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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的指导策略 
◆沈  慧 

（淮安市洪泽实验幼儿园  223100） 

 
摘要：一日生活皆课程。过渡环节作为幼儿园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纽带
与轴承，不仅起着中转和衔接幼儿园一日生活各部分的作用，还蕴藏了
丰富的教育价值。科学、合理地组织过渡环节，既能保障一日活动的有
序进展，又能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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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科学、合理地安排
幼儿一日生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渡坏节，减少和
消除消极等待现象。”这里的过渡环节相当于等待环节，或者说
在过渡环节中产生了等待。要贯彻“一日生活皆课程”的理念，
为了提高幼儿的生活，让幼儿在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有意
义，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方法，使用一些有效策略，尽量缩
短一些活动中的等待环节，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与自我管理能
力的提高。 

一、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消极等待的原因分析。 
（一）幼儿园的作息制度不够合理。 
幼儿园作息制度是幼儿园安排一日活动的准则，幼儿园一日

活动是根据作息时间进行安排的，可这其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
方。很多幼儿园的时间安排都细化到几点几分，几点几分到点几
分户外活动；儿点儿分到儿点儿集体教学。这样的时间安排虽然
给教师安排活动提供了时间参考，给幼儿园管理工作带来了便
捷，但却限制了教师自由组织活动的时间，更限制了幼儿自由玩
耍的时间。很多教师严格按照园方的作息时间表组织活动，每天
像打仗样从一个活动快速转换成另外一个活动。 

（二）幼儿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幼儿的消极等待分为两种，一种是动作或表情上的消极等

待：一种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消极等待。前一种主要是通过动作或
表情呈现出来，易被教师发现；后一种则是隐性的消极等待，存
在于幼儿的意识之中，教师不易察觉。消极等待 根本的原因来
自于教师。 

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理念、时间观念以及教师间分工合作
的融治度等因素都影响着幼儿的等待现象。教师的时间观念、处
理突发事件的教育机智、教师的活动组织能力、保教人员之间的
分工合作，这些素养都直接影响着过渡环节的处理。教师时间观
念不强，组织任何活动都拖拖拉拉，前一个活动开展时间占用到
下个活动，时间一直后移，到中午午体或者下午离园时就会发现
时间很紧张。有些教师因为处理突发事件经验不足，可能会导致
幼儿一直在为老师的经验不足面买单时间。教师对活动内容的熟
悉程度、对活动的准备充分与否，都大大制约着活动开展的进度
和时间，如果对活动不熟悉和不准备也就是教师没有预设，往往
导致环节的脱节和幼儿的消极等待。 

（三）幼儿个体差异较大，难以管理。 
《纲要》中指出：“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

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都能获
得满足和成功。”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拥有可以自
由支配的时间，是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孩子的素质和天资
只有当他每天都有时间从事自行选择的喜爱的活动时才能得到
发挥。因此，帮助幼儿有效利用空余时间就是创造宝贵财富。” 

二、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消极等待的现状。 
我们采取本班观察、同年级组易班观察，通过记录发现教师

在组织一日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消极等待，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过渡环节处于两种极端状态。教师把握不好“教”和
“导”、“管”和“放”的关系，在过渡环节出现“管则限”“放
则乱”的现象。有的教师管得多管得严，就会出现全班幼儿在过
渡环节整齐划一地做一样的事情，不管幼儿愿不愿意，喜不喜欢。
有的教师觉得过渡环节可以放一放、松一松，便放羊式把幼儿散
于活动室之中，有的幼儿就会无所事事，大部分幼儿一听教师说
自由活动，便开始大声地笑、打闹，看上去杂乱无序。 

其次是生活活动过渡环节游离于课程之外。教师在日活动中
时只重视课堂教学与集体活动，忽视过度环节的准备，没有意识
到过渡环节的重要性，当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转换的时候，常

常是很随意的组织幼儿，使得过渡环常与其它活动相脱节。很多
教师意识里认为游戏、学习、午睡等活动才是正式活动，就重视，
而过渡环节就好比是小学生课间体息时间，是幼儿自由活动，教
师在保证安全的状况下会放任幼儿这段时间的行为。所以很多教
师对过渡环节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三、提高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的方法探索。 
幼儿消极等待的原因主要由幼儿园、教师和幼儿三方面的因

素造成，那么探索提高一日活动过渡环节有效性的方法也要从这
三方面出发，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也就是说，在合理的科学作息时间的基础上，考虑教师本身
的能力和实际状况，从尊重幼儿的主体性出发，就能找到组织过
渡环节的有效方法，充分挖掘过渡环节的教育资源，抓住过渡坏
节的教育契机。 

（一）完善幼儿园一日作息时间。 
在幼儿园中，时间分配是按照活动制定的，如来园活动、游

戏活动、教育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幼儿园的
作息时间表。一张好的作息时间表，不仅使儿童能够在一天当中
生活得有条不紊，富有节奏，而且对提高幼儿的独立性、自主性、
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条理性以及自理能力都会产生重大的影
响。这就需要各个幼儿园因地制宣，结合自己幼儿园所处的地理
情況、教育资源、幼儿发展状况、师资力量等等，制定出适合本
园教师和幼儿的一日作息时间表。 

（二）提高幼儿教师组织活动的能力。 
1.借助优美音乐，营造愉悦氛围。 
为幼儿创设宽松的环境，可以在教室播放一些优美的音乐，

如钢琴曲《梦中的婚礼》、《爱丽丝》等钢琴名曲。优美的音乐为
提供一个释放心理能量的空间，同时让幼儿在轻松地环境中可以
进行自主学习。音乐的播放使坏节与环节之间衔接更加自然，让
幼儿充分感受这一环节的快乐，让幼儿融入到自己的游戏角色
中。 

2.有趣的手指游戏、动作儿歌，让幼儿不再“等待。 
玩手指游戏、动作儿歌不仅可以锻炼幼儿手部动作的灵活

性，还可以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在幼儿分组如厕、喝
水时，等待的幼儿可以三三两两自发组织，也可以是教师集体组
下玩金 银 、点兵点将等游戏，使等待的孩子不再无所事事。 

3.开发区域活动，让幼儿自主选择。 
在进餐、操作活动等环节，由于幼儿的个体差异，造成完成

任务的速度有快慢之分，有时时间差别会很大。这时教师可以选
择开放区域活动，让完成快的幼儿自主活动，借此来化解这种矛
盾。 

4.借助阅读，让幼儿在等待中接受文学熏陶。 
午睡前，教师运用朗读、播放音频等手段，将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品读给孩子听，这些作品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它的文体、结
构都很规矩。在床上等待睡眠的幼儿，不在交头接耳、相互打闹，
而是接受文学熏陶。 

（三）培养幼儿自我管理能力。 
建立规则意识，提高自律能力。只要建立了科学的常规，幼

儿就可以在一日生活过渡环节自主的完成教师组织的活动。如分
组如厕时，教师根据幼儿的分组准备相应的音乐，每段音乐的时
间刚好是每组幼儿如则的时间。幼儿根据音乐的顺序，每组幼儿
有序的先后如厕，并在音乐结束时回到座位。又如午睡前教师要
指定幼儿穿脱衣物的位置、衣物折叠的方法。教师只需要播放故
事音频，幼儿边听故事边有序的做午睡准备。幼儿根据一段音乐、
一首故事作为完成过渡环节任务的时间依据，音乐、故事、沙漏
一旦停止，要马上完成自己的任务，教师不再用语言不停的催促。 

过渡环节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具有独立、积极的教育价值，满
足了学习活动与自由活动不同节奏更替的需要，能让幼儿在轻
松、愉快、自然的氛围下紧凑地进入下一个活动。过渡环节从表
面看是细小的，但它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价值。对于幼儿一日
生活的活动过渡而言，前后两活动形式的不同和转换意义的不同
是教师选择过渡方式的依据。只有重视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过渡
环节，才能让我们有机会去发现并挖掘其中蕴涵的教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