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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现状的分析及教育建议
庞　燕 

（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学附属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110）

摘要：基于《指南》，对幼小衔接教育工作进行科学开展，使幼儿可以实现这两个学段的良好过渡，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学习都

有着积极作用。国内实施的《幼儿园指导纲要》（简称《纲要》）对幼教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就是要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为此对幼小衔接现状展开分析，给出其科学对策，就可以为孩子们的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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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小衔接的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将《指南》进行良好落实，使得幼小衔接工作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并让幼教更具有规范与科学特点，国家教育部先

后推出《纲要》与《幼儿园工作规范》等诸多规制，其中有明确

指出，幼儿园应该有效利用周围各项资源，与小学进行良好衔接，

为孩子们更好地实现成长。但目前许多幼儿园在幼小衔接的领域

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幼小衔接教育力度不够

结合自身实践教育，目前许多幼儿园已经对衔接教育给予了

一定程度的重视，不管从教学内容方面，还是从方法与形式上，

都开始强化与小学一年级进行连接，不过从小学角度来看，在此

领域则缺乏相应的准备，这使得这样的衔接存在单向性，幼小衔

接效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小学，在此方面的衔接缺乏应

有的重视，往往觉得这应该是幼儿园自己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太

大的关系。于是，这样的单向教育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按照刚刚

升入一年级儿童的心理特点，他们在进入到新学校时，常常伴随

紧张与兴奋心理。而且在新的环境中，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

适应，再加上小学上课的模式、学习比较繁重的一些因素，再加

上学习上的压力，在心理层面上，常常表现出焦虑与紧张，这必

然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刚入学儿童的衔接

工作小学应该提前做好，尤其要搞好幼儿进入到小学之后所涉及

到的适应与过渡教育，同时在课程设计、环境、人际关系等层面

进行科学调整，使得学习坡度与难度实现最大程度的下降，这样

才会让儿童真正顺利、身心健康的进入小学生活。

（二）“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比较严重

通过调查了解，在诸多幼小衔接教育环节中，教师以及教育

管理人员对该领域衔接的认知还缺乏全面性，教师对教学内容的

设计小学化严重。大班下学期教学内容基本上与小学一致，集体

活动比较多，主要以背诵课文、识字、写作业、做加减算数等为主，

而不是注重幼儿的全面发展，主要以学习为目的，严重剥夺了幼

儿正常年龄段该有的学习方式。在幼儿园，关键就是将游戏作为

关键学习模式，注重幼儿在语言表达、人际交往、学习习惯等方

面的学习，对孩子们的综合发展能力进行更好的培养，使得孩子

们的认知规律、天性等得到更好的尊重。

（三）家长及社会对幼小衔接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近几年，家长以及社会上对于幼儿教育的认识在不断提高，

但他们普遍对儿童的发展规律以及年龄特点认识不够，相关的教

育观念较为匮乏，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引导，而且近些年应试教育

还是有着很大影响，再加上相应的商业宣传，使得幼小衔接问题

表现的日益突出，很多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生怕孩子输在了

起跑线上，过早就让孩子们进行提前学习，不少大班的家长提前

就给幼儿报各种课外辅导班、幼小衔接班，学习拼音、数学算数、

写作业等，这不仅让孩子们在起跑线就“伤痕累累”，同时还对

幼教的办学秩序，教学方向带来一定的干扰。记得很久以前跟小

学老师的一次面对面交流，小学老师的一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

新，她说“幼儿园不要提前进入小学化，不要教授拼音课程，在

小学课堂上，她见过很多案例，很多小孩子早已学了一年级的知

识，会导致今后小朋友在上一年级时出现骄傲、课堂不认真的情况，

如果幼儿园老师教授的方法有误，还会出现小朋友发音很难纠正

的现象”。

二、幼小衔接的教育建议

（一）强化“双方”教育和交流

幼儿园与小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紧密相连，让幼儿与小学

教育之间的衔接更具有科学性极为关键。但两者是不同的教育体

系，无论是在学习环境、教学方法和内容上都会出现差别，所以，

大班下学期，幼儿园要根据自身条件组织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小学、

观摩小学生上课、体验小学课堂等活动，使得孩子们可以更好感

受幼教与小学教育的差异，从而加深幼儿的认识，从生理与心理

层面，都需要对其进行相应准备。另外，对于小学而言，需要以

这种衔接为主要内容，开办相应的交流大会，让一年级教师与幼

儿园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传递正确的信息，这样就能实现双向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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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开展幼小衔接内容

《指南》里有明确指出，要使得幼儿进入小学的准备工作具

有科学合理性，尤其要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能力、适应能力、初级

的逻辑能力，并能产生相应的规则、人物意识，并具有一定的完

成任务能力，由此为孩子们的终身学习提供良好基础。幼儿园需

要坚决去除“小学化”教育，同时还需要摒弃小学化教学环境。

通过自身经验发现，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是否具有合理性，

这和幼儿园所制定的教学计划、幼教老师对这种衔接的科学认知

关系密切，以下是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给出衔接的相关策略。

1. 活动内容的衔接 

在大班下学期，将这种衔接工作融入到具体的活动，渗透在

区域小组活动中，注重幼儿的前书写、前识字的练习，每天做区

域报告单时幼儿可练习写名字、日期、天气等。在区域活动中，

美工区在幼儿完成作品后要求幼儿能为作品写上名字和日期；建

构区幼儿能自主绘画建构设计图并能够写上日期或名称，搭建的

过程中可以为主题写上或者画上记号，如：书写或绘画主题名称，

为建筑物写上 1，2，3，4，5 等楼层号码；数学区能够借助于其

他应用方法、 实务操作对十以内的加减法进行训练，学习测量与

比较的方法，感知物体的长短、粗细、大小等；语言区提供有声

读物、指偶，可以引导幼儿进行口述故事，或者扮演其中角色，

并提供纸笔文具帮助幼儿对故事进行图画和符号的表现，并正确

进行写画，教师提供书写信件的格式和文字，让孩子们可以积极

和文字进行互动，使之对“画字”产生一定爱好，对儿童纸笔的

互动经验建立有效的帮助。

2. 学习习惯的衔接 

小学生活与幼儿园生活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当孩子们

升入小学之后，其课堂的严肃性显著提升，而且上下课时间也具

有标准性，每天都需要提前准备好相应书本与工具，同时还需要

做好轮值工作等，这些都需要孩子们提前能够适应。所以，大班

幼儿要注重幼儿的学习习惯、自我服务能力的学习，小朋友进入

大班后，一日活动中安排小小值日生，轮流进行值日，负责当播

报员、擦桌子、检查水壶、整理玩具等工作，在他们每日更换衣

物之后，自主完成书包的整理，并将书包衣物叠放整齐，课堂上

要求幼儿坐姿端正，不随便离开位置、做到举手发言等。

3. 活动开展形式上的衔接  

小、幼这两个阶段在学习形式上已有明显差异，幼儿存在以

下基本特点：专注的时间比较短，活动形式主要以区域教学和小

组学习为主，主要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活动结束统一由老师督促

幼儿喝水、上厕所。到了小学阶段，则基本上将集体活动作为核心，

而且上课时间比幼儿园要长，课堂上还不可以随便走动，而小学

下课后则是自己上厕所，自己喝水等。

针对以上情况，在进入大班下学期后，教师可根据班级情况

制定课间休息时间，可以是 10 分钟、15 分钟不等，在休息时间

内幼儿要完成吃水果、喝水、入厕等事宜，活动开始和活动结束

要有明确的音乐指引，幼儿在听到音乐要能够主动进行各项活动，

在常规活动的设计中教师要有目标的去培养幼儿的主动性、任务

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如：根据相应要求，让孩子能够按时抵

达学校，不能随意请假，而且需要紧密结合相关计划，对相关活

动进行科学安排。

（三）加强家长对于幼小衔接的认识

通常，孩子会深受家长的影响，对于小、幼衔接教育工作而

言，同样需要得到家长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广大家长，需要对其

拥有正确的认知，能够帮助幼儿顺利进入小学。目前社会上一部

分家长对幼小衔接的认识相对缺乏，幼儿园可通过家长会向家长

传递正确的幼小衔接知识，让孩子的家人积极配合园内诸多活动

的开展，双方相互协作，使得这种衔接工作更具有科学与合理性。

建议家长多关注学习 “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公益讲座，对《指

南》进行深入学习，认识幼儿的年龄特点，并对该衔接问题产生

正确与科学的认知，学会换位思考能站在孩子的立场，去理解孩子、

支持孩子、帮助孩子顺利过渡。

三、结束语

总之，对幼小衔接教育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展，使得孩

子们能够更好的升入小学，并能更加快速的适应小学的学习与生

活，这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与进步都有积极影响。从现状来看，我

国幼儿教育在满足幼儿、家庭和社会需求上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对幼儿园当前工作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中问题，并对

其进行改善，进而为孩子们的成长进步提供更为优良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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