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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一,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含义 （一）造成幼儿园与小学不

衔接的原因1.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的不同教育特点（1）主导

活动方面学前阶段的主导活动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游戏

，以幼儿动手操作的多种活动为主要教学形式，幼儿在玩中

学，教师指导方法比较直观、灵活、多样，没有家庭作业及

考试制度；小学阶段的主导活动是各种学科文化知识的学习

，以上课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相对固定、单一，有

一定的家庭作业及必要的考试制度，学习成为一种必须完成

的任务。 （2）作息制度及生活管理学前阶段的生活节奏是

宽松的；一日生活中游戏活动时间较多，生活管理不带强制

性，没有出勤要求；教师对幼儿在生活上的照顾比较周到和

细致；小学阶段的生活节奏快速、紧张，作息制度非常严格

，每天上课时间较长，纪律及行为规范带有强制性，教师对

儿童在生活上的照料明显减少，生活主要靠儿童自理。来源

：www.examda.com （3）师生关系学前阶段教师与幼儿个别

接触机会多，时间长，涉及面广，关系密切、具体；小学阶

段师生接触主要是在课堂上，个别接触少，涉及面较窄。 

（4）环境设备的选择与布置学前阶段教室的环境布置生动活

泼，有许多活动区域，在其中有丰富的活动玩具和材料供幼

儿动手操作、摆弄，幼儿可以自由选择游戏及进行同伴交往

；小学阶段教室的环境布置相对严肃，成套的课桌椅排列固

定，教室内没有玩具，学生自由选择活动的余地较少。 （5



）社会及成人对儿童的要求和期望社会及成人对幼儿的要求

相对宽松，给幼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已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共识

，幼儿的学习压力小，自由多，没有非完成不可的社会任务

；社会及成人对小学生的要求相对严格、具体，家长对小学

生具有很高的期望，因此，学习压力大，自由少，要负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 2.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规律儿童

的成长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阶

段性，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并且，儿童发展的各

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是有连续性的。在前、后两个发展

阶段之间存在一个兼具两个阶段特点的交叉时期。在这一时

期，儿童既保留了上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又拥有下一阶段刚

刚出现的某些特点，这一时期在教育学上被称为过渡期。 幼

儿园与小学是两个根据儿童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而设立的、

具有不同教育任务的教育机构，都比较重视阶段性，而忽视

阶段之间的过渡，这是造成幼儿园与小学不衔接的根本原因

。具体表现在：一是对过渡阶段儿童的发展特点和需要认识

不清，两个机构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不能互相配合做

好过渡阶段的教育工作；二是对处于过渡阶段的儿童缺乏行

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不能为儿童提供有效的帮助，从而造成

了许多幼儿入学后适应不良的问题。 （二）幼儿园与小学衔

接的重要性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对幼儿和小学生的发展都具

有重要意义。幼小不衔接造成了幼儿入学后各方面的问题，

严重影响身心发展。 儿童入学后的适应性问题主要表现为：

身体方面的睡眠不足、身体疲劳、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等现

象；心理方面的精神负担重、心理压力大、情绪低落、自信

心不足、学习兴趣降低等现象；社会性方面的人际交往不良



、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有的学生甚至还出现怕学、厌学的

情绪。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初入学儿

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还会对其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消极影

响。幼儿园与小学共同配合，搞好幼小衔接工作，不仅十分

必要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它既有利于儿童入学前后的学习和

发展，也为小学生在中高年级以及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

好的基础，更为顺利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解决学生中出现的

厌学、辍学等问题，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保障。因此，

幼儿园与小学都要认真研究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共同做好

衔接工作。 二,幼儿园实施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

长期性而非突击性幼儿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要为儿童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幼小衔

接工作仅仅视为两个教育阶段的过渡问题，而应把它置身于

终身教育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应当看到，让幼儿顺利地进入

小学只是幼儿园教育的近期目标而已，它是实现幼儿园教育

长远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以儿童的长远发展

为目标，对儿童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对幼儿园来讲，在时

间上，要把幼小衔接工作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各个阶段而不

仅仅是大班后期；在内容上，要涉及幼儿发展的各个方面而

不仅仅是知识准备；在人员上，要包括幼儿园全体人员、家

长及有关成人而不仅仅是大班老师。对小学来讲，也不能仅

仅把衔接工作看成是幼儿园的事情，而应当遵循素质教育的

精神，改革不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形式、方法等。 （二）整

体性而非单项性幼小衔接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从幼儿体、智、德、美各方面全面进行，不应仅偏重某

一方面。在幼小衔接中，偏重"智"的倾向比较严重。有的教



师一谈到衔接，马上就想到让幼儿认汉字、学拼音、做算术

题，而对于体、智、德、美各方面的全面准备重视不够。儿

童入学后适应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对新环境所需的身体、心理

素质、独立自理能力等准备不足。幼儿入学适应困难不仅仅

是在"智"的方面，更多的是由于身体、态度、习惯、意志、

人际关系、交往能力、独立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准备不足而造

成的。要搞好幼小衔接工作，必须促进幼儿的体、智、德、

美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培养他们入学所必

须的各种基本素质。 在衔接中仅偏重某一方面是错误的，而

在某一方面中又偏重某些因素则更片面了。有的教师把智育

理解为仅是让幼儿记忆知识、掌握技能，对智育的其他因素

，如智育核心思维能力的培养则重视不够；对幼儿的学习主

动性、兴趣、习惯等与智力发展密切相关，也属于智育范畴

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则更是忽视。这种片面的衔接教育对于

幼儿入学后尽快适应小学的学习与生活是非常有害的。来源

：www.examda.com （三）培养入学的适应性而非小学化在幼

小衔接工作中的另一误区就是小学化倾向严重。有些教师认

为，要与小学搞好衔接工作就要提前用小学的教育方式对待

幼儿，让幼儿园像小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前让

幼儿学习小学的教材，如提前学习汉语拼音和书写汉字、提

前学习小学的数学知识等。教学内容背离幼儿的年龄特点，

幼儿不能或不甚理解，学习中只能较多地使用机械记忆和死

记硬背的方法，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因此，压制了儿童的

自然发展。二是用小学教育的组织形式与方法对待幼儿园的

幼儿。例如，用小学式的上课取代幼儿的基本活动游戏；教

师长时间用言语讲授的方式进行知识灌输，追求立竿见影的



短期学习效果等等。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幼儿的身心发展

特点；是造成儿童怕学、厌学、养成不良学习习惯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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