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
责任编辑：刘丹丹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93

E-mail：444shanhua@163.com4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编辑部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2.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搭建“习惯桥” 连接“成长路”
浙江多地多举措推进幼小衔接 □本报记者 刘丹丹

记者：关于幼小衔接的错误观念有

哪些？如何正确看待幼小衔接？

虞莉莉：对幼小衔接的错误理解有四

点：认为幼小衔接是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

育之间存在的一个独立阶段，需要通过专

门的“幼小衔接班”来完成；把幼小衔接等

同于入学前的知识准备，造成家长过分重

视小学知识的超前学习；认为幼小衔接的

主要责任在幼儿园，幼小衔接时间段主要

局限于大班下学期，造成幼小衔接多为幼

儿园主动向小学开展单向衔接；认为幼小

衔接中，小学的责任只是坚持“零起点教

学”，把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

准，忽视学生原有的经验与个体差异，造

成新生入学后的不适应和焦虑。

科学的幼小衔接是基于儿童发展为

本的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幼儿园

要增强长程衔接的意识，做好入学准备教

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入学

做好基本素质准备，为终身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尤其大班下学期要有针对性地帮助

幼儿做好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多方面的准

备，让幼儿建立对小学生活的积极期待和

向往。帮助新生顺利适应小学生活是小学

一年级的重要教育任务。要积极实施小学

入学适应教育，将入学适应教育纳入一年

级教育教学计划，合理安排内容梯度，减缓

教学进度，推进教育教学方式与幼儿园教

育相衔接，帮助学生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为什么要做科学的幼小衔接？

虞莉莉：破解——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

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学生面临各方面的变化，由此带来

了生理、心理、社会和学习等方面的适应性挑战。同时，由

于学业压力下移到幼儿园和小学，造成家长焦虑声音此起

彼伏、孩子担忧心理比比皆是、教师抱怨行为屡见不鲜、校

园衔接意识势单力薄等社会顽疾“久治不愈”。扎实做好幼

小科学衔接是破解问题的一剂良方。

积蕴——未来持续的发展能力。

近年来，国家层面接连出台幼小衔接专项文件，标志着

幼小衔接作为现代基础教育变革的一项重要议题，被正式纳

入国家政策视野。幼小衔接是儿童适应社会和未来教育的

关键环节。从孩子长远发展、终身发展的视角看，幼小衔接

教育变革的核心目标是达成“尊重儿童，积蕴其可持续发展

能力”，为儿童入小学乃至后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突破——浅层简单的衔接形式。

以往的幼小衔接往往侧重于“形式衔接”，在幼儿园与

小学双向衔接方面，互动合作还停留在较为浅层的外部活

动形式上，还未达到课程与教学层面的深度衔接。因此，我

们要研究如何尊重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以课程为

载体推进幼小衔接，从简单关注行为改变的形式衔接走向

实质的课程衔接。

记者：幼儿园、小学、区域教育部门该如何做好幼小衔

接工作？

虞莉莉：建立共识，坚持儿童立场。将儿童的成长看成

一个具有阶段性、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的连续体，建立以儿

童为中心的双向衔接共识。明确儿童的立场，赋予和尊重

儿童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性，明晰儿童发展的需要。遵循

儿童发展的连续性特征，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宗旨，

以提供适合学生的课程为关键，以核心素养衔接、课程内容

衔接和学习方式衔接为抓手，注重从形式衔接走向实质衔

接，从而让小学通过实际行动缓解和消除幼小断层。

共建共享，加强双向衔接。要让幼小教师落实双向衔

接，促进儿童平稳过渡，建立健全校园联合共建机制，如双

向反馈、互访共研、课程衔接、资源库建设等。

统筹规划，形成衔接生态。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从

区域层面进行科学规划、系统研究、有序推进。同时探究

“三位一体”的良好生态育人环境，家、校、园不可缺位。搭

建幼小家长合作的信息共享平台，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在

园的行为表现，也让两个学段的教师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

意义，最终为孩子做好全程全面的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

□本报记者 刘丹丹

“我们现在做的是这只‘怪兽’当

小宝宝时候的样子。”在杭州市万家

星城幼儿园泥好玩场馆中，来自大二

班、大三班和中二班的3名幼儿组成

一个团队，正在制作泥塑作品，其灵

感来源是他们在《山海经》中看到的

“神奇怪兽”。

像泥好玩这样的场馆，该园共有

7个，其余6个分别为：布落格、沥粉

派、针和线、木玩家、印象城和纸挥

家。这些看似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

字都是幼儿们命名的，细读来充满童

趣又格外贴切。这7个场馆合称为

“玩·美”馆，是该园践行“玩·美”课程

的重要载体。

“美，不仅是一种审美能力，还能

帮助儿童身心和谐发展。”副园长陆慧

慧认为，“玩·美”课程的目标是“以玩

激趣，以美育人”，在“可玩、好玩”的场

馆中，为幼儿提供适合的材料和工具，

让幼儿在做中玩、在做中学。经过10

余年的演变，“玩·美”课程的载体从以

美术为主要教学方式的工坊，逐渐演

变为融合多种材料、多学科知识和不

断激发幼儿创造力的场馆。

走进这所幼儿园，每一处角落

都有幼儿动手做的痕迹。陆慧慧介

绍，2015年，《“玩·美”馆：基于师生

共同成长的文化载体建构的行动研

究》被立项为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以此为基础，该园开设出包

括编织、建构、音乐等内容的18个

场馆。

“场馆不是越多越好，材料选择

要有目的。”经过思考，教师团队达成

了共识：要精选场馆。经过幼儿投

票、馆长竞聘、专家论证等，该园对原

先的18个场馆进行遴选、撤并，最终

保留了7个场馆。“场馆中的材料首

先是幼儿生活中的、易得的。”陆慧慧

说，经过10余年的实践和探索，如今

该园许多教师都成了“材料运用专

家”。比如，布落格中用到最多的材

料是牛仔布，因其颜色、薄厚、软硬等

属性不同，可有多种形态的变化，适

合幼儿创作。

在每一个场馆进门处都有一个

“订单箱”。陆慧慧介绍，每个班级的

教师和幼儿都可以根据需求向相应

的场馆“下订单”，比如：小六班的“娃

娃家”需要一个抱枕，这则需求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出现在针和线馆的订

单箱后，该场馆的幼儿就会“接单”，

在馆长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订单”。

此外，不同场馆还可以联通，合作完

成“订单”。

如何让幼儿的兴趣不会随着作

品的完成而终止？这是陆慧慧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她发现，幼儿的作品

不仅被看到了，还产生了实用价值，

由内而外生发出的成就感是最强

的。从最初教师提出问题，到如今幼

儿提出问题、制订计划、自主探究，正

是“玩·美”课程蕴含的儿童本位观念

落地生根的体现。

“玩·美”课程如同一把钥匙，不

仅打开了美育的大门，还破解了教

师专业成长难题。7个场馆的馆长

由该园教师竞聘上岗，一周三次的

场馆活动，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课

程故事，成为教师科研的源头活

水。“玩·美”课程入选浙江省第二届

幼儿园精品课程，《“玩·美”馆：幼儿

园基于课程与空间联动的创客启蒙

教育新探索》获浙江省教师教育规

划课题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五联·

四式：“玩·美”馆联动新样态的建构

与实施研究》获杭州市2020年教育

科研优秀成果奖……累累硕果的背

后是，十几年如一日深耕“玩·美”课

程的探索之路。下一步，该园将对

馆长队伍进行梯队建设，不断提升

师幼互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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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万家星城幼儿园：

让幼儿用双手“玩”出美好童年

□本报记者 刘丹丹

“我比较担心孩子学习习惯不好，

拖拉不专注等。”大班下学期伊始，杭州

市西湖区文一街幼儿园按照惯例向大

班幼儿家长发放了一份关于幼小衔接

的问卷。调查中，家长普遍关注的问题

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如何培养。

“我想在小学里交到好朋友。”“我

想看看小学的课间操什么样。”“我想知

道小学里有没有滑梯。”……在组织大

班幼儿参观小学前，每个班都进行了师

幼对话，幼儿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小学

的期待。

从幼儿园的门走出，到迈进小学的

门，虽然两道门之间只隔了一个暑假，

但这条路上充满了家长的焦虑和幼儿

的未知感。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

《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

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幼儿

园入学准备与小学入学适应的教育指

导作出明确要求。随后，浙江省教育厅

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

衔接的实施意见》。如果说幼小衔接是

一场“成长接力赛”，那么在浙江这块赛

场上，赛事正酣。

打好地基：
从生活入手，多方联动托举成长
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街幼儿园

园长马晓芽电脑中，保存着一张图

片。图片左侧是小学，右侧是幼儿

园，一群小朋友需要从右侧去到左

侧，最佳的方案就是图片中间的那座

牢固的大桥。马晓芽认为，幼小衔接

要做的工作就是建起那座让孩子们

平稳前行的桥。

为此，从2013年开园起，幼小衔接

就是该园的重点工作。该园以幸福种

子课程建设为抓手，从小班入学起就将

入学准备的相关内容进行分解和渗

透。比如，小班侧重生活自理能力、参

与劳动的意识和运动习惯等培养；中班

将交朋友和处理朋友关系作为课程重

点；进入大班后会更重视幼儿的学习习

惯养成，建立《儿童入学通关手册》，为

进入小学做好准备。

针对家长的焦虑，幼儿园将大班家

长会的场地搬到了小学里，并邀请小学

教师、小学生家长、幼儿园教师、幼儿家

长举行四方论坛。由于前期的问卷调

查收集了家长的想法，四方论坛可以有

的放矢地回应家长的疑问，抚平无谓的

焦虑。

进入大班后，有些幼儿会

出现做事拖拉的现象。

宁波市镇海区实验

幼儿园园长宓丹颖认为，这是儿童心

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的特征。

为此，该园结合大班“我要上小学”主

题生成了“时间小主人”课程，针对幼

儿的身心发育特点设计“感知一分

钟”“五分钟挑战赛”等活动，以“时

间”为核心，认知、体验、管理为线索，

帮助幼儿建立对时间的正确认知，形

成合理分配以及良好的时间管理习

惯，为小学的适应及后续的学习奠定

良好的基础。

“其实幼儿在生活习惯上的准备

很容易被忽略。”通过多年观察和研

究，宓丹颖发现，许多家长将幼小衔接

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培养幼儿的学习

习惯上，反而忽视了生活习惯上的准

备。为此，围绕身心、生活、社会和学

习准备4个方面，该园设立了7张“品

质卡”，将入学前的准备内容具体化为

健康、勇气、智慧、自信等能够在具体

事件中体现的品质，邀请家长参与，让

幼儿的成长路径具象化，提升了家园

合作的效率。

降低坡度：
在关键时间，做好关键小事

直到现在，五（二）班班主任张丹凤

预计中的“学生难管期”都没有出现。

而且，与她有同样感受的班主任，在金

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还有许多。

究其原因，张丹凤认为，这与学校

施行的“十会课程”密切相关。所谓“十

会课程”是指，从一年级入学起，培养学

生十项行为习惯：会吃饭、会睡觉、会走

路、会排队、会问好、会听说、会打扫、会

整理、会游戏、会求助。

“在学校里，学生的挫折感不是来

自学习，更多来自细碎的行为习惯。”校

长俞正强发现，比如忘记带作业这件校

园里经常发生的“小事”，带来的危害却

是极大的，不仅影响学生和教师的情

绪，还会消减学生的学习信心。然而，

忘记带作业的背后是学生没有养成整

理的习惯。

俞正强认为，“十会课程”的内容

看似是“小事”，其实是“难事”。难点

在于长久不懈的保持和制定细化明

确的标准。从2015年起，金师附小从

点到面，边研究边开发，边开发边实

践，边实践

边完善，将“十会课程”逐渐打磨成一

把万能钥匙，逐一解锁了校园安全、幼

小衔接等难题。

“吃饭、睡觉这些事还用学吗？不

是天生就会的吗？”刚听到“十会课程”

的内容时，张丹凤的心中泛起嘀咕。

但是，当在操场上看到一年级的两个

班排队安静有序时，她还是充满了好

奇。在接受了“十会课程”教师培训

后，她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背

后学问很大。

“转变教师理念是推行‘十会课

程’要过的第一关。”俞正强说，教师

只有从内心去认可和接受，才能去思

考和实践。第一年，一年级只有两个

班实行了“十会课程”，班主任自己编

教材，制定“十会”标准。一个多月

后，看到了效果，有教师主动提出要

开设“十会课程”。之后，细化“十会”

标准，制作视频，组织家长培训，优化

“十会”次序，完善评价机制……慢慢

地，教师们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教学

氛围昂扬向上。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俞

正强认为，习惯不应当简单划分为学

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习惯的养成本身

就是学习。一年级是学生进入义务

教育阶段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

时间。

“这个力气不花，以后要花更多的

力气。”学校里一位52岁老教师的话，

让俞正强记忆深刻。校园里，学生们口

中念着：“非运动不奔跑，有序行走。”

去年，六年级的毕业班是完整实施“十

会课程”的第一届学生。班主任们的

感受最深刻：到了高年级，“难管”的学

生没了，教室里安静了，老师们上课不

需要使用“小蜜蜂”，班级学习氛围更浓

厚了。

双向奔赴：
基于儿童立场，将衔接之桥加长拓宽

在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距离一

年级的教室不用两分钟就是“巴学园活

动场”，课间那里总是最热闹的。“环境

是会说话、能育人的。”副校长章秀平

说，该校幼小衔接工作的第一步就是重

新打造环境。

曾经，对幼儿园的幼儿来说，上小学

最“难熬”的

一件事就是，没地方玩了。幼儿园里

常见的滑梯、爬架、秋千等，到了小学

后都不见了踪影。小学是小学的样

子，幼儿园是幼儿园的样子，衔接便无

从谈起。

据了解，在温州市瓯海区，配备相

应游戏设施的小学还有很多。作为

“温州市幼小衔接试验区”，2021年瓯

海区成立以教育局局长为组长的领导

小组，制订《瓯海区幼小衔接年度工作

任务清单》，遴选5个幼小衔接试点片

区，包含8所小学、15所幼儿园，兼顾

城区、农村、城郊接合部。在区域层

面，瓯海区基于儿童成长立场，通过机

制探索、联合教研和家校共育等方面，

在时间、空间和质量上，加长拓宽幼小

衔接的链条。

“原来小学老师是这样上课的！”

“原来幼儿园的游戏这么有趣！”温州市

瓯海区南瓯幼儿园和温州市未来小学

教育集团的教师参加第一次联合教研

活动后，纷纷发出感慨。“幼儿园和小学

的教师要先进行对话，才能彼此了解，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温州市瓯海区教

育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周慧静

说。为此，瓯海区成立幼小衔接联合教

研组，打造问题“转化器”、开辟互联“直

通车”、探索课程“一体化”，赋能教师解

决问题的策略与智慧。

“建立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长

效机制，课程衔接是关键。”浙江省教育

厅教研室教研员虞莉莉说。依托联合

教研机制，瓯海区探索学校特色课程从

幼儿园到小学的序列化设置，实现课程

一体化。比如，梧田飞霞幼儿园与未来

小学教育集团开展TOIO机器人课程

同学共研活动，让小学课程先前延伸，让

幼儿园课程向后延续。

“我更愿意称之为‘小幼衔接’。”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第一小学教学科

研处主任苏丽琼认为，两个字先后顺

序的变化，背后是教师观念从被动向

主动的转变。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

师，在与幼儿园教师进行角色互换和

跟岗体验后，她深刻感受到幼儿园的

游戏活动对于引发和保持学生的学

习兴趣至关重要。为此，她在一年级

的课程中加入游戏和儿歌等元素。

“上好第一个月，才能上好小学六

年。”对此，在场的小学教师都深表

认同。

在采访中，很多教师都提到一句

话：从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翻山越岭，不

是跳跃大沟深壑，而是童年生活的

一种自然延伸和过渡。搭桥的

前提是共识，而桥的尽头

叫作成长。

①温州市未来小学集团小学生为南瓯
幼儿园幼儿讲解校园生活

②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一年级新生在吃午饭
③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街幼儿园大班幼儿
参观小学

④宁波市镇海区实验幼儿园幼儿在做时间游戏
⑤温州市瓯海区梧田飞霞幼儿园邀请小学教师
给幼儿上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