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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保定市一所公办幼儿园、一所成熟的民办幼儿园为研究对象，搭建了高等院校、新闻传媒、两所幼儿园、城区东、

南、西、北四所小学的研究共同体，利用“教媒融合”的形式，分别从新闻学视角和教育学视角出发，剖析幼小衔接的问题，

从横纵两个角度建构解决对策。首先，发挥新闻传播学优势，改良教育生态环境；其次，基于教育学研究，探索开放的家

园共育课程支架。总之，本研究融合了新闻人的敏感和教育人的执着，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着眼于为每个孩子

的幸福人生奠基，力争做科学的教育、暖心的服务！

教媒融合；幼小衔接；课程支架；口令

幼小衔接，是儿童面临的一个学习生涯的过渡阶段，在这
一过渡阶段形成的学习体验，对其后继学习有着较为深远的影
响。科学地进行幼小衔接，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
社会问题。教育学和新闻学的融合，能够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
精准地发现问题，深入地剖析问题，有效地传递信息，合理地
解决问题。

教育的商品化，引发了家长对幼小衔接的普遍焦虑。在这
一社会背景下，一方面要帮助家长转变教育价值观念，提升幼
儿所处的教育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要建构一套适宜的课程，
帮助幼儿提升综合能力。“保定责任”公益教育幼小衔接科研
团队历经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从新闻学的视角，探索出幼小衔
接教育生态系统四个维度的衔接模式；从教育学视角，立足于
一日生活，在吃穿厕等生活事件中挖掘教育元素，形成了开放
地生活教育课程体系。本研究立足于保定市的一所民办幼儿园
和一所公办幼儿园，联合高等院校和保定市城区东南西北四所
小学，建构研究共同体，从幼小衔接的教育生态系统入手，探
究可行的幼小衔接策略。

1、发挥新闻传播学优势，改良教育生态环境

从新闻学视角出发，横贯幼小衔接的生态系统（家庭、学校、
幼儿园以及社会），将新闻传播学的内容与方法引入幼小衔接
教育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文化与思维的共建，运用新闻敏感、
新闻价值、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主持、新闻发布等多种
新闻概念和方法，达到教育信息的有效传播，为幼儿营造科学、
理性的成长氛围与空间。

1.1  幼儿园教育者和小学教育者之间的思维衔接
新闻人利用沟通与资源优势，建立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

的沟通渠道，帮助幼儿园教师理解新入学的小朋友的发展需求
和困扰小学教师的问题，同时帮助小学教师了解幼儿园阶段（尤
其是大班阶段）孩子的发展特点，以此建构适宜的入学适应阶
段的活动内容与形式。一是组织双方的教育者互访，即组织小
学教师下沉到幼儿园大班进行入班观察，了解大班幼儿的发展
特点和行为特征，组织幼儿园老师到小学入班观察，了解小学
生需要具备哪些校园行为能力，以指导自己后续的入学准备工
作。二是组织幼儿园和小学的双方教师围绕同一问题，进行研
讨，从幼儿发展的角度，幼小教育者合力解决问题。借助以上
两种形式，实现幼儿园教育者和小学教育者之间的思维衔接。

1.2  幼儿家长的思维与认知衔接
家长，在幼儿所处的教育生态环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角色。家长的思维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教育环境
的品质。在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一年级的过渡阶段，家长应该树

立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两个思维，全程做好陪伴与转换。一方
面组织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为家长进行幼小衔接主题的讲座分
享，帮助家长分析其焦虑的问题，给与家长科学的陪伴策略的
指导；另一方面，组织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小学，观摩小学的
环境、走入小学的课堂、聆听小学教育工作者的幼小衔接主题
分享，帮助家长感知小学的文化。帮助家长在思维和认知两个
层面认清自己的角色和职责。

1.3  社区教育生态环境的衔接
以“幼小衔接文化演出”的形式，走进社区，用社区大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节目表演，向社区居民宣传科学的幼小衔
接理念和措施。在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中，还穿插有
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围绕幼小衔接问题给出的家庭教育建议。
文艺搭台，教育唱戏，在愉快的氛围中，有效地传递科学做好
幼小衔接的理念与方法，改变幼小衔接的社区教育生态环境。

1.4  幼儿园和小学的文化衔接
幼儿园与小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段，在文化上有着各自的

学段特征。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惧。对于即将到来的小
学生活会是什么，家长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幼儿园可以整理
出不同小学的校园文化，并以展板的形式向大班的家长广而告
之，了解之后，并有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也降低或缓解了因无
知而产生的焦虑。

总之，运用新闻传播学的优势，进行沟通与传达，帮助家
长形成科学衔接的价值观念，改变幼儿的教育生态环境，为科
学的实施幼小衔接奠定思维与认知的基础！

2、基于教育学研究，探索开放的家园共育课程支架

从教育学视角出发，纵贯幼小衔接的全过程，依据幼儿的
成长需求和教育教学的规律，构建适宜的教育支架，从教育行
动的层面，促进幼儿园和家庭的互动与交流，围绕共同的目标，
建构教育支架，合力进行家园共育的课程研发和实践。

2.1  明确家园共育课程实施的载体——“吃、穿、厕”等
生活事件

在“一日生活皆课堂”理念的指导下，家庭和幼儿园聚焦
于同一目标，同一时间段进行强化的训练，帮助幼儿提升入学
准备的行为能力。

首先，教师负责挖掘生活事件中蕴含的教育元素，明确幼
儿发展的关键经验，例如，餐桌上的配对、排序、分类；衣服
的搭配和天气的关系；厕所里的空间、数量等，无论老幼、贫富，
都能做好幼儿学习的陪练员，在不增加家长负担的前提下，既
锻炼幼儿的生活能力，又帮助幼儿建构学科思维，真正落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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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活皆课堂，认真陪练做榜样，共把基础来建强”。
其次，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充分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要，融合个人卫生、公共防疫以及眼健康的知识，在传递给幼儿知

识的同时，也培养了社会防疫小标兵，指导全家做好居家防疫工作和公共防疫工作，如戴口罩、一米距、回家进门流程诗等。
再次，明确幼儿园教师在本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师的角色变为“更专业的陪练员”，隔空陪伴，协同家长科学利用吃、穿、

厕生活事件，开展家庭教育。

2.2  提炼家园共育课程支架——“口令”性语言
作为幼小教师，需要从琐碎的生活事件中提炼出“口令”性的语言（简单、规范、可操作），以“口令”为支架，开展家园共育，

帮助家长规范指导性语言。
同时，作为幼小教师，还要清晰地觉知每一个活动所覆盖的发展领域和指向的幼小转换阶段儿童发展的关键经验，并以此为纲，

进一步去设计系列活动，从而开发出以幼儿园和家庭共有的活动——吃、穿、厕等生活事件为载体的课程，合理并统一地开展对
幼儿的生活行为能力和学科思维能力的训练，让孩子成为家庭小帮手、老师小助手的过程中，既提高行为能力，又锻炼学科思维，
从而提高孩子幼小转换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如下表所示：

分类 科目 具体目标 口令 发展领域 关键经验

生活
能力

个人

喝

按需饮水
喝水
水量
水位
记录

语言领域
健康领域
社会领域
数学领域

表达需求
照顾自己
适应环境
观察比较
符号表征

管理水杯
拧开
旋转
拧紧
归位

健康领域
数学领域

精细动作
双手配合
行为有序
形状配对

穿
自己熟练地
穿脱外衣
和鞋子

系
扣子

唱数
点数

一一对应
方位

数学领域
健康领域
语言领域

数概念与运算
手眼协调
双手协同
空间方位
时空次序
语言表达

拉
拉锁

拉头归位
锁芯入位

扣紧
捏住
提拉

数学领域
健康领域
语言领域

手眼协调
方位
次序

双手配合
语言表达

公众
桌面 正确使用抹布，有

序擦净桌子

角度
力度
湿度
方位
次序

数学领域
健康领域
社会领域

双手配合
空间方位

次序
感知觉

地面 会扫地；会拖地 同上 同上 同上

2.3  以赛促学——开展全园幼小衔接行为训练竞赛
在家园共育课程的基础上，研发幼小衔接行为能力训练竞赛。聚焦于同一目标体系，反复演练，提升幼儿在入学准备阶段的

行为能力和思维品质。
幼小衔接行为能力训练大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训练内容如下图所示，重点围绕“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和“眼健康”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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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行为能力训练在第二阶段以“路队”和“眼健康”能力的训练为主。“路队”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入小学后在
每日放学的环节的流程与效率，也是入小学前的必备能力。“眼健康”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向远方眺望”这一保护眼
睛的具体行为，进一步锻炼幼儿知行合一的能力。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幼小衔接行为能力训练的第三个阶段，着重围绕“学习能力”进行强化训练。“倾听能力”是影响孩子学习效果的基本学习
品质之一，理解并执行“三个连续指令”为幼儿进入小学奠定必要的学习能力基础，“老师讲话不插嘴”也是基本的课堂礼仪，
能够在指定的位置进行书写，形成基本的方位识别和判断能力，为入学后的规范书写，奠定基础。“眼健康”在本阶段增加“闭
目十秒”的护眼方法，逐阶增加内容，丰富幼儿的体验，养成爱眼护眼的好习惯。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研究在尊重幼儿成长规律的上，立足于生活，指向幼儿行为经验和综合能力提升，研
发家园共育课程，开展幼小衔接行为能力训练大赛。本课程的一无资金门槛（家庭居所大小均可实施）；二无学历门槛（家长均
可科学陪练）；三无国界（无论中外，都离不开吃、穿、厕）；四无休止（日复一日的循环练习）。

3、结语

“保定责任”幼小衔接公益文化教育服务经历近十年的探索，创建了“教媒融合，多维互动”的研究共同体，在“植根教育，
服务人民”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融合了新闻人的敏感和教育人的执着，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着眼于为每个孩子的幸福
人生奠基，力争做科学的教育、暖心的服务！创建多维度沟通与互动模式，改变幼儿生存的教育生态环境质量；立足于生活，研
发家园共育课程，开启幼小衔接行为思维能力竞赛，从“根”上辅导、帮助孩子，以提高孩子的行为与思维水平。仅以此抛砖引玉，
帮助家长走出焦虑，让教育回归生活，以幼儿综合行为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发展提升教育品质，共创儿童友好城市！

基金项目：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教媒融合背景下幼小衔接的多维互动研究，课题编号：20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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