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1 期） 

 790 

教育科研 

小班一日生活中过渡环节的有效组织策略 
◆高芳婷 

（深圳市龙华区第五幼儿园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幼儿园过渡环节是一日活动中将幼儿从一种活动状态转向另一种

活动状态时产生的中间环节。所以过渡环节发生在两个活动的交替时段，

穿梭渗透与幼儿的一日学习、游戏、生活、运动活动之中。良好的过渡

环节组织策略与方法，帮助教师更科学、合理地安排过渡环节的活动；

与此同时，提高小班幼儿在过渡环节的自我服务与自律意识，给幼儿提

供一个释放心理能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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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幼儿园教育活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教师需要参与幼儿

一日生活的每个过渡环节，这是任何其他教育阶段都没有的情
况。这不仅仅在于它的过渡作用，还在于它可以同幼儿园一日生
活中其他的组织形式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络互动，更在于它本身可
以独立地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因此透过过渡环节可以看出一个
班级的日常管理状态和全班幼儿的整体发展水平。 

而目前幼儿园过渡环节的组织和实施常常是被老师所忽视
的，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一，教师对过渡环节欠缺教育意识，
表现为忽略过渡环节教育目标、教育指导和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培
养；其二，过渡环节组织形式存在问题。过渡环节形式枯燥，没
有采取幼儿感兴趣的形式，教师语言平淡、简单，多使用指令性
语言；过渡环节形式单一，教师一般都是用入厕、洗手等生活环
节来代替过渡环节；其三，过渡环节存在幼儿消极等待的现象，
幼儿常常无所事事；过渡环节太过仓促，环节之间的转换比较生
硬，存在过多干预和催促的现象。教师忙于准备下一活动，淡化
对幼儿的观察、沟通和指导，结果导致在过渡环节中孩子们常会
出现无所事事、拖沓、打闹等现象。因此，很多教师坦言对过渡
环节的管理是老师最累最辛苦的时候，但往往成效却不显著。同
时，这些环节往往也是安全隐患最多，班级最混乱，教师心理最
疲劳以及教育失误最多的时候。 

而对于小班孩子而言，过渡环节尤为重要。因为小班孩子的
自主能力较弱，能力水平差异较大，个别孩子行动较慢，导致过
渡时间较中大班而言更长。因此，小班幼儿较中、大班而言更加
需要过渡环节中教师的有效组织和指导。而小班过渡环节更是习
惯培养、能力培养和性格塑造介入更加适宜的阶段。组织有效的
过渡环节，不光可以让孩子更快的适应幼儿园生活，减少分离焦
虑；更能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和老师及其他孩子增加接触的机
会，增进彼此的情感，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 

一．合理的站位，提高指导效率 
在过渡环节中，教师的作用不单单只是安全监督，更多的是

对幼儿行为习惯的逐一指导和对幼儿生活健康素养课程在实践
中的落实。而小班的孩子大多对一日流程、班级要求、甚至自己
要做的事儿都不熟悉。在国内大部分幼儿园存在着教师少，幼儿
多的普遍情况下，小班过渡环节中教师的站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教师的站位原则应该是“哪里人多去哪里；哪里存在安全隐患
去哪里；哪里需要指导去哪里。”例如厕所比较湿滑容易摔倒、
洗手池人多容易拥挤等。而由于班级幼儿人数多，很多教师是凭
借自己的经验站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这就让很多班级出现了
“教师扎堆”“无人管”“无所事事”等实际问题。所以合理规范
的具体站位要求势在必行。 

例如早餐后：孩子在做什么——孩子们分成两组，自由选择
阅读、玩具。听到音乐后，伴随音乐声收拾好玩具，自主的进行
小便喝水。集中后可轻声自由的进行交流，或跟随音乐进行律动
和歌唱；老师在做什么——主副班老师各负责一组幼儿，保育员
看护其他就餐慢的幼儿进餐。主班老师放音乐后，组织已经到了
的孩子进行律动、歌唱、儿歌或交流，副班教师和保育员照看还
没有上地台的孩子搬椅子、小便喝水。 

二．动静的适宜，有助承上启下 

既然过渡环节是两个活动之间的纽带，我们就要更加关注
“上”与“下”的教育价值，并让这条纽带真正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动静交替原则表现在一日活动的安排中。在组织活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幼儿活动步调的节奏，避免单调和疲劳。如何让过
渡环节更好的服务于前后的活动，帮助前面的活动更好的过渡到
接下来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1.从静到动，逐步热身 
从室内活动到室外活动，从静到动的过渡环节中，强调幼儿

从心理到身体的过渡。心理的过渡了解我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运动；而身体的过渡就是在过渡环节中的热身准备。可在大部分
孩子完成的准备工作后，等待个别动作较慢的幼儿时进行。并根
据将要开展活动的类型，进行有目的的热身活动。注意由慢到快
由局部到整体的热身。配合节奏明快的音乐可以让幼儿更加快的
从安静活动投身体育运动当中。 

2.从动到静，放松调整 
从室外活动到室内活动，从动到静的过渡环节中，幼儿要从

繁闹的情绪中逐渐安静下来，并不是非常容易的。孩子们常常会
长时间难掩兴奋情绪，甚至有时会一直延续到进餐。所以运动后
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跟随舒缓的音乐做些放松运动或拍打下身
体部位，进行简单的聊天总结，动作缓慢的小游戏或律动，即从
身体上得到运动后的松弛，又从心理上逐渐安静下来。 

3.动静结合，提高兴趣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也会遇到较长时间室内比较安静的活

动，例如餐后到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过渡环节中更好的激
发幼儿的潜能，避免在长时间安静活动中失去积极性和专注力。
例如比较活泼有趣的小游戏，风趣幽默的音乐，动静结合的模仿
等。 

三．优化的环境，养成自主意识 
在过渡环节过程中，如果老师组织得当，环境适宜，对于幼

儿来说，可以预先知道下一个活动的内容与要求，逐步产生对一
日活动的安全感和秩序感；可以自主做好参与活动的身心预备，
发展自主性，养成生活有序的良好习惯；可以自主有序的完成喝
水、入厕等工作；可以放松自主的进行某些规定性等待活动。 

老师必须特别强调了环境暗示的作用，例如一日生活流程图
有利于幼儿了解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并将移动标放在相应的位置
上；对喝水、洗手、入厕要求示意图引导幼儿自主使用正确的方
法；饮水机前地面线，让幼儿自主排队一个跟一个进行取放杯子、
排队喝水等工作；公共或开放的区域留足够的空间位置，避免幼
儿拥挤；创设可供幼儿看阅的展示墙面，方便在等待过程中的孩
子有事可做；将过渡环节中幼儿可随意摆弄的玩具放在好取放的
位置（也可设置专门的玩具台或区域），便于幼儿操作。 

四．熟悉的内容，促进教育渗透 
过渡环节能为幼儿提供有益的学习经验，这主要是指他能为

幼儿提供重温习得经验的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建构认知或感情体
系。所以在过渡环节中，教师可以将幼儿一日学习的很多经验进
行重复渗透，以实现教育性、生活性的全面统一。过渡环节可以
和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其它环节相融合，以实现幼儿不同生活、学
习、运动经验的交叉、重合，这样能更好的视线幼儿的整体发展。
例如：数序数；复习儿歌、故事；卫生习惯中的要点等。 

良好的过渡环节组织策略与方法，帮助教师更科学、合理地
安排过渡环节的活动；与此同时，提高小班幼儿在过渡环节的自
我服务与自律意识，给幼儿提供一个释放心理能量的空间。希望
能为教师们拓展思路，以思考实践更新颖而有价值的活动帮助幼
儿快乐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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