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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游戏理念背景下的幼小衔接实践研究
吴丹

（威海市文登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山东省威海市 264400）

摘要：幼儿园游戏理念支撑下，主张幼儿园开展的各项教学活动以激发幼儿们的游戏精神为出发点，倡导着幼儿们在游戏中认
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同时还可清楚的了解相关的学习思路，明确学习的主要目标。本文重点结合幼儿园游戏理念的背景，分析幼小
衔接的途径，运用可靠地方式，让幼小衔接更加到位，满足幼儿们的实际成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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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属于幼儿们系统学习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起
始阶段，对于幼儿们打好基础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1】。幼儿园的学
习生活能够直接的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认知，如果能积极的运用游
戏理念开展教学活动，合理的将幼小衔接工作落实到位，势必可以
让幼儿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同时也能保证他们轻松迈入小学领域。
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在教育体系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幼小衔接属
于两个教育体系，但是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想要顺利实现幼小
衔接，就应该积极地践行现阶段倡行的理念。

一、清楚差异所在，寻找契合点
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属于两个存在着明显差异的教育阶段，其

在学习环境、生活节奏以及师生关系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十
分明显，应该明确差异所在，寻找到衔接的契合点。

（一）学习环境
幼儿园主张将学习环境积极的营造为轻松温馨的空间，体现出

游戏的氛围和乐趣所在，更加看重的是幼儿们天性的释放。但是小
学教室则是将宣传知识作为重点，营造出一种理想的学习氛围，以
培养孩子们的学习习惯为重。需要从正确的角度加以分析，明确幼
儿园和小学教育中的定位，寻找科学的途径，促使着二者衔接更加
到位，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衔接点，实现顺利的过渡【2】。

（二）生活节奏
幼儿园在游戏理念的影响下，主张调动起幼儿的游戏积极性，

真正的激发他们的游戏精神，让其可以在规定的休息时间内休息、
规定的游戏时间内游戏、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学习。小学教育则是具
备着特定的学习内容，课程时间也规划的十分细致，精确到每堂课
四十分钟，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大大缩减，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
们的学习能力。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幼小衔接时，应该重视幼儿
园和小学阶段在生活节奏方面表现出的差别，需要积极的依照游戏
理念的要求，运用可靠地手段，保证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可以自然而
然的融入到小学阶段的学习之中。

（三）师生关系
幼儿园教师重点是负责着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主要是以调动起

幼儿们的参与积极性融入多元化的内容，幼儿园也划分出教育老师
和生活老师，所以有着严谨的分工。小学教师则是要看重个堂课的
内容围绕着特定的目标展开，教师们在职责划分上行并没有特别明
确的差异，基本的定位都离不开孩子们的学习。可见，在具体的实
践中，应该适当的运用可靠的理念，让游戏氛围营造到位，激发幼
儿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感知到乐趣的同时，自觉地加入到学习
行列，这对于实现幼小过渡具有较大的帮助。

二、突破相关误区，确立衔接出发点
幼升小的阶段，主张将一些理解层面的误区加以突破，同时将

一些学习的难点适当的简化，比如学习汉字、学习算术和外语等，
都需要符合幼升小阶段孩子们的特点。根据相关的研究证实，超前
学习能够让孩子们进入一年级学习后拥有更加理想的成绩，但是成
绩也仅仅是短暂的优异，还会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如上课时不够
专心、忽视教师们授课的重要性等【3】。在游戏理念的指引下，教师
们不能急于求成，还需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在进
行衔接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将知识进行衔接，还需关注的是行为方
式、思想信念和学习心理等方面的衔接，最为关键的便是让幼儿在
一日活动中感受到游戏的乐趣，同时也能让幼儿们将所学的知识学

以致用，真正的践行课程游戏化的基本要求，促使着幼儿园游戏理
念支撑下的幼小衔接更加到位与合理。

三、寻找合理的定位，落实衔接生长点
（一）游戏化激发兴趣衔接
在幼小衔接的课程体系中，应该积极的融入游戏理念，确保课

程游戏化的目标顺利实现。课程游戏化能够让各项活动展示出游戏
的本质与特色，这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可以保证
幼儿们在愉快的氛围和愉悦的心境中完成基本的活动与学习目的。
幼小衔接的阶段，只有幼儿们愿意学习，才能更好的保证学习的效
果和质量，才能更好的培养出幼儿们的探索精神，让其更好的提升
自身的多种能力。根据相关的实践证实，课程游戏化中，步入一年
级的小学生很少能够简单哭闹不止的情况，根据一年级老师们的反
馈，幼儿园到一年级过渡的孩子们，很大一部分表现出较强的学习
能力，无需教师们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们学习意识与行
为的培养，这些现象均证实了游戏理念在幼小衔接中的实际应用价
值【4】。

（二）游戏化激发意识衔接
在游戏化理念融入至幼小衔接的过程中，主张全面的把控好幼

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明确其具体的学习特征，在直接经验
获取的过程中，幼儿可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比如幼儿一日
活动中，需要孩子们清楚地了解并遵循着游戏的基本要求，如相应
的内容和规则等等，同时还需明确老师的要求，在课堂之上勇敢表
达自己的想法，真正的让参与活动的价值体现出来。游戏本身就是
团队合作的重要过程，幼儿在实际参与的时候，往往需要和其他的
幼儿密切的配合，由此促使着相应的游戏活动顺利的开展。如建构
活动中，幼儿在作品选择以及建构技巧等多个方面都需要配合起
来。小学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倡导着幼儿们积极的参与和协作，在现
阶段的新课程理念指引下，搭配着游戏化教学思路，可以让幼小衔
接中的各种方案更具奠定价值，为孩子们的更进一步做好科学的铺
垫。

结语
在幼小衔接的阶段，应该高度重视游戏化理念的科学融入，保

证其在各个环节和流程上都能合理的渗透，保证更好的实现既定的
任务目标，也让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有效的激发，为未来的发展和成
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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