣事、朋友

间的矛盾还是个人小秘密,家长都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通

过耐心倾听和适时回应,帮助孩子学会表达自我,培养健康的沟

通习惯[5]。 

教师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兴趣,定期组织小型的辩论

会或演讲活动。活动前,指导孩子如何搜集资料、组织论点、清

晰表达；活动中,鼓励孩子自信上台,勇敢发言；活动后,进行反

馈和总结,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

可以邀请家长作为观众或评委参与,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

性。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游戏,让孩子在模拟的情境中练

习倾听他人、理解他人感受。例如,设置“小小调解员”角色,

让孩子在解决朋友间的小争执中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立场,

培养同理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心理健康与情感支持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和情感支持同样重要。每周

设定固定的亲子阅读时间,选择适合孩子年龄和兴趣的故事书

进行共读。在阅读过程中,引导孩子分享对书中情节、人物的理

解和感受,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联想和感悟。这不仅能增进亲子

关系,还能帮助孩子学会识别和表达情绪,提升情感调节能力。 

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如持续焦虑、抑郁等,家长

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专业

的评估和指导,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干预方案,帮助

他们学会管理情绪、建立积极的心态。同时,家长也应积极参与

咨询过程,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和情绪管

理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让他们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全。当孩子尝试新事物时,无论成功与否,

都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勇气。当孩子遇到困

难时,家长要耐心倾听他们的烦恼和困惑,给予积极的建议和支

持,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和支持

他们。此外,还可以通过家庭活动、亲子游戏等方式增进亲子关

系,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 

4 结语 

本文通过探讨基于家长工作坊模式的幼小衔接教育干预策

略,强调了家园合作在幼小衔接中的重要性。通过学习习惯与自

主能力培养、心理健康与情感支持、社交技能与适应能力提升

和沟通与表达能力强化等策略,家长和教师可以共同为幼儿的

全面发展提供支持。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幼儿顺利实现从幼儿

园到小学的过渡,还能促进他们的认知、智力、思维等方面的全

面发展。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家园合作,完善幼小衔接工作,为幼

儿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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