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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衔接，让幼升小平稳过渡
王永军

（大连市甘井子区润泽幼儿园，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2021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要全面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帮助儿童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意见》的颁布，为进一步破解长

期以来存在的幼小衔接难题提供了政策引领与现实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幼小衔接，是幼儿园教育的终结阶段，也是小学教育的开始。

幼儿是一类特殊群体，其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学习过渡的黄金时期，衔接幼小教育能够帮助其提前适应学习环境，减少

其陌生感，使幼儿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本文以幼小衔接为切入点，探究具体衔接策略，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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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是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幼儿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准确分析幼儿的身心特征，在此基础上找到幼小衔

接方向，使幼儿教育平稳地向小学过渡。在此过程中，教师也要

不断完善自我，推动幼儿园与小学深度合作，及时解决合作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为幼儿进入小学做好充分准备。客观来讲，幼儿

教育与小学教育有本质区别，由于小学生活与幼儿园生活的不同，

很多幼儿在校园适应出现了很多问题。对此，本文结合文献综述

法与实践调查法，从以下七个层面展开论述，探讨做好幼小衔接

教育的具体策略，仅供参考。

一、优化入学仪式——幼小衔接的润滑剂

入学仪式是幼儿步入小学生活的第一步。对此，教师可以从

入学仪式的优化入手，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其创设温馨的学

习环境，使学校成为孩子们温暖的家。目前来看，多数小学在幼

儿踏入校园的第一步时会举办隆重的入学仪式，该活动能够拉近

幼儿与同学、教师之间的关系，便于其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对此，

在孩子们开学过程中，学校领导要着力于入学仪式的优化，合理

布置校内环境，同时还可以让二年级学生为新生带红领巾，为孩

子们创造互动的机会，也能使他们相互了解，减少其对陌生环境

的恐惧感，更好地融入到小学生活中。其次，在入学活动举办过

程中，学校也可设置“高年级学生寄语”，鼓励高年级学生讲述

自己步入小学时的经历，为其他孩子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并提升

低年级学生的学习信心，使其树立更高的学习目标，促进自身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搭建网络平台——幼小衔接的加速器

网络平台开放性比较强，能够为幼小衔接创设立体化的渠道。

可以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巨大的网络，有效衔接幼儿教育与小学教

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校要搭建互联网平台，通过该平

台的搭建为幼儿教师与小学教师、幼儿家长与小学教师交流创造

良好的条件。例如，教师可借助微信搭建网络平台，联系幼儿老师，

与他们共同交流幼儿管理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与此同

时，教师也要联系幼儿家长，询问其孩子在家表现情况，结合家

长的描述制定管理计划，避免幼儿走上不正确的发展道路。此外，

学校也可借助微信平台设置多个专栏，如“我是小小朗读者”，

定期给家长推送与朗读有关的活动，让孩子跟着音频朗读，并说

出自己的读后感。最后，教师也可借助劳动教育之力拉近幼儿与

小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孩子刚开学时，教师可组织他们进行植树、

清扫垃圾等活动，也可将学生的个人表现录制成视频发送到微信

平台中，并给予孩子们真实的评价，让孩子们明确自身的优势与

不足，不断查缺补漏，提升学习信心，在自信中绽放自我，在快

乐中成长。

三、衔接教学内容——幼小衔接的关键

要想提升衔接幼小衔接效果，教师就要将教学内容衔接放到

首要位置。在此过程中，教师也要明确教育要点，从简单的知识

入手，做好知识、技能衔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幼儿的学习心态，

使其能积极应对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更好地适应小学生

活。为了提升幼小衔接效果，小学教师可以与幼儿教师取得联系，

鼓励幼儿教师在幼儿大班阶段开始引导幼儿进行大量的阅读训练，

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当然，教师也可合理控制幼儿的阅读难度

与阅读量，避免幼儿教育出现小学化的情况。俗话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对于幼小衔接来说也是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也能使其了解小学生活特征，在步入小

学之前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进而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提升

幼小衔接效果。

四、衔接教学方法——幼小衔接的基础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幼

小衔接的基础。从当前幼儿教学模式，多趋向零散化，且部分活

动的系统性比较强，对于部分自制力不强的幼儿来说，不仅不配

合相关工作，而且也容易有心理负担。从上述层面来看，要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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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幼小衔接效果，相关人员要改变以往的教育理念，鼓励幼儿教

师与小学教师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幼小衔接方法，开发幼小衔接

课程，通过这种方式使幼小衔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转变以往的教育理念，引入多种活动，如开展

幼小衔座谈会，聘请专家为教师与学生家长讲述幼小衔接的重要

性，使幼儿教育更好地向小学教育靠拢，提高幼儿的适应能力。

当然，幼儿教师也可从幼儿的行为习惯入手，如引导其正确握笔，

同时也要保持正确的坐姿，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也为其日后步入小学学习奠定基础。最后，幼儿教师也

可与小学教师共同研发幼小衔接校本课程，通过这一课程的研发

为更多教师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五、加强正向引导，幼小衔接的核心

提高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尤为必要，其能为幼儿提供更多

的价值导向。客观来讲，幼儿是一类特殊群体，其心智不成熟，

对待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比较强，但又不持久，面向该类群体的教

育要加强对幼儿的正向引导，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其适应

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中。首先，幼儿要形成良好的时

间观念，早睡早起，准时出门，保证上学不迟到。其次，幼儿步

入小学时，其要学会独立整理书包。伴随课业的增多，幼儿的文

具也逐渐增多，如何教会幼儿整理书包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

课堂。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幼儿认识各类文具，并根据它们

的功能进行分类，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幼儿的分类整理意识，能够

自主整理书包。再次，培养幼儿的礼貌意识。在此过程中，我们

要给幼儿介绍新老师，使幼儿能记住每个老师，并主动向老师问

好。第四，幼儿也要流利地写出自己的名字。最后，幼儿要学会

看课程表，在每节课开始之前准备出相应的课本、笔记本与铅笔，

助力其更好地融入课堂。

六、改革评价模式——幼小衔接的风向标

评价模式的改革是评价幼小衔接效果的重要举措。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教师要改变以往的评价模式，确立幼小衔接的风向标，

通过这种方式使孩子们了解小学生活，并融入到小学生活中。从

以往的评价模式来看，无论是幼儿教育还是小学教育，多数教师

都将学生的学习结果作为评价指标，这种评价模式具有一定的主

观性，不能系统地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也不利于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幼儿教育评价为例，教师多注重幼儿识

字能力、计算能力的培养，这种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的

个性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挖掘其多方面的潜能。以小学教学评价，

多数教师将学生的各学科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价标准，不注重评价

的个性化与纵向性，也不能使幼儿感受学习的乐趣。对此，教师

要转变以往的评价理念，可以采取综合性的评价方式，如运用口头、

演示成果等形式，同时也可以用语言、动作、表情、手势等方式

肯定学生的进步表现，通过这种方式使孩子们对自身的能力有更

加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幼小衔接效果。

七、注重家校共育——幼小衔接的增稠剂

家校共育是永恒的课题，通过联动学生家长能够增强教育合

力，促进教育的全局辐射。对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校

要将家校共育放到重要位置，以其为着力点，促进幼儿深度衔接。

例如，教师可鼓励学生家长观察学生的情绪，在此基础上给予其

适时地指导。教师也要给学生家长讲述小学生活特征，使学生家

长做好准备工作，带领学生走进小学生活，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小

学生活。与此同时，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要敢于突破，到新的环境

中学习不同的知识，认识新伙伴，接受环境变化。其次，家长也

要鼓励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可以说，幼儿向小学生过渡的一个重

要内容为规矩，家长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通过

这种方式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引导其更好地融入小学学习中。

最后，学校也可开展各种亲子活动，如亲子实践活动，通过垃圾

分类、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培养其乐于助人

的品格，提升其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幼小衔接，是幼儿园教育的终结阶段，也是小学

教育的开始。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是孩子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幼小衔接应当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精心部署，通过入学仪式的

优化、搭建网络平台、衔接教学内容、衔接教学方法、加强正向

引导、改革评价模式、注重家校共育等方式，促进幼小衔接的平

稳过渡，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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