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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赵乘珍 

（香格里拉市幼儿园） 

 
摘要：幼小衔接这个重大的转折过渡期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那么作为老师、家长要怎么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生活，顺利渡过从幼儿园
到小学生活的过渡期，培养孩子适应环境、社会交往、学习、守规则、
独立生活等能力，为孩子入学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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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两个教育阶段的平稳过渡的

教育过程，也是儿童成长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阶段也是处
于人类整个逻辑思维形成和使用过程中所要经历的三次环境转
换的第二次转换期，幼小衔接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意义重大。 

幼儿园时期主要是以游戏和能力发展为主的教育方式，而小
学教育主要是以正规课业和静态知识的学习为主的教育，两者的
这种教育方式的不同需要儿童身心的调整来适应，这种适应的调
整就是幼小衔接的主要任务，幼小衔接不当会造成孩子身体，心
理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种种问题，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是，孩子会
容易疲惫，食欲不振，精神状态差，心理上压力大，自卑，厌学
等方面表现出孤僻，不敢跟人说话，不爱与同学沟通。这些问题
都对孩子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所以，做好幼小衔接很重要。 

一、培养孩子适应环境的能力 
其实一般来说六岁左右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具备了上

小学的条件，他们内心对于小学是非常向往的，他们会羡慕带着
红领巾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渴望新的书包，新的铅
笔盒，新的衣服，时时刻刻都流露出对小学的向往之情。 

幼儿园与小学有许多不同，校舍不同，老师不同，小朋友不
同，学习的方式方法不同，行为规范和要求不同，上课时间不
同……这么多的不同，对于一个六周岁的孩子来说肯定难以适
应，甚至导致恐惧心理和厌学行为，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些，提
前做好”适应性”的工作，提高孩子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为了消
除幼儿入学后学校的环境对幼儿产生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对幼儿
园大班老师来说，可以在大班第二学期对班里的环境进行特殊布
置。上课的时间适当延长，上课的方法由游戏转向知识面型。同
时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学习慢慢转向以文字符号为主。其次，抽时
间组织幼儿参观小学，了解小学的课堂、桌椅摆放、小学生的作
业、小学生的一日生活情况等，并请一个小学生介绍小学生活的
好处、乐趣等。通过老师的精心组织，孩子在幼儿园与小学之间
距离开始变短、氛围相近，孩子入学后就很快能适应小学生活。 

二、培养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 
家长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留意孩子的心理状态，积极鼓励孩子

上小学，时常以鼓励的口语激发他们对小学生活的向往之情，例
如家长可以这样说：“宝宝真棒，宝宝很快就要上小学了！”，让
孩子对于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充满期待，也感到光荣和自豪。 

家长也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带孩子到小学的校园里面逛一逛，
走一走，让孩子提前感受和熟悉小学的校园和氛围，见到校园里
的小学生，也可以趁机教育孩子，激励他们：“以后你也会像小
哥哥小姐姐一样，在小学的校园里面认字，数数，学很多知识，
你也会跟他们一样聪明一样棒！” 

幼儿入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学习适应困难和社会性适应
困难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性适应能力困难主要表现在任务意识与
完成任务的能力、规则意识与遵守规则的能力、独立完成任务的
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等四个大方面。而人际交往的能力更加
重要，孩子入学后，进入新的“大家庭”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人际
关系，接受新的老师，结交新朋友。而能否很快融入新集体，与
老师、同学和睦相处，在互助友爱的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则有赖
于一定的与人交往能力。此外，孩子生活在集体中，难免与同伴
发生一些矜持和冲突，这种情况发生后，孩子或退缩、或产生报
复性行为，以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终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因而，老师和家长要特别注重培养幼儿与小伙伴交往的能
力，为孩子入小学后的社会适应早作准备。培养幼儿与人交往能
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是在六、七岁以前整个心理发展的
基础上准备起来的，是儿童入学前整个婴幼儿教育的结果；也不
是光靠幼儿家庭的配合。应把培养幼儿能力这项工作贯穿于幼儿
教育整个的日常生活中，从点滴做起。比如教孩子学会自制、谦
让、示好，当遇到玩具不多时不争不抢；到别人家去做客时要先
敲门，要有礼貌地称呼主人；做小主人时要热情招待客人，并把

家里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有小伙伴生病时，家长
和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前去慰问，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却有利
于创造出友好、友爱、合作的气氛，给孩子们带来温馨和欢乐，
也有利于团结友爱、关心别人等良好品质的形成，进而来增加孩
子们的交往能力。 

三、培养孩子的学习、守规则能力 
我们都知道，在幼儿园里面孩子过的是一种被照顾着的集体

生活，幼儿园的老师整天都跟着，吃饭、穿衣服、系鞋带、上厕
所，老师都会看护周到，及时给予帮助。但是进入小学后，则是
相对独立的生活，孩子必须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自己学会照顾自
己，自己系鞋带、穿衣服、上厕所。这时候老师的主要任务是传
授知识，小学也有很多学生守则，学校规章制度，孩子需要自己
学会集中注意力，学会自控能力。 

作为家长，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要溺宠孩子，什么事情
都替他们打理好，要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穿衣、
系鞋带、入厕，自己的玩具、学习用品自己收拾好。生活中遇到
的一些困难，家长们也不要急着帮孩子解决，先引导他们，然后
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这是培养孩子独立性非常重要的环节，这
对于他们以后进入小学甚至是以后的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家长不能随时随地看护陪伴着孩子，进入小学后，他们需要自己
去处理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问题 

父母还可以在家中自然、随机地引导孩子复习以前学过的常
用字，让孩子感知体会汉字的特点，并对汉字感兴趣，但不要生
硬地强求识字，提高幼儿读的能力，主要通过家长坚持每天抽半
个小时陪孩子一起阅读，会养成大班幼儿喜爱阅读的习惯，教大
班幼儿写主要是教正确的坐姿、正确的握笔方法、正确的使用本
子，听从老师的指导和会写数字等，而不是写文章，写作业，可
以通过画画来发展他对手的小肌肉的控制能力，使他学会握笔、
运笔的动作；也可专门设计一些宽窄不同的横竖格线或“迷宫图”
要求孩子在中间不出格地画图和线，以提高他手部小肌肉的活动
能力，一方面要培养幼儿的听说读写，另一方面要防止幼儿大班
教学小学化。应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从激发兴趣入手，引
导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幼儿的观察力，而不是把识字
的多少，会算多少题，作为学习适应方面的准备。 

四、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 
培养孩子良好的沟通能力，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多出去走走，

多和陌生人见面，消除孩子对陌生人的畏怯心理，多让孩子与不
同年龄的孩子交往，让孩子既可以跟大哥哥大姐姐沟通，也可以
做比自己小的孩子的领导者，增强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在平时
生活中，家长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的一些见闻，诱导孩子也学会
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心声，分享自己的食物分享自己的玩具。家长
还可以让孩子邀请他们的小伙伴到家里做客，让孩子以小主人的
身份招待小伙伴。 

现在的孩子生活能力弱是一个普遍地问题。孩子进入小学后
有许多事不能由父母包办代替，小学老师也不能像幼儿园老师那
样周到细致地照料孩子的一日生活，孩子们不但要能够独立自主
地安排妥贴包括学习在内的基本生活起居，而且要完成小学老师
布置的力所能及的学习任务。生活自理能力差显然不能适应小学
阶段的需要。 

培养幼儿的独立生活能力，首先要让孩子知道自己长大了，
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了，生活、学习不能完全依靠父母和老师，
要慢慢地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遇到问题和困难自己想办法解
决。作为老师，在班里除了生活上多给幼儿一些指导、帮助和鼓
励外，还应尽可能地多给幼儿一些锻炼的机会，比如有意识地让
他们做值日生，分发图书，照顾自然角等。作为家长应该有目的
地让孩子学会自己睡觉、穿脱衣服、整理床铺、整理玩具、学具，
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如摆碗筷、扫地、擦桌椅、洗袜子
等。这样，在幼儿园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下，孩子
到大班毕业时，就会独立做许多事，入学后会很自然地融入到小
学集体生活中，顺利地完成学习和劳动任务。 

参考文献： 
[1]杨明珠.幼小衔接阶段父母的教育策略〔D〕.云南师范大

学，2015 
[2]陈怡妹.幼小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才

智，2016,0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