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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小衔接是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并且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阶段。但是，目前幼小衔接还存在很多问题：幼儿园“小学化”

倾向；小学缺乏积极性。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模式提倡新型的儿童

观和教育观，主张利用读写绘的方式，让儿童更好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

活。 

关键词：幼小衔接；读写绘一体化 

 

 

幼小衔接是学前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幼儿能否顺
利从学前教育阶段向小学阶段过渡的一个重要问题。《幼儿园工
作规程》（1996 年 3 月 9 日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5 号发布）第二十九条明确指出“幼儿园和小学之间要密切联
系，相互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衔接”。《小学教师专业
标准（试行）》中第二章第二十二条指出“了解幼小和小初衔接
阶段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掌握帮助小学生顺利过渡的方法。”明
确提出小学教师要掌握幼小衔接的方法。 

幼小衔接是幼儿顺利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的重要教育问题，
做好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良好人格形成
和终身发展表现皆都有重要意义。基于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
模式，为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应对幼小衔接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同时充分开发读写绘一体化模式的教学作用，革新传统的课堂教
学模式，为课堂教学注入新活力。帮助儿童顺利、健康地渡过幼
小衔接阶段，顺利进入小学阶段的学习。 

一、基于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基于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 
1.幼儿园存在的问题。幼儿过早学习小学知识，对小学产生

抵抗心理。现今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严重，部分幼儿园和教
师认为幼小衔接就是让儿童提前学习小学知识。但是过难的问题
会使幼儿产生畏难、抵触情绪，不符合 3-6 岁儿童思维发展特点。
让儿童对小学的认知就是学习很难的知识，导致部分幼儿对上小
学丧失了的欲望，失去了对学习的探索热情。 

2.小学存在的问题。首先小学课程缺乏与幼儿园的过渡和衔
接,幼儿园活动分为语言、科学、健康、艺术、社会五大领域，
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区分比较模糊，具有整合性。而小学以分科
教学为主，与幼儿园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其次教师读写绘一体化
教学方式单一、流于形式,缺乏对读写绘的深入性、全面性、持
续性的认知，使得读写绘一体化的模式在儿童幼小衔接过程中的
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读写绘一体化多运用于绘本等课外读物的学
习现今读写绘一体化的模式大都用于绘本和课外图书的教学活
动中，较少将其与小学教材结合，作为小学生幼小衔接的方式。 

3.家庭存在的问题。家长在儿童的幼小衔接过程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意识到幼小衔接对儿
童发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从幼儿园起就给儿童提前学习小学
知识，认为幼小衔接仅仅是单纯的让孩子提前学习小学知识。还
会要求幼儿园教幼儿小学知识，使“小学化”倾向严重。 

（二）基于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幼儿园与小学缺乏合作交流。一方面幼儿教师并不了解小

学的学习方式和教学内容，而小学教师更是对幼儿园的一日常规
生活和活动内容、方式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幼儿园主要培养幼儿
五大领域方面能力，活动的目的性不强。但小学教育需要儿童掌
握一定的、有难度的知识，学习变得更加有目的性。因此，需要
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相互进行有效的双向互动。 

2.知识本位观盛行，过分追求智育。知识本位的课程观主要
指在课程设置及授课的方式等方面强调学科的系统知识，① 以是

否掌握知识为教学评价标准。小学课堂上的读写绘一体化教育方
式也变成过分强调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忽视美育对儿童终身
发展的意义。久而久之儿童的创造性思维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
会产生入学焦虑，对学习产生抗拒和排斥。 

3.家长教育观念落后，影响儿童的发展。研究发现，目前我
国家长的教育观念普遍落后，部分家长将孩子的教育完全寄托于
学校教育，认为教育是老师的责任，幼小衔接工作就是提前教儿
童识字、写字等，只重视孩子知识的积累。面对读写绘一体化的
教育方式会提出质疑。 

二、基于读写绘一体化的幼小衔接的建议 
（一）幼儿园积极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备 
幼小衔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幼儿园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

重要的作用，是幼小衔接的起始阶段，幼儿园需要积极肩负起这
一重要责任。 

1.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摒弃“小学化”。大班幼儿拥有强
烈的好奇心，喜欢探索未知，他们对小学的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
和憧憬。幼儿由于识字不多，一般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所
学知识。因此，教师可以借助读写绘一体化的教学方式，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传递知识，并且请幼儿发挥想象力画出自己所听到的
故事，老师再引导幼儿配上简单的字或词。通过这种方法让幼儿
掌握活动内容，同时也鼓励幼儿学会表达、乐于表达。 

2.理解儿童天性，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每个儿童都是一个独
立且复杂的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需
求。我国学者李晓雯曾基于儿童天性对幼小衔接进行研究，她研
究认为儿童天性包括儿童的食性、好群性、奋斗性、竞争性、求
知性、恐惧性、同情心，从社会性维度上看儿童便是一个不断追
求真、善、美的人。② 教师应该理解儿童爱动手、爱玩、好奇心
强等天性，给幼儿足够的时间渐渐接受小学教学形式。 

（二）小学做好接纳儿童入学的准备 
1.关注幼小差异，重视幼小衔接。与幼儿园相比，小学的学

习节奏更快，很多刚入学的儿童都会产生学习焦虑。小学教师需
要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重视儿童心理的过渡情况。进行读写绘
一体化的教学时，教师要帮助儿童阅读、理解学习内容，引导学
生将自己所感所悟用图画、文字表达出来，让儿童敢于通过文字
和绘画表达自己的感悟。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作品，
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然后进行调整、反思。 

2.恰当选取教学内容，合理运用读写绘一体化教学模式。幼
小衔接是小学和幼儿园相互协助共同完成的课题，小学应该主动
加强与幼儿园的联系，与幼儿园达成有效互动。小学时期儿童的
认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主要借助形象直观的事物理解概念，图
画具有直观性，可以丰富学生的表象。因此小学也应该调整教学
方式，将教学内容与读写绘一体化与教材内容向结合。合理运用
读写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要求教师要耐心地发掘教材内容，
用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在读写绘的过程中整合学生的思维能
力。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要给予积极的反馈，让学生逐渐培养
学习兴趣，最终形成稳定的内部学习动机。 

（三）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正确对待幼小衔接 
1.改变态度，倾听孩子的声音。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在幼小衔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
家长，应当放低姿态，认真倾听儿童内心的声音，了解儿童内
心最真实的需求，再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帮助幼儿顺利适应小学
生活。③。关注孩子心理健康，注重对孩子的陪伴，关心孩子的
日常生活。 

2.改变教育观念，丰富教育方式。对于小学低段的儿童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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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学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其学习兴趣、学
习习惯、学习方法等的习得。家长应该为孩子创造宽松自由的学
习环境，多进行亲子活动，多陪伴孩子。家长需要理解学校的教
育方式，不能仅仅将目光关注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了解并理解教
师开展读写绘一体化教学活动的意图，积极参与孩子的读写绘家
庭作业，让孩子快乐学习。 

结语 
儿童是幼小衔接的主体，了解和尊重他们内心的需求才能真

正的帮助儿童顺利过渡，将幼小衔接工作落到实处。幼儿园、小学、
家长、社会等各界人士都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师作为专业教育人士要积极探索适合儿童的教育教学方式，充分
利用读写绘一体化的教学方式帮助儿童渡过幼小衔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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