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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过渡”让一日生活更精彩
施云芳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幼儿园长江分园 江苏 南京 210059

【摘  要】: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 :“生活即教育，一日活动皆课程。”幼儿园的一日活动包含多个环节 :入园、

晨间锻炼、集体活动、游戏活动、生活活动、离园等等，但往往各环节间的过渡环节会被教师所忽视。过渡环节，是指一

个活动和另一个活动之间的阶段，看似平常、不起眼，却是幼儿一日活动中的“驿站”，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一样，

对幼儿的一日生活起着重要的衔接和过渡作用。虽然和其他的学习活动、生活活动、游戏活动相比，过渡环节只占据了幼

儿一日活动的少部分时间，但过渡环节却是幼儿在园一日活动中可以充分自主安排与分配的重要环节，蕴含着丰富的教育

契机，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但在幼儿园实际工作中，教师在过渡环节的组织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缺乏专

业性，随意性强，幼儿还存在着消极等待现象等等，过渡环节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往往被忽视或得不到重视。我园地处乡村，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教师在过渡环节的组织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幼儿园教师组织过渡环节的观察反思，

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实践探讨出提高教师组织过渡环节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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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尽量减少

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渡环节，减少和消除消极等待现

象。”但在幼儿园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过渡

环节的组织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1消极等待，过渡环节时间浪费
我们经常能在班级见到这样的场景：集体活动结束

了 ,老师组织全班小朋友分组上厕所、喝水，“第一组

小朋友去小便洗手喝水，其他小朋友先等一等”；吃点

心时间，先吃完的小朋友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教师

要等全班小朋友都吃完再组织活动；这些行为的背后忽

视了我们教育工作的主体——幼儿，幼儿是有生命、有

灵魂的个体，这样整齐划一的组织方式严重地浪费了幼

儿的时间，造成了严重的幼儿消极等待现象。

2形式单一，过渡环节随意性强
教师们虽然能意识到过渡环节的教育价值，但在组

织上形式较为单一、随意，每次过渡环节都是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活动，时间长了，幼儿自然失去兴趣。教师组织

大家玩手指游戏，刚开始幼儿可能会很感兴趣，积极参

与教师组织的活动，但一学期玩来玩去都是那几个手指

游戏，幼儿就会渐渐不感兴趣。显然，这样的过渡形式

太过单一，不符合幼儿园阶段幼儿的年龄与心理发展特

点。

3内容不当，过渡环节效果欠佳
在过渡环节的组织上，虽然教师也有意识、有目的

的去组织幼儿，发挥过渡环节的价值，但会因为内容不

当而导致过渡环节效果欠佳。

午餐之前，教师组织幼儿进行“讲笑话”活动，幼

儿听着笑话捧腹大笑，“哈哈哈”的笑声响遍了整个教室，

幼儿激动地在小椅子上动来动去，连吃饭时还在和同伴

交谈刚才的笑话，边吃边讲。散步时，教师带着幼儿在

操场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幼儿高兴地扮演着小鸡

躲避老鹰的抓捕，在操场上跑老跑去，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都知道，午餐和午睡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都是安静

的活动，餐前或者午睡前教师都应组织相对安静的活动

让幼儿安静的吃饭和入睡，“讲笑话”和“老鹰抓小鸡”

的活动都会让幼儿情绪激动，不易冷静下来，绝对不适

合在餐前和午睡前开展，教师选择的内容不当极大地导

致了过渡环节效果不佳。

针对过渡环节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我

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运用适宜的策略来组织过渡

环节，提高过渡环节的有效性。

4巧订计划，合理过渡
开展任何活动之前都需要计划，过渡环节也不例外。

首先，教师要理清一日生活中有哪些过渡环节，比如集

体活动之间、餐前、餐后、午睡起床后等等，然后根据

这些过渡环节的时长、空间特征和参与人员的不同等进

行分类，我们可以把其分为“大过渡环节”与“小过渡

环节”，受时间、空间限制大的可称为“小过渡”，如

集体活动之间、餐前等等；时间跨度大、参与人员不定

的称为“大过渡”，如餐后、起床后等等。根据过渡环

节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内开展的活动。比

如在“小过渡环节”像餐前，教师可以讲述一些安静的

故事让幼儿倾听，为幼儿进餐营造安静、轻松的氛围；

又或者向幼儿介绍每日的菜谱，让幼儿了解今天的饭菜，

提高幼儿对午餐的期待感。

幼儿作为过渡环节的主人，也要对过渡环节有一定

的了解，幼儿也可以和教师一起参与到制定过渡环节计

划中来。教师可以组织幼儿讨论“在我们的一日生活中

哪些时间是过渡环节？”“在这些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做

哪些事情？”幼儿会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大胆说出自

己的想法。根据幼儿的回答讨论这些活动适不适合在这

个过渡环节开展，在总结幼儿想法的基础上，给予幼儿

体验的机会，让幼儿去验证计划的合理性。这样带着幼

儿去制定活动计划，不仅能培养幼儿的时间观念，还能

提高幼儿会做计划并按计划做事的能力。

5巧妙选择，形式多样
过渡环节时间虽短，但在一日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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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过渡环节的有效性，教师需要组织形式多样的

活动来吸引幼儿的兴趣。常用的组织过渡环节的方式有

手指游戏、唱歌、讲故事、区域游戏等等，在此基础上，

教师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选择一些更为有趣的活动来

组织过渡环节。

入园后的过渡环节中，教师会开展点名活动，常用

“教师点名、幼儿答到”的方式来组织，在实际点名的

过程中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被点过名的小朋友在和同

伴聊天，导致班级里吵吵闹闹，没被点到名的小朋友听

不到教师的声音；究其原因还是这样点名的方式较为平

淡无聊，无法吸引幼儿的兴趣与注意力。我们可以采取

“趣味点名”的方式，被点名的幼儿不仅仅只用“答到”

的方式回答，可以模仿动物的叫声来回答，比如乐乐小

朋友模仿猫咪的叫声、小花小朋友模仿小狗的叫声……

用这样的趣味的方式，幼儿能积极地参与到点名游戏中，

也能了解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声音，一举两得。

6自主选择，愉悦过渡
在课程游戏化“自由、自主、愉悦、创造”精神的

引领下 ,幼儿作为学习、游戏、生活的主体，享有充分

的自主权，我们要秉持“幼儿为主体”的原则，根据幼

儿的需要、兴趣爱好让幼儿自主选择他们喜欢的过渡环

节的组织形式。午餐前 ,幼儿可以自主选择扮演“小小

报菜员”，幼儿在角色扮演中播报每天的菜肴，在让幼

儿了解食谱的同时也能增强幼儿大胆表现的能力，并提

高其自信心。午睡起床后，由于幼儿个体差异起床穿衣

时间较长，可以让先穿完衣物的幼儿自主选择去看书或

者玩一些手指游戏来过渡，教师不限制幼儿活动的形式，

让幼儿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愉悦地过渡。

7巧用音乐，自然过渡
陈鹤琴曾指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格和情感，

能稳定幼儿情绪，使他们健康和谐地成长”。优美的音

乐能够陶冶幼儿的情操，也能代替老师的指令。如：在

自主点心环节 ,教师播放优美的音乐提醒幼儿点心时间

到了，幼儿听到音乐就知道该去吃点心了；收完具时，

教师播放节奏鲜明的音乐 ,幼儿一听到就知道游戏结束

了。这样的方式不需要教师跟在后面催促，幼儿自然而

然的就进行了过渡，还能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

惯，使幼儿有序过渡，减少隐性浪费。

8巧设空间，巧妙过渡
在过渡环节里，教师需要为幼儿创造足够的空间进

行游戏。午餐时，幼儿由于吃饭速度快慢，有的幼儿先

吃完，有的幼儿后吃完，先吃完的幼儿可以选择一些简

单的游戏，但是这时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幼儿在吃饭，

幼儿无法在桌子上进行游戏，这时候就可以利用柜面，

幼儿可以将玩具放在柜面上进行游戏，这样就增加了幼

儿游戏的空间，也增加了班级空间的使用率。

9巧玩民间游戏，快乐过渡
民间游戏作为我园的特色活动，有着能因陋就简，

就地取材，娱乐性强，易学易玩，不受时间、地点、材料、

人数限制的特征，符合过渡环节的时间、空间、人数要

求，是组织过渡环节的好方法。像“翻花绳”游戏就很

适合在过渡环节开展，教师准备好材料，幼儿选择自己

的好朋友两人合作玩“翻花绳”游戏，既有效地度过了

过渡环节，也能提高幼儿的空间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教师可以根据过渡环节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宜的民间游戏，

筛选出材料收放自如、甚至是不需要器材、能一个人玩

或者小群体一起玩的民间游戏 ,让幼儿在过渡环节时自

主地进行民间游戏，快乐地过渡。

过渡环节是幼儿园一日活动的枢纽，衔接一日活动

的各个环节，优化和组织好过渡环节，能够促进幼儿快

乐成长；抓住过渡环节教育契机，能够帮助幼儿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充分挖掘好过渡环节教育内容，能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牛晓燕 .音乐让过渡环节更精彩 [J].山西教育 (幼教 ),2020(09).

[2]张星宇 .大班幼儿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指导策略研究 [J].小学科学 (教师版 ),2020(07).

[3]姜漫 .优化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的组织策略 [J].儿童与健康 ,2020(03).

[4]卢佳慧 .利用“民间游戏”优化幼儿一日活动的过渡环节 [J].新课程 (综合版 ),2019(12).

作者简介：施云芳 (1994-)女，汉，籍贯：江苏南京，职务 /职称：幼儿园教师、二级教师，学历：本科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