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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背景下优化幼儿教学的实践策略分析
邓彦新　邱　菊　陈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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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幼小衔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站在广义的角度上理解，幼小衔接就是注重学生学习生活的阶段性、连续性以

及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素养的养成，站在狭义的角度上理解，幼小衔接仅指适龄幼儿上小学后的第一年。现如今，随着我国

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和家长都认识到了幼儿教育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又可以看出幼小衔接是孩子从幼儿到

小学的重要过渡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教学应该要得到教师和家长的共同重视。其中，帮助幼儿顺利入学并快速融入新的生

活学习环境是幼小衔接工作重点。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教学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了

幼小衔接背景下优化幼儿教学的重要意义和实践策略，希望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渡过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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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school， it can be found that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school focuses on the stages and continuity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habits and literacy. From a narrow perspecti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school only refers to the first year after school-age children enter primary school. Nowaday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dustry， teachers and parent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r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 It can also be seen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prim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stage for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stage of teaching should receive the joint attention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Among them， 
helping young children to enter school smoothly and quickly integrate into a new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the focus of the transition 
work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optimizing early childhood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early childhood transition. It is hoped that it can help young children 
better overcome this stage.
Key words：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early childhoo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actical strategies

3—6 岁是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基的重要阶段，

也是为幼儿做好入学准备的关键阶段。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

备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进行衔接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重幼儿心理上的衔接，幼儿的生理和心理是紧密联

系的，因此在衔接的过程中要注重幼儿的心理适应程度，时

刻关注幼儿的情绪状态，及时帮助他们进行情绪的调节与控

制，同时也要注重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帮助幼儿进行科学合理的衔接，

为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教学现状

当前社会各界对幼小衔接工作的关注度逐渐加深，我国

相关政策也不断更新，但仍旧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调查走访

发现，家长、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在幼小衔接问题上的认

识有着较大偏差，例如家长对幼儿生态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

是幼儿学习与生活习惯养成的主要影响力量；幼儿园教师和

小学教师对于师生关系的认识分歧较大；小学教师对幼儿的

不合理教育期望更高，心理焦虑程度也更重。由此可见，幼

小衔接工作中最主要的三方主体并没有形成教育合力，也没

有切实关注到幼儿在幼小衔接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导致幼儿

进入小学后无法很好的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继而出现

生理和心理多重问题。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儿童的

发展顺序是不变的，不同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且前后

具有连续性”，因此，从以游戏教学为主导的幼儿园阶段过渡

到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小学阶段，多数幼儿难以适应新环境和

新身份。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本人通过和家长的沟通以及对幼儿的

观察发现，很多在幼儿园表现出性格开朗、乐观积极的幼儿，

在进入小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缺乏、难以适应

小学的规则等一系列问题，幼儿在进入小学后会出现六个方

面的心理断层，分别是行为规范、学习环境、学习方式、社

会结构、关系人和期望水平，因此出现不适应的概率极高。

在幼儿园教学中，游戏是主要的教学方式，教师会通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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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艺术、健康等诸多领域来全面培养幼儿的知识、

技能与情感态度，到了小学教学，主要采用课堂集体授课的

方式，小学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会远远高于幼儿园教师且更加

注重知识的传授，因此学生会明显感受到课业压力增大，能

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少，加上小学学习环境相比于幼儿园更

加严肃，学生常常会产生害怕、恐惧等负性心理，从而出现

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漠视小学规章制度等问题。

从幼小衔接的角度分析，幼儿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生

理和心理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怎样适应一个“小学生”

的身份是幼儿需要面临的重大难题。在对适龄学前幼儿的相

关调查中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幼儿没有达到入学水平，会在

进入小学后出现各种不适应问题，严重影响着幼儿的身心健

康发展，由此可见幼儿园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幼儿园教

师和家长应当给予幼儿充分的了解和尊重，并加强鼓励和引

导，促进幼儿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使幼儿顺利适应小学生

活与学习。

二、幼小衔接背景下优化幼儿教学的重要意义

幼儿园虽然教育教学内容较为浅薄，与小学教育有着比

较大的区别，属于一个独立的教学系统，但是从不同层面进

行分析，幼儿园与小学两者又存在一定联系，明确之间关联

性以及区别是掌握幼小衔接教育价值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从关联性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小学还是幼儿教育，两

者都是结合上级教育教学部门制定的目标进而组织展开的实

践教育系统，并且均可以助推儿童健康、全方位发展。其中

幼儿园教育最主要核心目的就是为小学阶段教育奠定良好基

础，当中虽然并没有涉及过于复杂的教育内容、知识点，但

对于小学教育仍旧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要想让幼儿园教育具

备的作用可以持续发挥，就必须要重视幼小衔接，在厘清幼

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存在的差异、关联性基础上将其合理

结合，从幼儿园阶段开始逐步进行改变，以此来为幼儿今后

发展保驾护航。

从区别角度分析，幼儿教育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有着

十分明显的差异性。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其一，

在幼儿教育之中，教师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如何来理解

这一角色在幼儿成长过程之中的作用，可以从引导者的概念

出发，所谓的引导者，就是除了讲述基本的知识点，而且需

要参与到课堂教学的活动之中，一方面能够让小学生明确课

堂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另一方面，能够让幼儿明确自己在游

戏活动之中有所感悟，这才是幼小衔接工作的突出性成果，

而这些游戏活动的举行，代表着幼小衔接工作迈入到了崭新

的阶段，对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

是好好学习、提高学习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其二，在幼小衔

接工作当中，如何深化幼儿对基本概念的认识与理解，让幼

儿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转变思想观念及学习方法，这对于学

校、教师以及家长而言，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如果

能采取正确措施，有利于幼儿从幼年向小学过渡，并为幼儿

今后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啊，为幼儿终身成长

奠定良好基础。其三，良好的幼小衔接教育能够促进幼儿成

长，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活动能力以及幼儿的随机应变能

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因

为幼儿教育中，对于幼儿的思维启发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文

献，相对较多，这说明在未来幼小衔接工作之中，幼儿的思

维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提升，是幼小衔接领域最有可能获得

突破的一个点，对于幼儿而言，需要明确幼小衔接的作用，

这样就能够突出幼儿的终身发展，对幼小衔接工作的作用以

及意义。

三、幼小衔接背景下优化幼儿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强调幼儿思想、学习方法上的整体性衔接

幼小衔接是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地把

它看成是幼儿教育向小学教育的一种过渡，而是要把它纳入

到儿童德、智、体、美、劳的未来综合发展之中，而不能只

做到单项性、突击性，而是要把它作为儿童综合素养提升的

“无缝衔接”的“连心桥”，而不是只为应付一时任务的“分

水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整体性”做好。

一方面，强调幼儿思想上的衔接、融合。从幼儿园的角

度出发，教师要对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进行准确定位，明白

其差异性所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差异处采取科学设计

与引导，实现完美“无缝”衔接，在下个学期将小学的教学

理念科学适当的引进到大班教学中，使孩子能够提前感受小

学教育特点，这样在进入小学之后心理及思想上就会有所准

备；从小学层面来说，要让一二年级的教师准确把握幼小衔

接阶段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完善教学方式与方法，确保幼

小衔接的教育教学过程流畅、自然。

另一方面，教学及学习方法上的融合衔接。在日常管理

准则上幼儿园和小学之间采取的方法就大不相同，在学习方

法上，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不同与差异并不是

不相融合的，若幼小衔接得当，二者还能够相互借鉴，实现

教育水平的彼此提高。例如，对于一些刚刚迈入一年级的孩

子来说，对教室里的规矩还不太适应，课堂上不是在玩游戏，

就是在和同学聊天，很难集中精力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可以借鉴幼儿园所采用的的“游戏”教学模式，将知识

蕴含于游戏之中，让学生有亲切感和熟悉感，从而激发自己

的课堂学习兴趣。

（二）强化培养幼儿学习品质，减少知识技能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不重视幼儿学习

品质的培养，单纯追求知识技能学习的做法是短视且不利于

幼儿长期发展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中要求为幼

儿做好学习准备，并非指知识技能的学习，而是就学习品质

来说的，主要指幼儿积极主动、仔细认真、勤于思考、乐于

探索、勇于创新等良好学习品质。为此，幼儿学前教育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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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品质的培养为宗旨，对幼儿实施全面素质教育，不是

仅仅追求幼儿掌握书本上的固定知识，也不是机械地照搬小

学的模式进行教学，也不能以幼儿掌握多少知识为最终目的，

更不可以将幼儿培养成一个死记硬背知识点的机器。

幼儿园学前教育在制定幼儿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行

为规范以及教学效果评价时，应注重幼儿的学习态度、方法、

习惯、兴趣、能力、信息素养的培养；幼儿园要优化设计园

本课程，增加注重学习品质培养、健康游戏内容，减少技能

性的知识点内容，不能以认识多少个字母、算多少位算术、

背几个英文单词、读几首唐诗、描多少汉字作为评价标准；

要从幼儿小班入园伊始就强化培养学习品质，帮助幼儿建立

好的学习习惯、思维模式、人格品质，做到学而思，寓教于

乐、寓学于玩，让幼儿可以在健康快乐的氛围中学习、成长。

（三）加强互动性，充分发挥老师的引领作用

教师在整个教育过程起到引领、协调和推动的作用，特

别在在幼儿园时期，老师的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他们就

像学生父母一样，充当着他们的人生向导。师生之间的密切

联系，决定了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必须通过教师引导来完成。

首先教师需要明确自身的职责，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定

位。不管是幼儿教师还是小学老师都应该仔细阅读《指导意

见》的相关要求及建议措施，进一步明确幼小衔接的基本原

则，对自身职责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与认知。在科学引导孩子

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首先要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

度，注重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培养，除此之外，还要注重

学生学习兴趣的的养成。在日常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着重提

高学生的观察表达能力，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引导学生表达

与创造。就小学老师来说，教育方式的转变与融合十分必要。

通过添加“寓教于乐”的教育教学方式，帮助儿童尽快适应

并充分融入小学课堂，使知识生动化、娱乐化，调动学生对

知识的探究欲，使其对学习始终保持较高的热情。另一方面，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不仅包括学习方

面，也包括日常生活方面，使学生对老师不再感到距离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学生对学习不再产生排斥感。科学化

的幼小衔接不仅需要幼儿园、小学的共同努力，还需要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积极号召幼儿园老师到附近小

学参观与学习，及时了解到一年级所涉及的知识，并对目前

的幼儿教育内容及时反思与调整，确保幼小衔接更为科学、

流畅。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互动机制也可以让小学老师及时

了解到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并结合幼儿园教育教学特点及孩

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一年级课程进行不断优化。

（四）达成家园共识，共同助力幼小衔接

提升幼儿教育水平，实现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高效衔

接，离不开家长的积极参与。杜绝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

也离不开家长的配合、支持。家长积极主动与幼儿园合作，

参与到幼儿教育活动中，在活动中增进亲子情感，掌握科学

的育儿策略。幼儿园借助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与幼儿家长之

间的联系、互动，如组建家长群，定期开展家长沟通会，以

此剖析幼儿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积极完善，让家

长和幼儿园形成教育合力。与此同时，幼儿家长还应当关注

幼儿的营养、健康，有效启发、引导幼儿，提升幼儿的交流

能力，学会处理矛盾，积极找寻化解矛盾的策略。

例如，通过约谈、微信推送、家长助教、开放日等形式，

提高家长的素质和教育水平。针对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

的困惑，帮助家长分析并提供可行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

说孩子接回家就看电视，想让他学习也不学，上了小学怎么

不知道放学后要写作业呢？给家长提供建议：从现在起，增

强孩子的任务意识，放学回家和学生完成一项任务，可以画

幅画、看本书，也可以听个故事等。

四、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园幼小衔接对于幼儿今后学习以及成长

有着极大的影响，是幼儿园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也是幼儿

正式跨入学生时代的最主要里程碑。因此，需要明确掌握幼

小衔接具备的价值和重要性，不仅需要全面、高质量改进幼

儿园教学课程、教学氛围、教学环境、形式以及方法，还需

要不断强化幼儿园教学与小学教育、幼儿家庭之间关联性，

组织开展联动教学，积极引导幼儿积极参观小学学校学习以

及生活活动，帮助幼儿转换自身角色以及行为习惯、责任意

识，通过各种手段让幼儿提前适应小学阶段学习以及生活，

为幼小衔接稳步、高质量推进奠定良好基础，使幼儿可以拥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以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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