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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日益凸显,使得幼小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关键性不言而喻,在

研究领域中逐渐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幼小衔接领域的相关问题,针对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

评价方法与实施策略,全面剖析并深入领悟相关理论体系,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旨在构建一套适

用于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理论体系与实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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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key evaluation of the theme course of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self-evident, which is gradually becom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research field.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small cohesion, for young natural cohesion subject cours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lated theory system, the 

comprehensive theory, aims to build a suitable for young natural cohesion subject course evaluation theory 

system and practic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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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对教育品质及成效的需求日益攀升,幼小衔接问题在

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自然融合的课程设

计有助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顺畅过渡,幼儿在转型阶段能更

为顺畅地融入小学生活。但是,关于幼小衔接主题课程的功效与

价值,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 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概述 

1.1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 

随着幼儿逐渐步入小学阶段,幼小衔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

注。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目标

方面各有侧重。幼儿教育核心在于情感培养、观察力提升及探

索能力的激发,小学教育核心在于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因此,幼

儿步入幼小衔接阶段,逐步适应新环境与学习方式,兴趣与好奇

心始终聚焦于自然与科学范畴,打造小学阶段学业的坚实基础。 

1.2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定义和特点 

自然衔接主题课程旨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到小学时期学习

的教学模式。这种方式是通过营造优良的学习氛围和开展富有

成效的实践活动来达成目标的,将幼儿及小学的课程内容予以

自然与科学整合。自然衔接主题课程专注于培养幼儿观察、探

究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幼儿学习时,须激发其积极参与精神,提

高自身思维与创新能力。 

1.3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重要性 

幼儿阶段的自然衔接课程对其成长至关重要。首先,这一举

措有助于幼儿顺利度过转型期。自然顺畅地过渡至主题课程,

确保其顺利进行,幼儿渐入佳境,适应小学教育环境和方法,降

低转型途中的适应难题出现几率。其次,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好奇

心可通过自然衔接的主题课程予以激发,增强他们对自然与科

学的认知及领悟水平。这有助于激发幼儿对科学的热情,打造坚

实的基础以促进学业进步。除此之外,幼小衔接主题课程自然展

开,它还有助于增进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全面关注幼

儿成长动态。 

2 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理论框架 

2.1评价的基本概念和意义 

评价是教育活动的关键环节,目的在于确保系统性与客观



幼儿教育科学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4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性。它有助于了解教学成效,教学表现评估引领教学实践,采用

创新教学方法与策略,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1]。关于幼儿与自然

衔接主题课程的评价,核心在于对幼儿成果与表现实施客观评

价,关注幼儿教学全程的全方位成长,着重激发其求知欲望与提

升自我学习能力。 

2.2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特点和挑战 

以下是对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特征概述：第一,

针对幼儿年龄特质与成长状况,制定相应策略,采用适用于幼儿

的评估手段与工具。第二,全面评估幼儿素质成为关注的焦点,

涉及知识、技能、情感及态度等多方面的培训。第三,关注幼儿

教学过程中参与度、自学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不过,

幼小衔接主题课程的评价环节颇感不易,例如,挑选评价指标、

构建评价方案及解析评价成果等。 

2.3应用于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评价框架介绍 

在评估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过程中,多种评价体系任

你挑选。柯克帕特里克评价模型,这乃是一个广泛运用的评估利

器,它包括评价的四个要素：目标、回馈、调整及成果四方面。

这个模型着重于评估流程的循环性与动态性,幼小自然衔接主

题课程的实施与优化,得益于评价者角色的卓越贡献。另

外,CIPP评估模型(涵盖背景、输入、流程、产出四个层面)在教

育评价领域大显身手,这一观点强调了评价的全面性,涉及幼小

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背景及教学活动实施,涉及评价结果分析与

应用等多方面因素。 

3 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方法和工具 

3.1评价参与者的选择和角色 

幼小衔接主题课程评价展开,评估参与者选择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涉及教师、幼儿及家长等各方人员,评价过程中,各类

角色特质得以展现。教师肩负评价活动的主导重任,承担策划与

实施评价活动的任务,收集幼儿展示及反馈信息。借助观察、记

录与反思,以诠释课程理解与体验。家庭参与赋予我们独特的家

庭视角,分析子女在家庭氛围中的学习状况及需求。 

3.2适用于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介绍 

在评估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过程中,多种评估途径可

供选择。其中,反思日记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令幼童记载课

程学习过程中的感悟与疑问,幼儿课程认知及反馈征集。教学观

察日益成为常规方法,审视孩子在课堂上的举止与展示,教师能

评测他们的学习热情、参与积极性以及问题解决能力。此外,

教师访谈被认为是评价方法中的关键环节,深入访谈交流,全面

把握教师状况,剖析其课程实施观念及优化策略,因此,有利于

课程优化与拓展。 

3.3评价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多种数据搜集及分析方法可用于评估小学幼小衔接主题课

程。主题分析策略颇受欢迎,对幼儿反思日记的核心词汇、主旨

及深层含义进行编码与分类,剖析他们对主题课程的核心认识

及感悟。内容分析策略同样具备可行性,收罗并剖析教师访谈、

观察日志及幼儿创作等各类素材,分析课程目标实现程度及评

估教学环节优劣。还可以采用问卷调查、成果展示及小组研讨

等方法,优化评价数据的多元性与充实性,全面运用定性和定量

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 

4 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要素和指标 

4.1定义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核心要素和指标 

核心要素、幼小衔接、自然主题及课程评价,三者共同构成

了评价的三大层面：课程目标、学习过程及成果。其中,课程目

标成为评价的关键基石,涉及认知、技巧、情感及心态等多方面

培育目标。核心评价在于求知历程,该句子关注课程实施与幼儿

参与、协作、探索及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终极目标

在于评估学习成效,幼儿课程学习中的知识掌握、技能培养及情

感态度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严格地关注与评估[2]。 

4.2将幼小自然衔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评价指标 

明确幼小衔接评估标准的具体要素,应兼顾课程特点与实

际目标。例如,若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幼儿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与探

索能力,幼儿对自然现象的阐述与解读能力,以及对观察记录的

精确度和详尽度的展现,都被视为评价准则。若课程目标是培养

幼儿协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儿童协同作业中的角色分工

与互动沟通,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等均可视为评价准则。 

4.3指标的测量和评价方法 

多种途径与工具可用于评估和测定指标。例如,幼儿对自然

事物的认识,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笔试等途径；观察或实践

皆能评估幼儿在自然衔接课程中的技艺展示；采用观察、访谈

或问卷调查等途径,此手段可助探究幼儿对自然及科学领域的

兴趣倾向。此外,我们可以从教师观察、家长反馈以及作品展示

等多个渠道获取评价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全面评估目标。 

5 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实施策略 

5.1评价计划的制定和组织 

为有效探究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成果,要制定和

组织评价同步展开。确定评价核心关注领域,明确评估准则,以

满足幼儿园与小学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独特需求与目标。组建

一支专业评价团队,教师、专家及研究人员皆涵盖在内,团队成

员应具备所涉及领域的专业素质和评价技能,确保评价过程的

科学性和实施可行性[3]。依评价目标与内容作出相应调整,运用

适宜的评估方法与工具,这涉及观察、访谈、问卷调查、作品展

示等多方面内容,全面了解幼儿的成长与教育情况。涵盖数据收

集、分析及结果反馈等环节的活动时间安排得以规划,幼儿学习

进度与教学计划协调,皆在日程安排之内。确定参与评估的教职

工、孩童及家长等对象,确定他们在评估环节中的定位与担当,

争取评估者的协同与认同,以便对评价活动进行顺利推进。数据

收集方式、分析步骤及评价准则需予以明确,数据完整性和准确

性得到确保,同时,全面综合剖析定性与定量数据,全面把握,精

准评估,得出结论。还需尽快向参与者和关联方提供评估反馈,

同时,激发他们协同参与,共享分析成果与应用,关于课程优化、

教学管控以及幼儿成长等方面的决策,均可凭评价成果获取关



幼儿教育科学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5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键依据。总之,积极运用评价结果,充分运用所得评价,实施幼小

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价的关键策略均具有重大意义。执行这些

策略,有助于增强评价领域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推动幼小主

题课程的不断优化。 

5.2评价参与者的角色和分工 

在评估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的过程中,参与者肩负多种

职能,它们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责与使命。教师在评价过程中担任

关键参与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他们主要负责评价活动的策划与

执行,幼儿学习表现及反馈意见得以汇总。教师需运用观察、记

录及评估等手段,探究幼儿课程参与度、兴趣导向及问题解决能

力等方面的成长进展。设定评价方案与指标、采取评价手段及

工具、策划评估活动、搜集评估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评价成

果、拟定优化措施等。核心评估焦点在于幼儿角色,他们是课程

实施与评估的关键角色。幼儿需自觉融入评估环节,反思日记、

观察记录、小组协同及作品展示等途径,均将课程认知与体验纳

入考量。反馈意见成为评价成果剖析的核心成分。参与评价活

动,阐述学习感悟与认知,存录学习轨迹,反哺经验教训,并提供

优化策略。家长在孩子幼年时期,身兼守护者与教育伙伴之职,

在评估过程中,对此的评价也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视角,由家长

赋予,价值颇高,分析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学习状况及需求。他

们有权参与评价过程,分析幼儿成长轨迹,提供指导性建议。幼

儿参与评价活动,教师协同关注学习发展,家庭提供视角与反

馈。教师、幼儿及家长协同努力,积极参与营造正面评价的氛围,

优化评价成果的准确性与高效性。参与者职责分明,各司其职有

助于评估行动推进及目标实现的准确性。 

5.3评价结果的解读和应用 

自然衔接幼小主题课程的核心在于解读与运用评价结果。

综合分析之后,方能诠释评价成效,审阅儿童课程表现,教师需

根据评价,识别其优势与不足,进而调整教学策略,关键问题及

所涉发现已提炼,确定课程优化及提升幼儿成长扶持的取向。协

同教师、幼儿及家长等各方,深入研讨与剖析评价成果,探求问

题本质并谋求解决之道,借助协同思考与互动交流的力量,进一

步优化的大方向已达成共识,以此为依据提供引导与支持。依据

评估反馈,教师能够采取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对课程布局与教学

方法实施精细化优化,幼儿成长需求与发展目标,应为优化策略

提供依据,满足他们求知与发展的需求。评价活动并非短暂行为,

为确保优化措施的有效性及关注幼儿的成长变化,应及时开展

追踪评估,借助持续的评价与反馈机制,对课程实施适时调整与

优化,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在机器学习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评价成果将用于提升教学品质、优化课程设置及推动幼儿全面

发展等领域,教师依据评价结果,对教学策略与资源配置作出相

应变动,打造优良的学习氛围,赋予多元化的学习契机,同时,家

长据此可了解幼儿的成长动态及学业进展,家庭与学校共同关

注孩子的全方位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幼小衔接视角下的幼小自然衔接主题课程评

估展开研究,能对幼小衔接领域的评价手段与实施策略有了深

度理解,也对促进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无缝衔接,予以悉心指

导并提供必要支持。对教育实践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作用,

幼小衔接教学与评价环节的优化得以实现,从而增进幼儿的学

习成效与拓展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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