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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科学衔接中的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叶小蕤 
（济宁市任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山东济宁  272008） 

 

开展幼小衔接实践探索，不单是幼小衔接试验区和课题研

究的职责和需要，它是当前教育内卷现状中幼儿被动地卷入“超

前入学准备”的漩涡，以牺牲小学生持久的学习兴趣作为代价，

甚至把舍弃小学生爱老师、爱学校的情感作为代价，让儿童“改

头换面”地跨进小学生活。这种层级化、割裂式的过渡致使小

学低年级过早呈现出学生两极分化，出现了一年级小学生厌学、

怕上学的现象。在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

学衔接的这个指导意见》之前，幼儿园与小学也在开展衔接工

作，但是多数为单向的衔接目标、单一的衔接活动、碎片化的

衔接内容。2021 年的 8 月济宁市任城区是被山东省教育厅列为

首批幼小衔接的实验区，在两年多持续跟进指导县域的幼小衔

接工作中，先后召开幼小科学衔接推进会、（小学、学前）学段

教学研讨会，出台县域《幼小科学衔接实施方案》《联合教研的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成立县域幼小衔接家庭教育的讲师

团，举办专题教研、专题论坛，通过工作推进逐步摸索形成了

双向性、系统性、可持续的工作机制和实施策略。 

在教学实践和课题研究中，我们总结出幼儿园、小学普遍

存在的问题。 

一是认识上的片面性。多数幼儿园、小学及家长对幼小衔

接的认识仍局限于知识方面的衔接，瞄准的是知识上的准备教

育和零起点教学，但是对学习兴趣、学习品质、学习能力方面

的关注比较少。此外，儿童的独立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抗挫

折能力，这些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在初入小

学阶段，小学生一次不和谐的交往经历，学习中遭遇的一个小

困境，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影响他们对小学的热爱。

此外，还存有只关注身体素质方面的衔接没有关注一年级入学

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上这些幼小科学衔接认识上的片面性

会造成小学生入学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以后，当儿童在学前准

备阶段储备的知识用完了，就会出现学习困难，学习兴趣的锐

减。 

二是过程中的突击性。首先是家长进行突击，在幼儿园毕

业后，家长就开始让儿童报名上所谓的幼小衔接班，特别是一

些民办幼儿园的幼儿家长要求更加迫切。其次，小学也常利用

开学前几周或者是前一两个月集中进行入学常规训练。学习习

惯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过程，是跟随着小学生的

学习实践活动进行的，伴随他们成长的全过程，而突击性、高

密度、高强度、军事化的教学常规训练是不符合低年级学生年

龄特点和接受程度的。 

三是内容上的表面性。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有些学校和幼

儿园把举行一次参观小学的活动，开展一次联合教研等作为幼

小衔接的主要内容，没有从着眼于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基的高度、

从育人目标的实现来研究幼小衔接，不求入脑入心，不能形成

系统的、可持续的的学校（园）制度和实施策略。 

基于以上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方法： 

第一，强化全员学习。立足一年级全学科通过各种形式组

织全体任课教师开展幼小衔接业务理论学习，深入学习《教育

部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既宏观又具体地对入学适应教育进行了细致的指导解读。幼

儿园和小学分别对照《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入学适应教育

指导要点》中的三级目标，一级目标就是关键点，是发展目标。

二级目标具体表现也是我们衔接的具体目标，教育建议就是给

出的途径和措施。老师们在幼小衔接教育教学中身心、社会、

生活、学习四个方面的困惑可以直接对号入座，一年级的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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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把指导意见下载打印人手一份作为工具书。如任城区教育

教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幼小科学衔接论坛，打破常规单板的学习

方式，体现幼小衔接理念，创设融洽、有趣、唯美的论坛学习

氛围，选取各学科教师代表和班主任代表，针对要点的由某一

方面谈体会、谈做法、谈困惑、找对策，强化一年级老师理论

结合实践的学习。还可以充分利用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团成

员有业务领导、骨干教师、名班主任，针对家长认识理念上的

偏见，通过开办系列家长学校、一年级大家访等多种形式开展

幼小衔接知识普及，形成教育合力。 

第二，抓实教研活动。真实、扎实、务实开展幼小衔接专

题教研和联合教研。针对普遍性的共性的问题，习惯方面的、

知识方面的、交往方面的、身心方面的，哪里出现了问题就从

从哪里下手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学前教育学段目标就是为小学

做准备，从上幼儿园小班的第一天就在为小学做着全方位的准

备了。如开学后的第一个月的联合教研，小学归纳辖区内幼儿

园毕业的儿童上学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孩子表达不规范、不

条理，前书写握笔姿势不正确，共性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幼儿园，

指导幼儿园在学前教育阶段有针对性的结合这些问题调整保教

思路方法，更加科学进行衔接。每年的五月份，共同体内的小

学走进幼儿园调研辖区内本届大班幼儿上学准备情况，家长的

需要，走进教室听大班老师的课，了解学前的课程和老师的授

课方式。联合教研不局限于公办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联合，

小学辖区内学生更多来自民办幼儿园，这也是幼小衔接最容易

出问题的地方。公办幼儿园应作为纽带，一头把触角伸到义务

教育辖区内的民办幼儿园，一头链接小学，前后打通，拓宽幼

小共同体渠道，幼小衔接一个都不能掉队。 

联合教研还包含小学一年级学科老师和中年级（三年级）

的联合，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数据就没有真相。在三

年级进行“回头看”联合教研，看一年级进行的衔接工作是不

是有实效？在三年级学生中进行调研调查，检验儿童在入学前

进行超前学习，提前学习拼音、算术题等知识的小学生上了三

年级他们是否学习能力比没有上学前辅导班的小学生学习能力

更强？成绩更优异？素质更全面？用中年级学生整体发展情况

数据检验幼小应当注重哪些方面的准备教育、适应教育更科学、

更有利于学生的持续发展。用事实指导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衔接

目标，校正教研部门幼小衔接教育策略，同时看得见的数据和

真相也是指导家长科学育子的有力依据。 

第三，开发幼小衔接校本课程。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

要途径，是组织教育活动的依据，可以说课程就是核心是基础。

2022 版国家课程方案明确要求“注重学段衔接与科目分工，加

强课程一体化设计，注重幼小衔接。科学评估学前教育结束后

学生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发展水平的评估。

合理设计一二年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学习的

设计。”依据方案要求，立足各校各园实际探索开发幼小衔接校

本课程。如任城区实验小学开发了“成长中的我”入学适应主

题课程， “我是小学生”幼小衔接校本课程打破学科界限和课

时分配，将学科课程进行整合、综合，缓解衔接坡度，保障新

入学小学生前一个月的平稳过渡。任城区李营中心幼儿园、中

心小学围绕地域资源优势和校本特色联合开发“幼小衔接五育

课程”，体现幼儿园到小学特色教育的一贯性和延续性，延伸衔

接维度，保障持续地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助力提升学生核心

素养。 

此外，开设县域幼小衔接专项课题，开展幼小衔接优秀案

例、入学准备教育优质园、入学适应教育优质校，幼小衔接共

同体示范园校等评选，及时总结各园(校)幼小科学衔接的创新做

法和成功经验，促进优秀经验推广和成果共享。 

成功的过渡，需要细致的规划和精确的执行。幼小衔接是

孩子与学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值得我们重视。幼小衔接让孩

子的学习之旅更加美好。在这个关键时期，广大教育工作者多

一些思考，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方法，才能为（准）小学生的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为济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五育并举”视角下

农村幼小衔接的探索与实践 》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

2022NG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