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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谌 涛

据报道，上海一家专门为应试民

办小学招生而开设的幼升小精英培

训班里，3000个汉字、100以内加减法

和简单的英语对话以及基本的汉语

拼音成了孩子在幼儿园毕业前需要

掌握的“知识标配”。在生活中，诸如

此类的幼小衔接班并不少见，不但价

格不菲，而且颇有市场。幼儿园教育

和小学阶段教育要不要衔接？幼小

衔接究竟“衔”些啥？值得我们深思。

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有着较为

明显的区别，如幼儿园教育遵照“教养

并重”原则，小学则“以教为主”；幼儿

园以游戏为主，注重让孩子在游戏中

学习，在活动中体验，小学则以课堂

教学为主。两个阶段对孩子的学习、

生活、行为等方面的要求有着明显的

不同，适当进行幼小衔接，为面临“幼

升小”的孩子做一些准备是必要的。

然而，现实中，许多幼小衔接班变

成了赤裸裸的小学化教育，教孩子拼

音、识字、算数，把这些本应在小学阶

段教授的内容提前灌输给孩子，这一

做法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

点，这不仅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乐，更

挫伤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影响了身心

健康发展。对于家长而言，付出高额

的学费换来的极有可能是当下的心理

安慰和短暂的“虚假繁荣”。今年 7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

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禁止学

前阶段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

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以及社会培训机构以学前

班、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同时纠正“小

学化”教育方式，包括以课堂集中授课方式为主，或以

机械背诵、记忆、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性强

化训练的行为。

那幼小衔接又该衔接些什么呢？在我看来，结合

小学阶段的学习特点，家长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做一些

引导。

培养专注的能力。根据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在

一定时间内安静、专注地完成某项任务，如持续30分

钟专注搭拼图、阅读或者下棋等。鼓励孩子在一段时

间内每天坚持做好一件小事，主要目的是让孩子能静

得下来，进入专注的状态。

萌发学习的意识。比如，家长和孩子外出时一起

读读路边的广告牌，逛超市时看看商品的标签、说说

商品的用途，购物时让孩子算账、付钱等，从而让孩子

对于汉字、数字有初步的感受。

掌握时间概念。家长不妨带着孩子一起认识钟

表，明确关键时间节点要做的事，如什么时间该起床、

什么时间该睡觉。同时还可以利用钟表测一测做好

某一件事所需的时间，以此增强孩子的生活经验和时

间观念。

学习管理自己的物品。引导孩子用过的东西放

回原位，鼓励孩子自己整理书包、书桌、收拾房间，外

出时自己准备外出所需的物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幼小衔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过程。以上这些，完全可以由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实

现，根本没有必要去上高昂学费的幼小衔接班。或

许，孩子要上幼小衔接班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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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持

续下滑引起全社会关注，而3~6岁儿

童的体质状况也不容乐观，肥胖率、近

视率逐年攀升。我国北方某地的一项

调查显示，当地3~6岁儿童的肥胖和

超重率已经达到30%，而综合全国的

情况看，我国幼儿的肥胖和超重率已

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面对幼儿体质趋恶，我国首部《学

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以下

简称《运动指南》）于今年6月正式发

布。该手册由国内运动人体科学、儿

科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家合力研

制，目标人群为3～6岁学龄前儿童，

并首次提出我国学龄前儿童每天运动

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意见。前不久，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共同起

草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力争到

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

右”。文件建议，家长要从3岁起为孩

子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并陪伴孩子参

加户外运动，锻炼眼肌，保护视力。

对幼儿园及家庭而言，科学地指

导孩子进行合理运动已经成为当前的

一项重要任务。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或因工作繁

忙，或是为了拼起跑线而让孩子辗转

于不同的兴趣班。一名幼儿园中班教

师向记者透露，班上孩子几乎都报名

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培训班，平均每个

孩子要上3~5个班，或多或少挤掉了

孩子的运动时间。新发布的《运动指

南》在关于运动的益处中专门提及，

“运动能完善大脑功能”“有利于学龄

前儿童认知、情感和社会化能力的全

面发展”，同时提醒广大家长，对于学

龄前儿童，最好的智力开发方式就是

让孩子愉快地玩耍、积极地运动。

“孩子如果在幼儿时期缺乏运动，

会造成肥胖、近视、抵抗力低、协调性

弱、统感失调等身体问题，而这一时期

身体素质状况也将为日后孩子成长定

下‘基调’。”3年前，杭州市清荷幼儿园

曾联系杭州市上城区体育局进行了一

次全园性的体质测试，结果却让园长

何线陷入了沉思：尽管幼儿园每天充

分保证幼儿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但孩子们的体质测试情况竟远远低于

预期，测试结果是合格率83.6%、优秀

率3.5%。

“过去，我们对孩子的运动强度和

密度是相对忽视的。同样是每天2小

时户外活动时间，如果运动强度低，或

者是片段式运动，对孩子的动作发展

和运动能力起不到提高作用。”何线

分析说。该园由此对幼儿体育运动

做出相应的调整，不仅为孩子们拓宽

了运动空间，还打破班级之间的界

限，把零散的体育活动整合成了不同

的项目游戏。今年，该园200多名幼

儿体质检测结果显示，该园幼儿体质

合格率为98%，优秀率达24.3%，肥胖

率只有不到2%，大大超过我省同龄儿

童平均水平。

根据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每天参

加体育活动要达到两小时以上，其中1

小时应为具有一定强度的户外运动。

这次的《运动指南》进一步提出，幼儿

全天内各种类型的身体活动时间应累

计达到3小时以上，中等及以上强度

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1小时。

杭州市文苑学前教育集团这些年

通过“运动嘉年华”形式，为孩子们提

供了8个主题活动区域以及多样化的

运动游戏。“在大多数家长看来，孩子

每天都在跑跑跳跳，运动量应该是足

够了。但从医学角度来看，只有达到

一定的心率，才能起到锻炼效果。也

就是说，要在保证活动时间和活动强

度的前提下，均衡发展幼儿的基本动

作技能。”该园教科室主任黄雯君介

绍，她和同事们在设置区域情境时关

注材料摆放的密度，并加入多个动作

的综合练习，从而提高运动效果。比

如，以绳子为主材料，培养触高跳、单

脚跳、障碍跳等运动技能的“绳绳乐”

区域；结合攀岩、攀箱、垂吊等运动内

容，锻炼钻、爬、攀等大肌肉动作的“勇

敢者之路”区域；渗透垂吊、攀绳、平衡

等多种运动能力的“快乐城堡”区域。

在此基础上，该园还发起了“肥胖

儿童行动计划”，家园共同引导孩子养

成规律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运动习

惯，降低肥胖儿的体重，减少对其未来

成长带来的危害。各个园区的保健医

生根据幼儿本学期身高、体重的测量

评估，把有肥胖倾向的或是轻、中、重

度肥胖的孩子确立为管理对象。同

时，保健医生团队共同制定了肥胖儿

矫治方案，指导家长与孩子创建肥胖

儿健康档案和家庭行动计划。“在幼儿

园，带班教师对孩子一天在园的户外

运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保健医生对

孩子运动时的身体状态进行跟踪监

测；在家中，家长需要做好7天一个周

期的家庭运动训练记录。”该园园区主

任冯昕园告诉记者，接受管理的27名

孩子中有25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

有7名从中度肥胖变为轻度肥胖或仅

为超重。

采访中，大多数教师强调运动对

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一些家长依然存在着误区，

尤其是祖辈，往往担心一定强度的运

动会累着孩子甚至影响发育。事实

上，幼儿园一般都会根据学龄前儿童

的身心发展特点，让孩子们在快乐游

戏的同时锻炼身体。在宁波市鄞州

区实验幼儿园，户外的泳池一年四季

从不闲着，冬日里，它是孩子们的建

构区；到了夏季，它就成了孩子们的

水上乐园。暑假前夕，泳池变身为

“鱼塘”，中大班的孩子们下水抓起了

鲫鱼。对幼儿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

捕鱼活动，还是一次水上运动，跑、

蹲、蹚以及一系列手眼协调动作都远

比在岸上难度大得多。

别让幼儿体质输在起跑线上

□本报通讯员 刘华良

“叔叔天气热，请坐下喝杯茶。”前

段时间，江山市贺村镇礼贤幼儿园在

门口阴凉处摆放了长凳、水桶和杯

子，设立了免费的伏茶供应点，当路上

有行人、接送家长经过时，孩子们就会

递上一杯伏茶。原来，这是幼儿园结

合“小暑”“大暑”等节气开展的“夏日

送清凉”活动。据了解，伏茶由石香

薷、甘草等草药熬制而成，最早是给

该园师生准备的，后来在孩子们的提

议下对外开放，持续向周边市民提供

伏茶。

礼贤幼儿园位于千年古村——江

山市贺村镇礼贤村。自2016年办园

以来，该园依托当地文化底蕴深厚、民

俗活动丰富、农耕生活世代相袭等特

点，汲取其中蕴含的教育资源，吸纳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逐步构

建了以民俗美食、田园自然为主的“二

十四节气”课程。

“幼儿是课程的主人，他们的兴趣

和需求决定了园本课程开发的方向。”

该园课程负责人吴柳佳说，她和同事

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对每

个节气里吃什么、玩什么特别感兴

趣。于是，该园把节气食物和风俗活

动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来研究，鼓励

孩子们和教师、家长一起收集相关资

料，了解不同节气要吃哪些食物、举办

怎样的活动，以及对比本地和外地不

同的庆祝方式。基于此，幼儿园已经

陆续开展了多个课程主题活动，如立

夏做立夏羹、斗蛋；冬至吃馄饨、汤圆；

谷雨时则带着孩子到附近茶园采茶、

品茶，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等活动。

关于节气活动，村子里的老人最

有发言权。他们身上代代相传的生活

经验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因而村里的

老人走进课堂便成了常态。比如，礼

贤村村支书姜德元是幼儿园的节气活

动“顾问”，他总是进园与教师、幼儿分

享节气知识；每逢要做节气美食，如清

明粿、立夏羹等，李香凤老人总是十分

乐意帮忙。此外，像缝制香包、剪窗

花、编彩绳等手工活往往是奶奶们的

擅长领域，而祭祖、舞龙、耕种等对爷

爷们来说更有“发言权”。

“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应当让他

自己做”，该园遵循“幼儿在前，教师在

后”的原则，引导孩子们自主、自觉地

参与到课程活动，并鼓励幼儿去发现、

去探索。就在今年儿童节，该园把庆

“六一”活动和芒种节气活动结合起

来，全园200多名孩子在家长、教师的

带领下前往田间学习插秧。今年清明

节期间，该园针对节气特点开展了“寻

春天”主题活动，孩子们到田埂踏青写

生，画下自己眼中的春天；到地里采集

制作清明粿的材料——艾草和鼠曲

草。同时，该园还把春游也纳入课程，

生成了“我的出行我做主”主题活动，

孩子们自己商议露营地址，选择露营

必需品，讨论在户外生活可能会遇到

的情况。露营当天，他们在教师的指

导下尝试搭帐篷、垒灶台、做午饭等。

“由于课程活动是根据孩子的需

求不断生发而来的，传统的备课模式

显现出一些弊端。”吴柳佳说，为了更

好地助力孩子在课程中的成长，教师

团队学习使用了思维导图这一方式，

“每次主题课程实施前，我们会对大纲

中的教学内容和节气课程内容进行课

程审议，通过对应集体教学、环境创

设、家园合作、自主游戏等4个主题板

块，使课程活动的实施路径变得更为

清晰”。比如，在芒种与夏至两个节气

之间，大班幼儿的集体教学里除采用

了原先的“蚂蚁王国”“地下的动物”等

科学活动外，还加入了煮梅、自制扇

子、吃夏至面等应景的活动；自主游戏

环节则是多了打泥巴仗、亲子插秧等

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叔叔

阿姨，垃圾要分类投放到不同的垃

圾桶里！”目前，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在杭州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暑假期间，杭州市夏衍幼儿园东宁

路园区的幼儿也参与其中，他们还

以“环保小天使”的身份到各个公共

场所开展宣传。

在杭州火车东站，来自该园大

一班的孩子们将印刷好的垃圾分类

操作指南分发给街边的商户和过

往的行人。他们还带着贴有不同

类别标签的垃圾袋，将地上的垃圾

分类入袋。大四班的孩子们来到

景区，进行了“垃圾分类我知道”的

宣传活动。“绿厨厨、黄其其、红毒毒、

蓝宝宝，记住顺口溜，垃圾分类不再

难……”他们一边念自创的垃圾分

类小口诀，一边在提前准备好的扇

子上绘制用于垃圾分类的四色垃

圾桶，并将扇子分发给游客。而大

二班的孩子们则在社区的支持下

参加了“小小志愿者发光亮·为垃

圾分类献力量”的垃圾分类大课

堂。除了学习相关环保知识和参

加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外，他们还与

父母一起利用废弃的一次性筷子

和橡皮筋制作环保玩具。

“哇，这根丝瓜好长啊，比我都高！”“我没见过比
它更长的了。”“我们种出了‘丝瓜王’呢！”……不久
前，缙云县新建镇中心幼儿园的种植地里结了一根
长为1.3米的丝瓜，引来了孩子们的关注。据了解，
该园每个班都建有一个小农场，此次丰收的丝瓜是
由孩子们亲手种植的。

（本报通讯员 胡浩媚 吕敏飞 摄）

长兴县煤山镇白岘中心幼儿园挖掘
竹乡资源，利用竹子的各个部分作为游戏
材料，开展“竹玩竹乐”主题活动。图为日
前孩子们利用竹筒、竹圈、竹片、竹节等材
料搭竹桥、垒竹筒。
（本报通讯员 王 茜 许斌华 摄）

环保“不放假”

“二十四节气”课程：让孩子亲近传统文化

深一度

竹乡娃 享竹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