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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88_E8_B5_84_E6_c38_56710.htm 答案与解析 一、单项选

择题 1.c.经常感冒属于疾病范畴，不属于适应性问题。 2.B.思

维能力是智育的核心成分。 3.A.幼小衔接的工作重点是要解

决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问题。 4.c.人际交往能力可

以帮助幼儿结交新朋友，取得教师的帮助。来源

：www.examda.com 5.D.创造力属于智力范畴。 6.A.幼儿教师

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幼小衔接工作的质量。 7.A.幼小衔接根本

上是解决生理、心理等的适应性。 8.B.幼儿的兴趣不属于幼

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原因。 二、名词解释 1.幼小衔接：指幼

儿园与小学直接过渡的特定阶段。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存在

不同的教学特点，主导活动、作息制度、师生关系、环境布

置、社会期望等都存在差异，导致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

性方面都出现不适应状态。幼小衔接是个长期的、整体性的

工作，需要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 2.过渡期：指幼小衔接的

特定阶段。在幼儿园与小学这两个前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

个兼具两个阶段特点的交叉时期。在这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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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幼儿教育小学化：指幼小衔接工作中的一种误区。是

提前用小学的教育方式对待幼儿。表现在两种情况中：一种

是提前让幼儿学习小学的教材，如提前学习汉语拼音、书写

汉字等，幼儿不能或不甚理解，学习中只能较多使用机械记

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体会不到学习乐趣；一种是教学的组

织形式和方法小学化，如教师长时间用言语方式教学。 三、



判断题 1.×。幼儿园的教学是符合幼儿年龄阶段需要的，而

不是专门为人学做准备。 2.×。幼小衔接工作需要幼儿园、

小学、社会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完成。 3对。 4.×。幼小衔接

工作是长期的，贯穿多个年龄段。 5.对。 6.×。幼小两个阶

段的区别包含多个方面，分科教学只是学习方面。 7.×。幼

小衔接阶段对幼儿身心发展影响很大，需要各个方面的关注

。 四、简答题 1.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或"小学化教学"

，不但扼杀了儿童学习的主动性，还彻底摧毁了儿童的好奇

心、求知欲、创造力和想像力。而活动教学法、发现教学法

等强调学习以主动认知建构为主的教学方法，则能够给儿童

以足够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

解决问题，从中体验发现的乐趣、学习的满足和解决问题后

的成就感，从而真正变成"学习的主人". 2.幼小衔接教育的实

质问题是主体的适应性问题，为解决这一实质问题必须做好

以下几点：（1）培养入学意识。通过参观了解小学的生活情

况，减少幼儿对小学的恐惧感。 （2）培养社会适应能力。

要在认识兴趣、学习积极性、意志力、自信心等个性品质方

面，以及社会交往能力方面，对幼儿进行培养和训练，这样

才能缩短进入小学后的适应期。 （3）培养学习适应能力。

引导幼儿从小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做事情认真的习惯、注意

力集中听老师讲课的习惯、保持文具和书本整洁的习惯等。

同时，对大班的幼儿需要适当加入一些基本的认字、算术知

识的学习。 （4）培养生活适应能力。小学有许多新的规则

和任务，因此，必须通过游戏让幼儿懂得一些基本的规则，

有意识地学会调节自我控制能力。 3.幼儿教育小学化危害很

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影响幼儿身体的正常发



育。幼儿时期，是身体各种机能迅速发育的时期，尤其是高

级神经系统和骨骼肌肉的发育，常会使他们不停顿地活动，

在活动中得到发展。如果把孩子限制在狭小的教室里，每天

几小时静坐，将会使某些部分神经细胞长期处于抑制状态，

严重制约身体各机能的迅速发育。 （2）制约幼儿智力的发

展。幼儿时期，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智力发展时期，抽

象逻辑思维尚处于萌芽状态；思维的形式主要靠表象，而非

抽象的词语或概念。幼儿思维的这种具体性和形象，就决定

他们只有充分运用各种感觉器官，广泛地与人、与物直接接

触，在动态生活中获得大量的感性经验，智力才有进一步发

展提高的可能。 （3）压制幼儿良好个性的形成。幼儿期是

各种心理过程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人爪。I生开始形成

的时期。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的幼儿一般都比较活泼好动，

好奇好问，兴趣广泛，喜欢与同伴交往，喜欢得到成人的重

视和夸奖。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幼儿是不会因为自己不断变

换活动方式感到疲劳的，相反，往往由于活动过于单调或重

复而引起厌倦。来源：www.examda.com 幼儿园过多的集体教

学活动，使得幼儿没有充分的游戏时间和自由活动时间，也

使得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幼儿进行更多的个别接触和交谈

。而这些被挤掉的活动，却正是幼儿形成良好个性所不可缺

少的。 （4）不利于幼儿入学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大量

实践经验证明，在幼儿园提前进行知识教育并没有达到为人

学做好充分准备的教育目标。虽然在入学之初，幼儿园的幼

儿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准备显得较为轻松，但事实上使幼儿

处于一种松懈的状态，他们会以为教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都

是他们已经掌握的，没有必要再认真听讲，儿童表现为注意



力涣散。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为儿童以后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学前教育有别于学校教育，有其

特有的教学目标、管理模式和教育方法，要注意杜绝幼儿园"

小学化"的倾向。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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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方面，睡眠不足，身体疲劳，食欲不振，体重下

降；在心理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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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性方面，人际交往不良，

人际关系紧张，有的学生甚至还出现怕学、厌学的情绪。这

些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初入学儿童身心

的健康发展，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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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幼儿园方面，幼小衔接教育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1）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幼儿对

小学生活的态度、看法、情绪状态等，对入学后的适应性关

系很大。因此，幼儿园阶段应注意培养幼儿愿意上学，对小

学的生活怀着兴趣和向往，为做一名小学生感到自豪的积极

态度，并让幼儿有机会获得对小学生活的积极情感体验。 

（2）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适应性。幼儿入学后，是否适应

小学的新环境，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对其身心健康影响很大

。培养幼儿的社会适应性，特别是主动性、独立性、人际交



往能力等，不仅关系着幼儿入学后的生活质量，也关系着他

们在小学的学习质量，是幼小衔接的重要内容。适应性的内

容包括：培养幼儿的主动性；培养独立性；发展人际交往能

力；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 （3）帮助幼儿做好

入学前的学习准备。学习准备应着眼幼儿终身学习的需要，

发展他们基本的学习素质，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他们打下今

后学习的基础。幼儿园大致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品质；发展思维能力

和基础能力。点击查看: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辅导配套习题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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