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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教育的基础是学前教育，当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孩子进入小学

学习后教育方式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孩子的学习形式从主动在游戏中

接受知识变化到了被动地接受教师所授的知识。在这一衔接过程中存在儿童教育

方式不科学、家庭教育不合理、学前教育过于偏向小学化等问题。本文以幼儿园

教育作用为落脚点，从教师综合素质、家庭教育误区、孩子自身等方面入手，总

结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合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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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不仅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基础阶段，更是其学习新知识、新事物、锻

炼新思维方式的萌芽阶段，若学前教育不能平稳的过渡到小学教育会对孩子们接

下来的小学教育甚至终身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校方、家长、教师三方应该

树立规范办学、推行素质教育、积极配合学校的观念，从而让孩子开心的学习。

一、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教育局在 2001年出台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表明家庭要和幼儿园

协同合作，与小学互相衔接，运用多种教学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1]。但在实际衔接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家庭方面

我国早在 1985年就要求教育体制改革应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但多年来家长

仍然注重幼儿的智育，并没有针对其年龄段将体育素质、德育素质提上日程，过

重的书本知识将会影响小学生的身心发展。

（二）幼儿自身方面



儿童在衔接过程中整体发展的水平有限，不仅缺少可逆性更缺少守恒性。另

外，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不够成熟、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孩子们容易受外界影响，

意志力薄弱，常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往往要进入小学阶段才会转变成复杂的思

维操作[2]。

（三）教师方面

教师在学前教育时期主要的教学任务是对儿童开展启蒙教育，授课方式主要

以课外活动、游戏为主。小学教育阶段，儿童需要系统的掌握与自然社会、日常

生活相关的基础技能，授课方式会从游戏变化到板书，并且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

师很少关注儿童感受。

（四）幼儿园方面

大量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以及社会的要求，即不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又

不重视培养幼儿的综合素质，在大班就开始讲解小学低年级的科学知识，经常使

用照本宣读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3]。

二、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家长认识误区

家长受社会激烈的竞争环境影响，认为幼儿园整体质量的好坏决定传授给孩

子们知识的多少，孩子在园内学习小学知识能够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同时，

大部分家长抱有强烈的攀比心，他们经常将自家孩子和其他孩子相比较，比较内

容则是以掌握诗歌、文字、英语单词的数量多少为主。因此，他们当前最大的误

区就是片面注重智育的发展，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德育、劳动、体育等技能关注

度较低。

（二）幼儿适应力不强

1.教学环境不同

小学教学对每节课时间的规定非常严格，而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主要以游戏为

主，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理解知识。并且幼儿园有很多供孩子游戏、观察的活动场



所，桌椅也是颜色鲜艳可自由活动的[4]。小学低年级不仅没有图画书和玩具，桌

椅也是固定的，甚至幼儿有时还会被迫学习不感兴趣的内容。

2. 师生关系不同

幼儿园内的教师与孩子共同用餐，经常和他们玩游戏并及时解答他们提出的

多种问题，可以全面的了解孩子信息。小学教育则不然，教师的教学任务主要以

提升学生成绩为主，对比孩子生活方面的问题，教师更注重他们作业完成的质量、

课堂中的表现等。

（三）师资队伍不够强大

当前我国大量的幼儿园缺乏熟悉小学教育规律、特点的幼师。小学低年级教

师也对幼儿教育过程、心理学等注意事项理解程度不深。导致小学与幼儿园之间

的联系并不密切，这即会阻断小学生与幼儿间的沟通又会妨碍小学教师与幼儿园

幼师的联系。

（四）幼儿教育过于小学化

一些幼儿园在开展教育活动中，没有结合幼儿年龄段的特点组织相应的游戏

活动，通常都是教师独自单项的讲解知识，很少顾及课堂上幼儿的认知能力和接

受能力，更无法奢想寓学于游戏。

三、解决措施

（一）家长更新教育观念

家长不仅要树立全新的教育观念，还要积极主动的配合学校工作。首先，家

长需要明确单一的学习方式和单纯的书本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孩子们健康成长

的需要。例如，可以在儿童切身生活中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游戏中锻炼他们

的动手实践能力；在适当的交往中逐渐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另

外，家长还应主动接受小学、幼儿园的专题讲座指导，为孩子进入小学校园铺平

道路，从而实现社会、家长对幼小衔接的共识。

（二）提升幼儿适应能力



首先要重视培养幼儿园大班生的良好生活习惯，让他们逐渐养成自己的时间

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管理习惯。当孩子做出任何不恰当的事情时，家

长和教师需要耐心的引导孩子分析事情的经过，让他们逐渐掌握独立思考的能

力。

（三）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在教师任职阶段要对其进行考核，这有利于发现职前教师的不足，从而能针

对性开展培养。在教师任职后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5]。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应和

家长积极沟通，深入了解孩子在不同教育阶段展现出的不同特点，认真分析产生

的具体原因，从而策划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这有助于让幼儿适应小学阶段的新生

活。

（四）幼儿园和小学规范办学

   双方在办学上都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小学教育与学前教育

之间的完美连接。幼儿园方面要明确以孩子持续发展的教育宗旨，尽量满足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需求。小学方面也应落实推行素质教育，暂降教材内容的难

度，从而减缓一年级新生入学的压力、减少新生适应新校园的时间，使他们可以

真正的习惯、喜欢小学教育阶段的学习方式和生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幼儿园、家庭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将决定幼小衔接

工作的完成质量。各方应共同努力，帮助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从而落实教育事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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