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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市全面

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开学已近两月，记者对此进行走访调查——

从“幼”到“小”，如何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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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各地全面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减缓衔接坡度，帮助儿童顺利实

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我市幼小衔接现在做得如何？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做好科学的衔接

过渡？记者采记了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部分幼儿园、小学的老师以及家长。

今年6岁的坦坦是湖师附小教育集团西山漾
校区的一年级新生。对于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身份
转变，他正在慢慢适应。“老师，什么时候放学
呀？我想妈妈了，我想回家。”每到下午，坦坦
和班上其他孩子都会一遍遍地问着老师。面对这
种情况，班主任钱舟子会尝试转移孩子们的注意
力，“你愿意成为老师和同学的小帮手吗？”“快
去帮那位同学把书桌整理干净。”……渐渐地，
坦坦也适应了。

面对像坦坦这样的孩子，教师除了耐心疏导
外，还会想尽办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布置各种
各样的小任务，让孩子们有事做、有活干，在缓
解焦虑情绪的同时，帮助孩子们更快熟悉学校，
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

《指导意见》要求，小学要强化衔接意识，
将入学适应教育作为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的重要任务，纳入一年级教育教学计划，教育教
学方式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国家修订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调整一年级课程安排，合理安排内容

梯度，减缓教学进度。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
式，国家课程主要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综合化
等方式实施，强化儿童的探究性、体验式学习。

“这里的一年级新生大多来自一街之隔的湖
州市实验幼儿园东部园区。”湖师附小教育集团
西山漾校区校长吴俊介绍，学校一直关注幼小衔
接，作为学校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年开发
了幼小衔接课程，2017和湖州实验幼儿园东部园
区进行结对。每年5月，湖州市实验幼儿园东部
园区园长许芳芳和老师带领即将毕业的幼儿园孩子
走进小学校园，参观小学，同上一堂课，并向小学
的哥哥姐姐、老师、校长提问。

“我们幼儿园会在大班下学期设立入学准备
期，围绕幼儿入学所需的关键素质，在身心、生
活、社会和学习四个方面做好入学准备。”许芳
芳说，会让孩子在“玩”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自理能力，养成积极认真专注的学习能力、
社会交往合作能力，养成充满好奇、敢于尝试的
科学探索能力等更好适应小学生活的能力。

“每年的6月，幼儿园大班孩子都面临着即将
毕业，从以游戏为课程的幼儿园生活转入更系
统、多元化的小学生活的变化中。”许芳芳感慨
说，由于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突然改变，幼小的
孩子们要面临新的人际交往，努力适应新的环
境，建立一套新的行为方式，也必然要面临着许
多新的问题。

两人抛接排球、跳垫子、双人背夹篮球、足
球运球绕杆……9月21日早上8时30分，伴随着
清脆的铃声，长兴县实验小学龙山校区一年级
学生从教室排队来到操场，开始半小时的大课
间活动。玩着熟悉的体育游戏，孩子们仿佛回
到了幼儿园，陌生的小学校园一点点变得亲切
起来。

中午12时，吃完午餐的学生们，每人带上
一本课外书，陆续走出教室来到了午休室。午休
室里，空调、窗帘、床垫、枕头等设施齐备。学
生们坐到自己的小床上，开始睡前 20分钟阅
读。长兴实小党总支书记黄玉平介绍，学校将空
教室开辟为午休室，学生每天睡100分钟，确保
能够精力充沛地应对下午的学习任务。

体育馆的积木材料，在走廊和操场开辟植物
种植角，改造阅读区，提供大型积木、绘本阅读

区、植物角……走进安吉县昌硕小学一年级的教
室，各式各样的画作让人眼花缭乱。与传统小
学教室的规规矩矩、简简单单不同，该校一
年级教室班班有主题、生生有展示，深受学
生喜爱。

安吉昌硕小学校长龚妮娜介绍，幼小衔接做
得好，“幼升小”适应过程就会比较顺利，能够
使幼儿入学后，在身体、情感、社会性适应和学
习适应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从而顺利地实现
由幼儿园向小学的过渡。

在开学一周的时间里，不少小学别出心裁，
从环境到课程，无不一一设计，来帮助孩子们消
除对陌生环境的畏惧与恐慌心理，顺利完成幼儿
园生活到小学生活的平稳过渡，也逐渐适应了小
学生活并能爱上小学生活，也帮助他们顺利迈出
求学之路的第一步。

同时，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双向奔
赴”，共同观察课程开展，用适合孩子、尊重孩
子的方式，以孩子喜欢的儿童课程，如绘本故
事、诗歌诵读等为基础，重新设计入学课程，以
消解一年级新生的畏学情绪，为孩子们创设一个

“心理过渡期”。对于少数学生，教师也会因人而
异制定“入学适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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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幼儿园元素 缓解紧张情绪

■ 记者汤若静 本版图片由市教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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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焦虑链

合力打造良好教育生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幼小衔接，不
少家长有着焦躁情绪。市民李女士就是焦虑
家长中的一员。“你看网上有的孩子上幼儿园
就认识1000多个汉字了，100以内的加减法
也都会了，我们家孩子连几个拼音和汉字也
不认识，这可怎么办呢？”李女士说，孩子
临近“幼升小”了，自己突然变得焦虑起
来，心中有了压力，担心孩子“输在起跑
线”。“其实每次问老师，老师都说孩子表现
挺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焦虑。”李女
士自责道。

也有家长坦然面幼小衔接。例如坦坦的
妈妈庄女士就表示，自己没给孩子报幼小衔
接班。“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家长不要给孩子
这么大的压力。”庄女士说，跟让孩子提前学
太多知识“抢跑”相比，她更在乎孩子快不
快乐。“我们可以先带着孩子阅读，逛逛超
市，培养语感，培养数感。”

浙江省特级教师余仙凤告诉记者，据她
观察，每个孩子的个体情况是不同的，家长
在幼小衔接阶段要积极关注孩子的变化。“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我们主张幼小衔接要多陪
伴、多进行习惯养成、多培养阅读、多注重
品质，也要多给孩子增加信心。”余老师说，
如果只是单纯的学科知识提前学，不注重学
习习惯的话，不建议家长花钱花时间去做

“揠苗助长”的事情。
记者对话多家幼儿园和小学发现，和

“抢跑”相比，老师们普遍认为培养学习兴趣
和好的习惯更重要。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幼儿教育教研
员莫娇已经从事了多年“幼小衔接”课题
的研究。她表示，幼小衔接工作是一项长
期的生态工程，需要幼儿园、小学、家
庭、社会、政府，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使幼小
衔接的陡坡转变为缓坡，使家长焦虑转变
为放心，使幼儿担心转变为信心，真正改
变教育中的焦虑链，使幼小衔接工作的难
点问题有突破。

如今，随着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
和入学适应教育逐渐推进，幼小衔接变得更
加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从2015年就成
立了市幼小衔接研究团队。2021年，安吉县
成为浙江省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实验区，
安吉县昌硕中心幼儿园和安吉县昌硕小学，
湖州实验幼儿园和湖师附小教育集团西山
漾，德清县机关幼儿园和德清县舞阳学校教
育集团秋山校区，长兴县实验小学龙山校区
和长兴县实验幼儿园，练市镇中心幼儿园和
练市镇中心小学10所学校成为浙江省幼儿园
与小学科学衔接试点校（园）。这些实验区、
试点校（园）率先开展幼儿园与小学衔接工
作，形成一批在入学准备与入学适应方面具
有推广价值的教育范例。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要求
各小学做好“幼小衔接”课程的工作计
划，强化起始年级教师培训，加强教研和
备课研究活动，促使教师落实幼小衔接的
各项教学要求，促进教学良性循环。教研
部门要积极开展幼小衔接教育教学研究，
推动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组织开展好幼小
衔接教学和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作息
时间、学习方法、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
更规范、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新生适应小学
的学习生活。湖州实验幼儿园东部园区正在上幼小衔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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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走进小学校园 熟悉未来环境

湖师附小教育集团一年级学生学习自己整理书包

安吉县昌硕小学一年级学生进行积木游戏拼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