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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幼小衔接的活动技巧 
◆善玉双 

（香格里拉市幼儿园） 

 
摘要：幼儿园是小朋友的快乐天地，可以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童年
时光，不仅学到知识，而且可以从小接触集体生活。幼儿园教育作为整
个教育体系基础的基础，是对儿童进行预备教育(性格完整健康、行为习
惯良好、初步的自然与社会常识)。同时，幼儿园与责任和义务为每个孩
子在进入小学前做好充分的入学准备，即帮助幼儿以及家庭做好幼小衔
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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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幼儿园生活结束之后，孩子即将进入小学阶段，他们
能否愉快地完成转变、能否步入一个更加独立自主、更加复杂多
变的生活天地，尽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幼小衔接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 

一、什么是幼小衔接？ 
幼小衔接是整个教育阶段中第一个重要的衔接环节，衔接得

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幼儿未来的长远发展， 所谓“幼小衔接”，
泛指幼儿进入小学前家长、学校、幼儿所参与的活动，可视为是
为帮助幼儿衔接幼儿园和小学前后学习环境所需付出的准备。 

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是一个系统整体，既有连续性又有阶
段性，连续性要求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相衔接，前者为后者做
准备，儿童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是一个重要转折，是儿童主体对变
化的外界环境重新适应的时期。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是社会性适
应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它是儿童交往、学习、生活的基础和保证，
幼小衔接进行得不顺利，孩子身上往往会出现睡眠不足、身体疲
劳、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等现象;心理方面也会表现为精神负担
重、情绪低落、自信心不足等;甚至会导致社会性方面的人际交
往不良、怕学、厌学，以及学习成绩不理想。 

当今社会中独生子女占绝大部分，而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由
于受到大人们的宠爱和溺爱，使他们形成了“唯我独尊”、“唯我
独享”，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往往产生“人人为我”
的心理要求，这种心理倾向和要求与社会交往所需要的“平等合
作”等原则形成冲突，长此以往，他们会缺乏与人交往、合作的
机会，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不合群、自私等影响社会过程的
表现。 

二、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差异 
第一，生活环境的变化。幼儿园的活动室里，有各种各样的

玩具、教具、以及富有儿童情趣的环境布置，幼儿园里还有丰富
多样的大型玩具和游乐设施。、而小学里，只有固定的桌椅、操
场以及体育设施，这样势必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学习内容的变化。幼儿园活动内容以幼儿的兴趣为出
发点，以游戏的形式开展各种活动，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
幼儿可以自主选择游戏。而小学的学习功利性和目的性较强，同
时上课时间和自由活动时间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上课期间的
要求也有着差异，而且还有家庭作业。 

第三，师生关系的变化。幼儿教师就像父母一样参与到幼儿
生活的各项活动中，从入园到离园，幼儿教师始终分秒不离地陪
伴在幼儿身边，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而小学教师的主要精力则
放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对学生生活关心机会较少，师生单独接触
时间少，新入学的学生可能会感到压抑和生疏。 

第四，教学方法的变化。根据幼儿具有具体形象思维的特点
幼儿园教学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各种教具
让幼儿更加直观地掌握所学知识，而小学强调系统文化知识的教
育和读、写、算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这就需要学生课堂上认真听
讲，课后认真做作业，及时预习和复习功课。 

第五，学习时间的变化。幼儿园大班的集体活动时间是 30
分钟左右，活动过程要注重动静交替，活动内容不能枯燥无味，
还要注重游戏性和趣味性。而小学的上课时间是 40 分钟一节课，
而且课堂上静多动少，这对于刚进入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一场严
峻的考验。 

三、基于以上的种种差异，要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呢？ 
第一，学习习惯和毅力的培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

“古今中外，凡是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
艰苦攀登的结果。”西汉“匡衡凿壁”攻读，晋代车胤“萤火当
灯”，元朝“王冕放牛听读”，宋代“司马光枕警苦读”，这些人
之所以有成就，关键在于习惯和毅力的培养。孩子在入小学后生

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幼儿园的以玩耍娱乐和游戏活动为
主，转入到小学以学习、完成作业等为主的生活方式，这是需要
一个转变过程的，这也是孩子一生中第一次大的转折点。那么怎
样培养幼儿的学习习惯和毅力呢？老师应将对幼儿学习习惯的
培养贯穿于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使幼儿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毅力。 

第二，培养良好的倾听习惯。良好的倾听习惯是幼儿入小学
后有效学习的保证，但是，目前大多数幼儿园的孩子在这方面的
习惯上还没养成，表现出：有插话的，有自己回答完问题就不听
别人意见或建议的，有的还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听老师或同
伴讲故事。这些现象势必会影响他们的注意力，没有良好的倾听
习惯会影响幼儿今后的学习态度和质量。 

第三，培养幼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陌生的环境，往往会使
幼儿难以适应，角色、学习要求、家长期望值的改变，容易导致
幼儿兴趣低落，打击幼儿自信心，影响幼儿的身心成长和学习成
绩。 

因此，作为幼儿园大班教师，应对教学做相应的调整。比如：
要求幼儿背上书包，书包里放上简单的学习用品，体验小学生的
生活方式；带领幼儿参观附近的小学，逐步熟悉小学环境，体验
一年级的上课情况；组织幼儿参加少先队活动，树立戴红领巾的
光荣感；请一年级的小学生回幼儿园谈学习体验与收获，激发幼
儿上小学的欲望，引导和激发幼儿对小学生活的兴趣和向往；适
当减少游戏和户外活动，增加看图书、做手工等安静活动。另外，
可充分发挥“家园联系栏”的作用，在大班期末，可设立幼小衔
接专栏，有计划地选择和更换内容，让家长学习并掌握一些必备
知识，从而与幼儿园积极配合，为幼儿的发展共同努力。 

第四，培养幼儿的任务意识和责任感，激发幼儿上小学的愿
望。 

幼儿责任感的培养，如：我们班的种植角每天请一位幼儿负
责浇水，时间长了，有些幼儿失去了新鲜感，有些孩子会粗心大
意，忘记照料种植角。对此，可利用“小小广播站”天天播放幼
儿完成事情的情况，激励幼儿自己的任务自己完成。对于整理玩
具、图书角、做值日生等事情，也必须引起重视，不仅任务交代
要明确，而且随时了解幼儿的任务完成情况，对认真完成任务的
幼儿进行表扬和鼓励。这样有利于增强幼儿的责任感，完成任务
由老师提醒变成幼儿间相互提醒或是自己自觉完成，，同时也增
强了幼儿的任务意识。 

首先，我每天把幼儿要完成的任务交给家长。如带一些废旧
材料，和幼儿一起做“灯泡亮了”的实验，或带幼儿到户外去观
察，去做记录等，由家长帮幼儿共同完成任务。 

其次，直接将任务交给幼儿。比如：看天气预报、记录天气
变化等，由家长提醒幼儿：今天，老师有什么任务需要你完成？，
以此增强幼儿完成任务的意识。 

最后，能让幼儿主动告诉家长，老师要求做什么，譬如，请
幼儿给家长编“10 以内的加减法应用题”。这样循序渐进的培养，
使幼儿逐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树立任务意识。 

另外幼儿进入小学后立即进入学校的“规则海洋”。小学的
学习有较强的规则性，一节课 40 分钟，与幼儿园相比较静多动
少。教师面对的是全体学生集体上课，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堂纪律，
需要讨论时学生马上讨论，要求停止时马上停下。而幼儿园的教
育手段则是以游戏活动为主的，也同样需要幼儿有一定的规则意
识。为使幼儿适应小学规则，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我总要先讲
清规则，让幼儿明确活动的要求，树立规则意识。利用幼儿在玩
游戏时，使幼儿知道违反了规则是要受到相应“惩罚”的。使幼
儿懂得规则需要每个人遵守。这样在生活中，在游戏中不断对幼
儿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与养成，使幼儿逐渐适应小学的教学形
式。 

此外，要做好幼小衔接工作，还需要教师和家长积极配合，
共同努力。要让幼儿调整好心态，形成良好的习惯，掌握丰富的
知识和技能，帮助幼儿顺利完成由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使每一
名幼儿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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