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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小学是什么样的？”“小学教师会不

会很严厉？”“小学作业难不难？”……前不

久，江山市恒泰幼儿园大班幼儿们带着对

小学生活的期待和疑惑，走进江山市虎山

小学，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学探秘之

旅。进入校园后，幼儿们化身“小记者”，

与小学师生进行对话交流，还走进一年级

教室亲身体验小学课堂。在这样的沉浸

式体验中，原本在幼儿眼里抽象的小学形

象逐渐清晰。

每年升学季，幼小衔接都会成为热度

话题，背后更是隐含了家长和幼儿的焦虑

情绪。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与小学相互呼

应的过程，是儿童学习发展的自然过渡和

延伸。然而在各地各校如火如荼举办幼

小衔接活动的当下，也出现活动形式化、

过度重视知识准备、缺乏科学指导等问

题。如何让幼小衔接的过渡和延伸更从

容、更科学，让幼小衔接从“陡坡”变“缓

坡”？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培养“有准备”的儿童
注意力不集中，听课状态欠佳；自我

管理能力欠佳，不能自主记录作业任务；

社会适应能力不足，难以交到新朋友……

这是温州市第十幼儿园园长陈晓为通过

《小学入学适应教师问卷》《小学入学适应

家长问卷》等问卷调研后，整理出的幼儿

进入一年级后遇到的突出问题。陈晓为

认为，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幼小

衔接中过度重视知识准备、轻视能力素养

的窄化倾向。

在陈晓为看来，科学的幼小衔接要

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

注重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

习准备的有机融合。基于此，温州市第十

幼儿园在园内打造“梦多多公民小镇”，通

过生活课堂、公民学堂、游戏体验、行走

教室这4条路径，把社会性品质渗透进

幼儿的一日生活中。芽芽小剧院、咔擦

照相馆、钱多多小银行……“梦多多公民

小镇”内18个社会性主题场馆让人目不

暇接，由幼儿们扮演的“小职员”“小玩

家”热情大方、谈吐自信的样子，更让人

印象深刻。

“欢迎来到模拟小学课堂，今天我们

学习整理书包。”在杭州市东新实验幼托

园的幼小衔接体验区内，由大班幼儿投票

选出来的“小老师”钰钰有模有样地分享

自己整理书包的经验。园长沈玥怡介绍，

实地参观完小学课堂后，幼儿们萌发了自

主创设“小老师课堂”的想法。在幼儿园

教师和小学教师的帮助下，大班幼儿自己

画图纸、搜集材料、布置教室，还在角色游

戏中融入学习习惯的准备。此外，幼儿园

还在走廊创设了“红领巾馆”，幼儿可以自

主学习佩戴红领巾；在幼儿园的“一分钟

挑战馆”，幼儿通过各种挑战游戏来培养

时间管理能力、劳动能力，为未来的小学

生活做好充分的生活准备。

学段有区别，但身心发展是连续的过

程。如何帮助儿童在幼小衔接中实现平

稳过渡？“幼小衔接不是大班下学期的‘集

中突击’，而应是整个学前教育阶段培养

结果的‘水到渠成’。”杭州师范大学副教

授孙丽丽在采访中认为，减缓幼小衔接的

坡度，还需要延长幼小衔接的时间，开展

以小班为起点、贯穿整个学前3年教育的

长程式幼小衔接。

走进湖州市实验幼儿园，会看到从

小班到大班，每个班级门口都放着日历、

钟表、沙漏、二十四节气盘等标记时间的

工具与材料。湖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卞

娟娟告诉记者，幼儿园从小班开始就培

养幼儿的时间感知能力。以签到为例，

小班幼儿可以通过“积木堆叠”签到法，

直观地感知时间的早晚；到了中班，幼儿

通过观察时针和分针的指向，分辨对应

的区间，将签到牌贴于对应的色块下方；

到了大班，幼儿对时间的认知慢慢延伸

至年、月、日及星期、节气。“当时间被赋

予生命生长的属性，孩子便成为主动的

探索者。”卞娟娟说。

幼儿园和小学“双向奔赴”
近日，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六（4）

班学生郑栎阳收到一份特殊的毕业礼

物——由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四年级学

生和瑞安市罗山幼儿园教育集团中心区

分园幼儿共同种植、采摘的向日葵。向日

葵金黄色的花瓣间藏着饱满的籽，外面用

彩纸包成花束，花盘里塞了一张小纸条

“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

这次向日葵种植项目活动是这两所

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开展双向幼小衔接的

生动缩影。从2020年开园起，瑞安市罗

山幼儿园教育集团中心区分园园长涂丽

君就把幼小衔接列为该园的重点工作，于

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对门的瑞安市塘下实

验小学。在后续的沟通中，她与瑞安市塘

下实验小学校长方飞岳一拍即合，决定

“打破”学校之间的围墙，推进双向幼小衔

接。通过空间共享、联盟共育、课程共建，

两所学校在频繁的沟通和互访中不断弥

合幼小衔接的鸿沟。“小学要主动伸出手，

和幼儿园一起搭建成长的桥梁。”方飞岳

道出了幼小双向衔接的关键。

传统的幼小衔接中，往往容易出现幼

儿园“单头热”的情况，小学与幼儿园之间

缺乏双向衔接，导致双方之间的“衔接点”

没有对齐。“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各具特

点，幼儿园教师努力‘送一程，再送一程’

向小学衔接，小学教师也在努力向前‘接

一站，再接一站’。”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

中心主任陈苗介绍，温州市早在2022年

就出台全面推进幼小双向科学衔接实施

方案，要求幼儿园与小学要相互熟悉两

个学段的课程纲要，形成双向衔接课程，

建立幼小双向衔接评价机制；明确每年4

月至11月为幼儿园和小学的重点衔接

期，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环境创设应向幼儿

园靠拢。

在温州市的小学采访，记者看到了一

些可喜的变化。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在校园内打造幼小衔接“巴学园活动场”，

为低年级学生提供各种游戏设施；温州市

城南小学在校内开设连环画绘本馆，打造

适合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场域，与温州市第

一幼儿园亦美园区开展幼小阅读衔接；温

州市市府路小学让幼儿参与环境创设，用

温暖明亮的颜色装修校园，设置12个儿

童活动中心，与温州市第十幼儿园合作开

发幼小衔接体验课程……

“建立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长效

机制，联合研训是关键。”孙丽丽说。作为

浙江省首批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实验

区，杭州市余杭区建立“1+N”幼小衔接教

育共同体，在共同体内探索“圆桌交流、开

放课堂、同题共答”的伙伴式研修模式。

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创幼儿园园

长金冬来深刻感受到这一模式带来的变

化。她举例说，通过教师结队、班级结对、

儿童结对等方式，幼儿园与只有一墙之隔

的未来科技城海创小学积极开展“共阅

读、共养护、共运动”的共同体活动，双方

共享图书馆、绘本馆，一起指导幼儿制订

阅读计划，在常态化的交流互动中帮助幼

儿做好入学准备。

画好幼小衔接“同心圆”
在采访中，很多教师都提到在幼小衔

接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家长和社会的

焦虑感。

“孩子快上小学了，要不要上幼小衔

接班？”“一年级之前是不是得学拼音和汉

字？”……社交媒体上的营销号与教育机

构刻意营造出竞争氛围，让家长误以为不

提前学习就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

这种急切的状态中，很多家长容易过度关

注知识准备，忽视儿童的真实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明确

禁止学前教育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

并强调防止小学化倾向。这一规定回应

了广大家长和社会公众高度关切的现

实问题。孙丽丽认为，3岁到6岁的儿

童尚不具备理解抽象文字符号的能力，

如果提前学习小学课程，不仅会剥夺他

们的童年快乐，更会挫伤他们的学习兴

趣，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她表示，

真正驱散“抢跑”焦虑，让教育回归本真，

一方面需要幼儿园和小学严格执行“零

起点”教学，不拔高教学要求，不加快教

学进度；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多渠道宣传，

让家长真正看见儿童、相信儿童，破除家

长焦虑。

“原来提前让孩子学练字反而不利

于小学的学习。”听完家长讲座后，浙江

大学幼儿园玉泉分园一名大班幼儿的家

长感慨地说。在这次讲座中，浙江大学

附属小学语文教师金巍走进幼儿园，分

享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写字难题，并强

调纠正幼儿笔顺问题比从头开始教笔

顺要难得多。生动的教学案例和小学

教师的“现身说法”较好地纠正了家长

的思维误区。浙江大学幼儿园玉泉分

园园长孙为为介绍，幼儿园开展渐进式

的家园协同推进策略，邀请专家、小学

教师、小学生家长等定期开展幼小衔接

专题沙龙。此外，幼儿园在家长开放日

开展幼小衔接专题游园会，邀请家长和

幼儿共同参与幼小衔接游戏，让家长在

游戏体验中直观看到孩子在幼小衔接中

的能力成长点。

“必须明确的是，要真正站在儿童发

展的立场上来研究和探索幼小衔接，坚持

以儿童为本，关注儿童发展的连续性、整

体性、可持续性。”陈苗指出，科学搭建幼

小衔接桥梁必须从转变幼儿园单一化的

育人方式、转变家长观念和角色入手，形

成家庭、幼儿园的教育合力，各方同心协

力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成长环境。正如南

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在全国学前教育

宣传月启动仪式上所说：从幼儿园到小

学，不是翻山越岭，不是跳跃大沟深壑，也

不是进入天壤之别的生活，而是童年生活

的一种自然延伸和过渡。

□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
王春燕

2025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出台

的首部学前教育法，对于规范学前教育

实施，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

发展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奏响了规范与

提升学前教育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一、落实立德树人，弘扬优秀文化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承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学前阶段是了解和

认同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时期，需要在

学前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元素。学

前教育法第四条对幼儿园的办园方向及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出明确要求：“学前

教育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

针。学前教育应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此条款的核

心在于强调学前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奠基。

二、坚持儿童为本，强调尊重与理解
儿童

学前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实施学

前教育应当从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

利益出发，尊重学前儿童人格尊严，倾

听、了解学前儿童的意见，平等对待每一

个学前儿童，鼓励、引导学前儿童参与家

庭、社会和文化生活,促进学前儿童获得

全面发展。”此条款充分体现了科学的保

育教育应遵循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将学前儿童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我们必须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倾听并

理解其意见，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让

尊重、倾听、理解儿童成为开展保教活动

的基础，使儿童为本成为科学保教的前

提，从而更坚定地站稳儿童立场。

三、关注科学的幼小衔接，共筑儿童
发展桥梁

在世界范围内聚焦高质量的学前教

育发展进程中，注重幼小衔接是重要趋

势之一，它强调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教

育的一致性。学前教育法第五十九条规

定：“幼儿园与小学应当互相衔接配合，

共同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

应。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

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

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小学教育与幼儿园

教育方式差异显著，做好衔接工作尤为

必要，同时必须避免小学化倾向，尤其不

能提前教授小学课程。我们要坚持儿童

为本，尊重儿童原有经验和发展差异，采

用适宜学前儿童的方式进行入学准备：

如发展儿童的“前阅读、前书写”能力，支

持其用独特“符号”表征想法与认识，培

养任务意识，提升生活自理能力等。这

些措施旨在缓解儿童从幼儿园升入小学

过程中的不适，实现平稳过渡。要关注

儿童发展的可持续性，培养有益于终身

发展的习惯与能力，为幼儿后续成长奠

定坚实基础。

从“陡坡”变“缓坡”
浙江各地探索幼小衔接的科学路径

近日，开化县芹阳幼儿园举办“低碳生活，环
保‘酵’育”主题活动。活动设置环保知识竞答、
酵素制作体验、绿色兑换市集等环节，依托家校
社联动模式，生动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图为活动
现场，身着废旧材料创意服饰的亲子组合正在展
示环保作品。

（本报通讯员 方 晨 摄）

奏响规范学前教育发展的时代最强音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泰安幼儿园开展节气主
题美术展。捏黏土、做纸伞、扎稻草人……幼儿从自然中汲取
灵感，在动手创作与艺术表达中，生动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图为幼儿正在学习抽蚕丝。

（本报通讯员 鲍燕波 摄）

巧手探自然巧手探自然

□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中心
陈 苗

儿童的发展是幼小衔接的底

层逻辑和根本目的。基于儿童立

场的幼小衔接，要从发现儿童、理

解儿童、尊重儿童出发，从科学评

估、精准施策、协同聚力3个维度

为幼儿后续小学阶段的学习和终

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评估，寻找衔接的生
长点

德国的哈克教授认为，处于幼

儿园和小学衔接的儿童，常常存在

着关系人、学习方式、行为规范、社

会结构、期望水平和学习环境等6

个方面的断层。当儿童经历这些

断层冲击时，如果没有具备适应这

些改变的能力，那么步入小学后，

他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

学习习惯不好、有厌学情绪、社交

能力缺乏等。为了解每一个幼儿

不同的发展水平，温州市教师运用

学前“三朵云”智慧管理平台中的

“云慧玩”幼儿观察评估系统，对幼

儿的学习习惯、生活自理能力、纪

律意识等项目进行评估，给予相应

的教育支持策略。比如，部分幼儿

园在大班幼儿毕业前夕会开展游

园式测评活动，让幼儿在模拟情境

中上课、游戏、整理等。教师通过

观察、记录、识别、分析幼儿的学习

习惯、纪律意识及社交能力等，并

提供幼儿个人成长报告。同时，整

个测评项目还会邀请即将要任教

一年级的小学教师担任观察员与

评估员。这样的评估活动能够让

教师了解本班幼儿在幼小衔接过

程中的不同需求，有利于更科学地

编制幼小衔接课程目标与内容。

二、精准施策，把握衔接的关键点
儿童的发展即是一个连续的、不可截然分割

的过程，又是一个可呈现出年龄阶段特征的过

程：3岁前是自发学习阶段，3~6岁时自发—反应

型阶段，6~7岁是反应型学习阶段。因此，从小

班开始就要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积极的态

度和良好的习惯等身心基本素质。而到了大班，

就进入了幼小衔接的关键阶段，此时要提供科学

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实施有针对性的入学准备课

程和入学适应课程。基于幼儿的个体差异、校级

差异、教师差异中存在的一些个性化困难点，开

发有针对性的重点衔接课程去攻克难点、消除卡

顿点。

三、协同聚力，挖掘衔接的着力点
为了更好地实现幼小双向奔赴，必须要打破

两个学段间的壁垒，而主题式联合教研是幼小两

个学段有效互动、产生共鸣的有效载体。主题式

联合教研主要是紧扣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从目标的适切性、学习方式的适宜

性、幼儿表现性评价的适度性3个维度，共同寻

找双向衔接课程的突破口。比如，在一次“倾听，

你听见了吗？”主题教研活动中，幼小学段的教师

共同经历了3个阶段的互动：一是互学课标，共

同比对幼儿园《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与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的异同点，明确衔接目

标；二是同课异构，针对同一个活动以不同的教

学方式来开展，找寻不同学段儿童学习的差异性

与共同点；三是半日观察，幼小学段的教师研究

各自的衔接课程对儿童根本需求的关照和满足，

从而建立起儿童学习与发展的长线路径。

总之，基于儿童立场的幼小衔接不仅需要科

学的课程内容，也需要小学教师、家长及社会各

界对儿童真实需要和特有的思维、学习方式的理

解与认同。让我们站稳儿童立场，为幼儿扣好第

一粒纽扣，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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