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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立场下农村幼小衔接准备策略实践研究
杨红娟

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靖城街道办事处柏木幼儿园　214500

摘　要：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因此，为了给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应该

不断地加强学前教育，不断提升幼儿师资水平，借助专业的师资力量去促进农村幼小衔接工作。同时，不断地改变教育理念

和方式，以儿童立场为教育基准，尊重幼儿的成长规律，加强对幼儿的心理教育，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心，为幼儿未来的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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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strategy of rural young children’s 
conn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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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hinder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vide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reschool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children and primary schools with the help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constantly chang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methods， take the position of children as the 
educational benchmark， respect the growth law of children，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children， help children establish 
self-confidenc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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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的含义是说在对幼儿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需要

使用而良好的学习品质与行为习惯和社会交往技能，让幼儿

从学龄前向小学过渡的时候更加顺利，确保幼儿能够快速适

应小学的学习与生活，站在农村幼儿园教育工作的角度为幼

儿后续的入学做好准备。

一、幼小衔接的问题

（一）农村幼儿园没有丰富的幼小衔接教学方法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还有一部分的农村幼儿园并没有大

量的教学方式将幼儿园和小学联系起来，以提高孩子的教育

水平，将他们融入小学教育。虽然幼儿园提倡对孩子集体生

活技能的初步培养，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沟

通和语言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这

样才可能处于关键的成长时期，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农

村幼儿园也应承担起幼儿与小学之间的联系，使幼儿对小学

教学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免因进入小学后科目增多，

教学难度大，学习能力不够等因素造成学习和技能发展的缓

慢进展。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幼儿园衔接教育，幼儿园的

教学模式应该接近小学，让孩子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实现平稳

过渡。这就要求幼儿园参照小学的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幼儿园并没有丰富教学方式、改进教学

模式，也没有为孩子们提供接近小学教学的环境。这也是幼

小衔接工作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二）农村家长不积极配合

教师要注意的是，农村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衔接并不是

幼儿园的片面工作，家长的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营造

贴近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教师也应寻求家长的配合，

让家长在童年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配合教师做

好这一场景的工作。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农村

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家长在幼儿期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所

有的教学责任都放在了幼儿园老师身上，希望老师能取而代

之，给孩子们更多的照顾，教育。事实上，父母的作用是不

可替代的，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特别是在从

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不仅可

以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小学知识，为上小学做准备，还可以在

进入小学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他可以通过良好的习惯长

期持续地学习并提高成绩。

（三）对于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视度不足

通过调查研究能够得知，虽然说现阶段的农村教师针对

幼儿和他人交往的状况，已经逐步具有了重视度，然而在实

际教育实践过程之中，大部分教师对于一些不善于和他人交

际，并且不愿意与他人沟通的幼儿，都只能运用语言的鼓励

方式，并没有使用对应的策略来帮助幼儿营造与他人交往

互动的机遇。针对一些在课上时间里不愿意去回答教师提出

问题的幼儿教师，也只是偶尔的给予幼儿点名，然后让幼儿

去回答问题，却并没有针对幼儿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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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也没有融合于幼儿自身的个性发展及语言发展实际

状况，运用因材施教的教育模式。而在幼儿园与小学的互动

交流上，很多幼儿园经常会让大班的幼儿来到小学去熟悉小

学的环境，但是还有一些幼儿园从来都不组织大班的幼儿来

到小学进行参观，这也就会使幼儿园中的幼儿对于小学的实

际状况了解不足，会直接影响到幼儿步入小学之后的学习与

生活。

二、儿童立场下农村幼小衔接准备策略实践

（一）正确认识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差异

通常幼儿园的教室都是具有美观以及情趣的特点，能够

很好地考虑到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但是小学教室却只具有

古板的座位。很多幼儿在幼儿园已经习惯了那些具有卡通趣

味的学习环境，小学的座位很难吸引到幼儿。并且，小学学

习具有较强的固定性以及强制性，不管小学生是否对课程具

有较强兴趣，都要根据大纲来开展学习活动。在幼儿园幼师

就如同幼儿父母一样地去照顾幼儿，同时还会融人到幼儿的

许多实践活动中，与幼儿具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小学教师

通常将教学重点放在带领学生学习上，却没有真正的关心学

生的生活，与幼儿接触时间比较少。教学方法上，幼儿园与

小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幼儿园重视让学生在学的过程中

玩，玩的过程中学。小学的学习却具有强制性，学生必须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完成任务。教师必须充分地明确这些

变化会给学生产生的影响，才能够更好地改变自身教学方法，

给学生的入学做好准备。

（二）注重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让幼儿形成良好模式

在幼儿的生活和环境当中，有着非常多的规矩和规则，

在生活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应遵守相应的规则制度，幼

儿在学校中也一样。在幼儿园中要遵守相应的圆规，进入小

学阶段之后要遵守校规校纪。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幼小衔接

工作，对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显得极为重要。幼儿教师应注

重幼儿的终身发展需求，为幼儿良好素质，培养奠定基础。

幼儿教师应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渗透规则意识，让幼儿更好

地理解活动中的规则以及事物发展的相关规律等，让幼儿能

够更好地把握相关的规则，掌握相应的规律。在幼儿活动中，

教师应更多地鼓励幼儿，让他们能够自主地发现相关的规则

规律，让幼儿自觉地遵守相关的规则，遵循事物的一般发展

规律，以及所带来的应有后果。例如，在幼儿体育游戏活动

当中，幼儿不能够自觉地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那幼儿体育

游戏活动就无法有效进行。幼儿也在学习中，无法感受到体

育游戏所带来的欢乐。最为主要的是，幼儿体育游戏，无法

实现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全方位培养幼儿行为习惯

对于农村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培养过程之中，首先教师

要给予幼儿期望，通过奖励机制的运用，培养幼儿自理能力，

例如幼儿自己能够穿脱衣物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跟幼儿说，

如果你能够顺利地顺利地穿脱衣物，老师就会给你奖励一朵

小红花，如果幼儿完成了这一目标教师一定要遵守承诺，奖

励给幼儿小红花，并且给予幼儿表扬，这种方式不但能够让

幼儿获得学习自信心，还能提高幼儿自理能力。其次教师可

以逐步的对于幼儿的作息时间进行调整，为幼儿步入小学做

好准备。在幼儿升入小学之后，作息时间就会发生巨大的转

变，因此幼儿教师也要提前对于幼儿的作息时间进行调整，

从而做好幼小衔接工作，例如：幼儿园可以缩短幼儿午睡时

间，延长上课时间，并且将课间 10 分钟的时间里，让幼儿去

自主整理物品。最后教师要及时对于幼儿的表现进行肯定，

并且给予幼儿鼓励，在幼儿表现很好的时候，教师要鼓励幼

儿一直坚持让幼儿逐步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例如在午休的

时候经常会有幼儿想要上厕所，从而大喊大叫，而这样会影

响到其他幼儿的休息，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教师要及时

提醒幼儿在安静的场所不能影响他人，如果下次再有类似的

情况，可以轻轻地走到教师身边，说自己想上厕所。

（四）培育积极的情感态度

幼小衔接要求教师帮助幼儿做好相关心理方面的准备，

这就要求教师注意培育幼儿积极的情感态度。幼儿从学前教

育进入到小学教育阶段，很容易由于各方面的不适应而出现

厌学、孤僻等心理方面的问题，为了预防相关问题的出现，

幼儿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育幼儿积极的情感态度。

首先，激发幼儿成为小学生的愿望，帮助其提前做好这方面

的心理预设。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带领幼儿去本地小学参观，

与小学生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让其对小学的学习生活环境提前

有一定的了解，还可以让幼儿观看小学生升旗、做课间操等

的视频片段，让其感受到小学生活也是极为有趣的，通过这

种方式来激发其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愿望。其次，幼儿教师要

提前向幼儿介绍小学的学习与生活与幼儿园现有学习生活情

况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幼儿对小学学习生活的了解，

这对其做好入学心理准备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幼儿教师还

可以做一下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看一下初入小学的学生容

易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产生什么样的疑惑，然后与幼

儿就此展开探讨活动，让其思考一下自己遇到这些困难或疑

惑时会怎样办，同时还应以恰当的方式告诉幼儿当其在小学

的学习生活中真的遇到这类困难、疑惑，或者是遇到其他问

题时应当怎样处理。这样幼儿在真正进入小学之后，就算遇

到问题也知道怎样处理，而不是顾自焦虑直至产生厌学之类

的不良情绪。最后，幼儿教师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让其认

识到培养幼儿积极情感态度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其与幼儿园

相互配合更好地培养幼儿积极的情感态度。

（五）强化幼儿社会交往训练

儿童立场视角下，幼儿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师一定

要关注对于幼儿社交能力的培养，使幼儿能够更好地与他人

交往，从而树立起对于生活的自信心，确保幼儿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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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为幼儿后续步入小学打下基础。首先教师可以在幼

儿园中开展游戏，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与其他学生和教师

产生互动。游戏过程中幼儿的社会交往兴趣就会被激发出来，

而教师在过程中则可以逐步的对于幼儿进行引导，让他们形

成良好的交往习惯。例如幼儿在幼儿园中跟教师打招呼的时

候，教师一定要热情的对于幼儿进行回应，从而给幼儿创设

一个良好的与人沟通交流的环境。除此之外，教师在幼儿园

中也要给幼儿多多营造与他人互动沟通的机会，比如让多个

班级年龄相仿的幼儿进行统一游戏，让每一个幼儿在非班级

内的同学之中找一个自己的好朋友进行沟通交流，这样既能

有效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又能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六）重视家园合作

儿童立场的教育理念下，家园合作邀请优秀的小学教师

来幼儿园开设互动讲座；创设有关家园主题的专栏；引领家

长走进小学等等形式发挥家庭与幼儿园合作在幼小衔接中的

作用。胡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家长在幼小衔接中的作用是非

常大巨大的，因此家长得做到：更新教育思想观念；在家里

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幼儿

可以自觉的、开心地进入学习状态；调整好幼儿生活规律，

让幼儿养成按时吃饭、起床、休息的好习惯；培养幼儿的自

理能力，使他们会自己穿衣、整理自己的物品与书籍；增强

幼儿的自信心；对幼儿进行必要的有关于安全知识的了解，

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适当地锻炼幼儿自己去上学

的经历；告诉幼儿上小学的种种好处，激励幼儿上小学的兴

趣，在幼儿心理上充分做好上小学的准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儿童立场视角下，为了促进孩子成长和发

展，无论是农村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该重视孩子幼小衔接阶

段面临的问题，并且提出有效的解决手段，实现幼儿未来美

好的发展。因此，在孩子幼小衔接阶段，对于农村教师来说，

应该不断转变教学观念，为他们提供一个趣味性的学习氛围，

根据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学习需求去丰富教学课堂，促进幼

儿学习能力的提升。对于家长而言，应该正确地引导孩子对

小学生活的向往，在进入小学以前，给他们生动地描述校园

生活的快乐和新鲜事物，通过这些，让孩子对校园生活产生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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