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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is the first important link in the whole education stage, the smooth transi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and the first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n the road of children’s education. Doing a good job 
of connecting young and young can not only make children better realize the transition of learning stage,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lifelong educa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starting point of ba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to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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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小衔接是整个教育阶段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衔接环节，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阶段的平稳过渡，是孩子教育道路上第一个重要
转折点。做好幼小衔接工作，不仅能让孩子更好地实现学习阶段的过渡，为其终身教育奠定基础，还能提高基础教育起点。
论文从幼小衔接的目前现状开始分析，探讨幼小衔接对孩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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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衔接，是幼儿园

与小学两个教育平稳过渡的教育过程，也是幼儿在成长过程

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对幼

儿将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 幼小衔接的目前现状

每到开学季，幼升小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就是幼小衔接！

在入学准备过程中，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幼小衔接

就是提前教育，忙着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教孩子学拼音、

识字、英语……网络上甚至流传着一份“幼升小普娃牛娃配

置表”，将处于“幼升小”阶段的孩子依据掌握的语文、数

学等方面的知识多少划分为“普娃”“牛娃”和“超牛娃”[1]。

普娃 牛娃 超牛娃
语文
识字量：700 字
背诵（复述）：100 字故
事
看图说话（编故事）：50
字以上
常识：略知一二

语文
识字量：1000 字
背诵（复述）：200 字
故事
看图说话（编故事）：
会拼音，故事有情节
常识：比较熟悉

语文
识字量：1500 字
背诵（复述）300 字故事
看图说话（编故事）：拼
音熟练，有情节和逻辑
常识：懂很多

数学
计算：20 以内加减法
思维：百花 1-6

数学
计算：100 以内加减法
思维：百花 12 完结

数学
计算：乘除法
思维：举一反法，32 讲，
奥精以上

英语
阅读：分级阅读 ORT1-2/
raz

英语
阅读：分级阅读 ORT1-
2/raz；简单对话

英语
熟练的交流，freetalk

运动：拍球 50 或跳绳 50 运动：拍球 100 或跳绳
100，简单的动作操

运动：拍球跳绳熟练，跳
操动作流利

这样的认知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过早进行知识性的学习，

强调知识输入，短期内可能会让孩子获得了入学的优势，但

如果把眼光放长，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3 正确幼小衔接的重要性

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之间的互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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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是成长路上的一个转折期。由于幼儿

园和小学两种教育阶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能否顺利实

现幼儿园到小学的衔接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2]。

幼儿园的基本教育模式是游戏模式，主要是以能力发展

为主的教育方式，而小学是课堂模式，主要是以正规课业和

静态知识的学习为主的教育方式，两者的教育方式不同，需

要孩子身心的调整来适应，这种适应的调整就是幼小衔接的

主要任务。在许多存在“小学化”倾向的幼儿园和社会培训

机构内，“幼小衔接”被等同于知识的衔接，要求孩子提前

学习汉语拼音、加减法和英语单词等。实际上，相比于知识

的衔接，“儿童连续的、不间断的社会性、心理和身体发展

上的衔接”才是“幼小衔接”的本质 [3]。幼小衔接不当会造

成孩子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种种问题。例如，在

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方面，孩子会容易疲惫，食欲不振，精神

状态差；心理上压力大，自卑，厌学；社会适应性方面表现

出孤僻，不敢跟人说话，不爱与同学沟通。这些问题都对孩

子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因此，做好幼小衔接是一项不容

忽视的工作。

4 如何做好衔接
4.1 情感铺垫，激发孩子的向往之情 

一般来说 6 岁左右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具备了上小

学的条件，他们内心对于小学是非常向往的。家长在这个时

候要特别留意孩子的心理状态，积极鼓励孩子上小学。例如，

家长一起带着孩子去挑选孩子自己喜欢的书包及文具，故意用

羡慕的口吻说：“宝宝真棒，宝宝长大了要上小学了！”，让

孩子对于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充满期待，也感到光荣和自豪。

家长也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带孩子到小学的校园里面逛一逛，

走一走，让孩子提前感受和熟悉小学的校园和氛围，乘机诱

导孩子：“这所学校多美丽，多干净！这里的老师可有学问啦，

他们教小朋友认字、数数、唱歌、跳舞、学知识。在这里读书，

你也会跟小哥哥、小姐姐一样变得更加聪明、能干。”

4.2 作息衔接，增强孩子们的时间观念 

幼儿园和小学在作息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

幼儿园的孩子每天早上入园时间较宽松，在 7：30-8：00 之

间，有的还要更晚，但小学有严格规定到校时间；教学时间上，

大班一次活动在 25~30min 左右，而小学则是 45min 一节课。

这些差异会给孩子们适应小学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 [4]。因此，

幼儿园和家庭在作息时间上都要按照小学做出适当的调整，

让孩子适应小学上课的节奏。例如，创设“我和时间来赛跑”

的背景墙饰，引导孩子对照教室内钟表时间，在“来园时钟”

记录单上做好记录，使孩子们明确不同的时间只能够做规定

的事情。

4.3 习惯培养，让孩子受益终生

在幼儿园里面孩子过的是一种被照顾着的集体生活，老

师都会看护周到，及时给予帮助。但是进入小学后，则是相

对独立的生活，孩子必须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自己学会照顾

自己。作为家长，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要溺宠孩子，什

么事情都替他们打理好，要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自己穿衣、系鞋带、如厕，自己的玩具学习用品自己收拾好。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家长们也不要急着帮孩子解决，先

引导他们，然后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这是培养孩子独立性

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对于他们以后进入小学甚至是以后的人

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4.4 善于表达，培养孩子与人沟通的能力 

相对于幼儿园，小学生活更加独立，自主和多变，所以

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对于他们顺利、成

功地展开新的校园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培养孩子良好

的沟通能力，家长们可以带孩子多出去走走，多和陌生人见面，

消除孩子对陌生人的畏怯心理，多让孩子与不同年龄的孩子

交往，让孩子既可以跟大哥哥大姐姐沟通，也可以做比自己

小的孩子的领导者，增强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

4.5 储备特长，增强孩子参加活动的自信心 

现在的小学与以前不同，学校总有各种丰富的活动。艺

术节、运动会、科技节还有班会、联欢会，小朋友们可以踊跃

参加，为班级争光。当孩子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些活动中

展示自己的才华，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反之，如果孩子没

有特别的业余爱好，在同学们有活动的时候，就会产生孤立

感和自卑感。所以，在上小学之前，帮孩子培养一个业余爱

好或者专长，对孩子上学以后的自信心建立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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