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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家长摆脱幼小衔接的焦虑

张苏婧

盐城市开发区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200

摘要：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存的教育主体，这是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的具体表现，是家庭传统继承和发

展的基础，家长的教育焦虑往往是由家庭教育认知问题引起的。本文分析家长教育的焦虑、引起社会焦虑的原因，

提高政府家庭教育培训的强度，社会上普及家庭教育，促进家长个人持续学习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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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幼儿园和小学的过渡期是儿童心理发展

的重要过渡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儿童从幼儿园顺

利进入小学，适应小学生活，幼儿园和小学的连接可以

帮助多个利益相关者在合作的基础上，让儿童良好地适

应小学生活。学前教育作为小学教育稳定过渡的教育活

动，从微观上看，这是所有孩子身心和谐发展的基础，

也是对家庭幸福感的预测。从中观来看，这是符合国家

优质教育要求的必然选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人

类个体实现“超我”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我国的许多

家长都在幼小衔接时处于焦虑状态，这些问题必须引起

高度的重视和解决。

一、家长们对幼小衔接感到焦虑的原因分析
（一）幼儿园的“小学”教育导致家长对幼小衔接

感到不安

在教育内容上，许多幼儿园大班采取小学为主的教

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开设了大量的“特色”课程，一

些幼儿园开设了兴趣班和特长班。例如，数学、识字、

画画、跳舞等教育内容以“小学”为主，给孩子们提供

玩具的材料不足，孩子们自由活动、玩游戏的时间不足，

幼儿园给孩子们做作业，剥夺孩子们的很多课外时间，

增加了孩子和家庭的额外负担。在行为规范上，儿童的

言行、姿势等行为规范要参照小学生的标准，要求更加

严格和细致。例如，上课时认真听课，不允许上课打架，

教师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对违反纪律的孩子们严惩不

贷。在评价上，有些幼儿园会给孩子们进行笔试或口试，

甚至还有详细的评分标准，考试在学期末或不定期进行，

成绩作为孩子们评价的主要依据。将评价方法“初等化”，

幼儿园邀请小学教师给班级教师和家长讲课，这种活动

加强了大班学生对小学生活的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适

应小学生活。但是，这是因为孩子没有从心里对小学生

活的渴望，所以衔接活动流于表面，无法触及衔接活动

的本质，因为孩子们有 100 种语言表达方式和 100 种问

题的视角，他们关心的事和关心的事不同于成人。由于

儿童心理发育不完善，语言表达能力不完善，成人在向

儿童传达逻辑抽象的思想和行为时，可能不能准确地理

解儿童。

（二）因其他因素而导致焦虑

儿童的准备程度，父母、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以及学

龄儿童的良好学前教育体系。即家长、社区、幼儿园、

小学和孩子都是影响影响儿童幼小衔接的重要因素。研

究结果表明，家长对幼儿园的幼小衔接参与主要受到以

下因素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家长对幼小衔接的

观念和体验、家长的自我效能感、学校和教师对家长的

合作态度、孩子们对父母的参与态度等。

幼儿从幼儿园上小学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面对环境的变化、学习方式的变化等情况，孩子们

难免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甚至出现行动问题，因此

儿童帮助孩子做好连接准备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小

学、家长在幼儿园的小学教育过程中是重要的力量。

每当大班毕业时，很多家长都会关心幼小衔接问

题，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童年关系的不安感”。

上小学后，孩子们会面临学习时间、身体适应、人际关

系、学习环境、学习内容等各种变化。他们非常重视这

一过渡期，但由此产生的过度焦虑，不仅对他们的身心

健康有害，而且会不知不觉地将焦虑传达给孩子们，造

成负面情绪，甚至对孩子们适应学校会成为障碍。除了

幼儿园的学习外，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们进行课外辅导，

选择了“兴趣班”，申请“特长班”和“实验班”，这

就是“兴趣”学习。事实上，孩子们提前掌握了更多的

知识和能力，促进“小学化”渗透到孩子们的园外生活

中。家长的焦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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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长们认为孩子们的学习内容不足，进度跟不

上，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家长们对孩子是否应

该提前学习小学内容很感兴趣。“发现优点”策略可以

降低家长的焦虑感，这是积极沟通的重要前提。教师突

出了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优势，让家长体验良好的感

情体验，更客观地评价孩子。沟通效果的关键在于通过

这种沟通教师可以明确地对家长进行指导，甚至要制定

“个性化”的行动计划，关注孩子的个人需求。例如对

于孩子迟到的习惯，老师可以以班级现有的注册活动为

基础，为孩子提供日常的反馈、奖励等机制。家长对孩

子不能识字的焦虑，可以让孩子在家一起参与阅读的活

动，也可在常见的环境中如电视、大门等处粘贴对应的

文字，或者引导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观察周围

的文字。

家长们注意小学的学习内容，担心是否需要“提前

学习”，这是因为家长普遍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孩子

们“不提前学习就赶不上学习进度，影响了自信心”。

因此，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幼小衔接班”，这种所谓的

“幼小衔接”课程设定和教学方法脱离了孩子们的年龄

特征，灌输知识会增加孩子们的负担，会让孩子们失去

学习兴趣。

2. 孩子们的拖延和缺乏积极性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

极性，父母们对孩子们的拖延和缺乏积极性感到焦虑，

其实这是孩子们学习积极性不足的表现。孩子有自主选

择的能力，孩子缺乏积极性的常见原因是家长安排太多，

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太少。

3. 孩子们行事缺乏计划和组织。计划性作为重要的

学习品质之一，计划可以让孩子们更加有条理地做事，

帮助孩子们在小学甚至未来的成长。

4. 孩子们的活动积极，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效

果。通过孩子们的日常行为，家长们感到不安和焦虑。

幼儿如果能持续参与并专注于感兴趣的活动或学习，这

对幼儿今后的学习意义极大。

5. 幼儿丢三落四和计划不足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效

率。有的家长一整天都给孩子找东西，孩子们的玩具到

处都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

有的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他

们喝水、打球、画画，他们总是到上床睡觉了才认为自

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二、如何帮助家长摆脱幼小衔接的焦虑
因此，我们对如何帮助家长摆脱幼小衔接的焦虑提

出如下建议：

（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环

境和榜样

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化，提高他们

的学习兴趣，家长是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他们的一举

一动，每一句话的行为都会给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感化的影响。家长要营造一种喜欢读书的家庭氛围，每

天晚上安排一个亲子阅读时间，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

的画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观察图片，阅读课文，家长

可以听取孩子们关于故事的说明，提出有关故事的问题，

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在玩具和家庭用品上贴上标签，

让孩子们在任何时候何地都觉得有趣。可以营造一个阅

读汉字的文本环境，当孩子们经常看到秩序井然的环境

时，他们自然会有一种舒适感，孩子们看到周围的大人

井井有条的优点，也会产生有计划的有意识。父母经常

把孩子的玩具堆在角落里，孩子们也会学会把玩具扔到

各处。如果父母能把玩具分类保管的话，孩子们就学会

把自己的玩具分类整理。

（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首先家长要了解和尊重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儿童

的学习主要以直接感知经验为主，游戏和日常生活是主

要的学习方式。因此，培养孩子们引导认知、思考、表

达和创造的学习方式是入学最重要的准备。父母在入学

前要知道准备什么，上课准备不是让孩子们提前学习小

学课程，而是进行感性的体验，提高学习能力，养成学

习习惯，调节情绪，为小学学习打下基础。

（三）引导孩子学习制定计划并实施计划

养成制定计划的习惯，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效

率，还可以培养良好的能力和习惯。一开始父母和孩子

可以一起制定计划，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家长们应该

和孩子们讨论或征求意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建议。例

如放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们讨论一天的日程，先做什么，

然后孩子们喜欢做什么。在孩子们有一定的计划能力的

时候，家长们可以尽可能地让孩子独立制定计划。

孩子们虽然已经制定了计划，但是不能按照计划执

行任务，因此家长的检查和监督特别重要。计划结束后，

让孩子回顾自己的过程和心理感受。如果计划还没有结

束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做什么？自己整理解决方案，

这样的讨论让孩子们认识到计划的重要性，学习合理的

计划。养成习惯的关键是坚持，孩子们的计划与效果密

切相关，如果意识到有，就习惯于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

（四）家长训练孩子们注意力的各种方法

在游戏活动中，儿童的集中力和稳定性比较强。孩

子们的注意力可以通过游戏来训练，父母也可以培养孩

子专心学习。读书不仅是从大班开始，孩子出生后从卡

片到玩具书、画册，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选择

适合阅读的资料，而且阅读的过程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语

言敏感度，对以后的学习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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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专注于玩游戏时，大人们不能随意干扰或

干预。有时父母看起来经常和孩子沟通，但实际上是对

孩子们注意力的干扰，所以当孩子们专心玩的时候，父

母在他们不玩的时候，要营造一种安静的氛围，他们总

是问“你在干什么？”或者不能问“吃水果”，家长要

学会适当地无视。

（五）给予幼儿空间和时间，给他们自己选择的机

会

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来扩展孩子们自

由的活动空间。例如，他们可以给孩子们一个娱乐空间，

这个空间里的玩具包括谁被邀请到他的游戏空间，由孩

子们安装和储存。因为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孩子小时候应

该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安排孩子的时间，结果误以为

孩子顺从，自律性下降。父母可以给孩子们一天一天的

自由支配时间，没有危险的话，孩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不看电视，画画，不做无聊的事。他最终还是去

找家长给家长提了建议，孩子们可以长期学习和学习合

理安排游戏。

三、结论
幼小衔接阶段的过渡阶段是学前教育的最后阶段，

对整个学前教育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小学的顺利

过渡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幼小衔接措施，

将无法确保儿童五大领域充分发展，也不能保证儿童的

身体、智力、道德、审美全面发展。但是家长在孩子幼

小衔接时存在的焦虑通常需要将各种方法和手段有机地

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引导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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