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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小衔接是近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普遍关注却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

眼光出发，倾听家长、教师与儿童等多主体的声音有助于解决幼小衔接发展过程中的实践难点，并为其

后续的发展提供可行方向。基于对上海一所K12学校的实地调查，对家长、教师、儿童自身等主体对于

幼小衔接的认识、现状评价与未来期待进行了深度探讨，进而提出以儿童发展为导向设计和实施幼小衔

接活动、搭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机制、探寻幼小衔接的“循证实践”之道等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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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the early childhood-primary transition is an issue that has been a common concer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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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t been well addresse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ecology, lis-
tening to the voices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pare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can help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hood-primary transition. Based on a field 
study in a K12 school in Shanghai,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erceptions,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Thus, it propos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design-
ing and implementing activities with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mind. Second, build a collabora-
tive mechanism among multiple actors. Third, explore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child-
hood-primary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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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幼小衔接事关儿童学习与终身发展，是近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普遍关注却又没有得到很好解

决的问题。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优质的幼小衔接有利于儿童性格与行为习惯的培养以及未来学习成就的

提升，而幼小衔接不良的儿童则可能面临适应不良、学业困难等问题。在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的时代背景

下，幼小衔接业已纳入多国教育工作的重点。OECD 发布《强势开端 V：幼小衔接》，将视角聚焦到幼

小衔接这一教育专题，引发了多国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对幼小衔接的极大关注。在我国，幼小衔接的重

要性也得到了教育政策文件的回应，《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

儿园工作规程》等文件均强调了幼小衔接的重要性。2021 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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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时，该政策也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双向衔接”的概念，

即建立幼小协同合作机制，为儿童搭建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阶梯。 
然而，幼小衔接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幼儿园“小学化”倾向[2]，即为了使儿童能更好

的进行小学的学习提前将小学所学的知识，如拼音、算术等技能前移至幼儿园学习。再如，幼儿园和小

学在衔接上的“各自为战”，两个教育主体间缺乏沟通，或出现幼儿园“单项衔接”即幼儿园单方面采

取活动与措施帮助儿童向小学过渡的情况，并未建立双向衔接的合作机制。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儿童

经历了教育环境、教育方式、学习内容、生活方式等多方面转变，会面临学习、心理、生活、身体等多

方面挑战。为最大限度地确保教育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幼儿园、小学、家长及其他利益主体需搭建连贯

一致的教育阶梯以帮助儿童顺利完成教育过渡。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提醒我们，家庭、幼儿园、小学共

同构成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小衔接动态关系网。各主体处于不同层级系统，其直接作用或相互作用以多

种方式影响儿童发展。 
为实现幼小科学衔接，各地协调家–校–园多方力量，积极展开幼小衔接教育实践探索。那么，幼

小衔接成效如何？各主体合作参与效果如何？基于上述疑问，本研究选择一所有着丰富幼小衔接经验的

K-12 国际双语学校(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开展问卷调查研究，聚焦儿童、教师、家长三大主

体，旨在多视角揭示我校的幼小衔接现状，多方面探寻促进幼小双向衔接的可行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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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上个世纪 90 年代，布鲁芬布伦纳等人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被引入幼小衔接问题的研究，

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幼小衔接中，利益关切者间的合作至关重要。人类发展生态学由布鲁芬布伦纳提出，

他指出“当个体在生态环境当中的位置改变时，他会经历生态学上的过渡”[3]。该理论认为，儿童的发

展是由宏系统、外部系统、中间系统、微系统构成的同心圆模式，层层嵌套地作用于儿童和儿童发展，

它强调个体所处的背景，背景之间的关系、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与儿童的相互作用，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可

以根据其对于现存关系和对儿童的影响分为积极或消极作用两种[1]。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者分别提出了幼小衔接的儿童影响模式(Child effects model)，着重考察儿童

个体特征对幼小衔接的影响，包括性别、气质、认知准备和智力因素等；直接影响模式(Direct effect model)，
关注社会背景，如作为学校环境的班级规模、分组方式、教学过程等在儿童学校适应中的影响作用；间

接影响模式(indirect effect model)，聚焦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反映儿童因素

与背景之间双向的作用。生态学动力模式(developmental dynamics model)，描述儿童、家庭、学校、同伴

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了一个对儿童幼小衔接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动态关系网，这些关系对于支

持儿童人学过渡和预测儿童日后的学业成就都非常关键。 
这一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加强微观系统的联系来实现最优发展。立足这个理论视角，我们

得以重新思考家庭、学校与社区协作与幼小衔接的关系。在幼小衔接中，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

以及教师、家长、同伴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对儿童幼小衔接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动态关系网，这一

动态关系网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会对幼小衔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建构或改善这种关系网可以使

儿童在一个具有积极和支持性作用的动态关系网中顺利完成幼小衔接。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部

分教育者对幼小衔接本质、任务的理解存在偏颇，他们没有把幼小衔接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去理解，没有

关注其中各种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少数教育者甚至误认为幼小衔接就是提早学习小学课程。[4]对
于幼小衔接本质理解的偏颇和肤浅，是当前我国幼小衔接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缺少交流合作的根本原因。

[5]。 

3. 研究设计 

说到底，幼小衔接是一项复杂的教育实践活动，幼儿园、小学及其他利益主体需搭建连贯一致的教

育阶梯以帮助儿童顺利完成教育过渡。已有关注幼小衔接的研究，多聚焦某一方利益主体或参与的某一

方面，尚缺乏包括多利益主体的综合性实证研究，故对当前幼小衔接概况的了解仍不充分。基于此，本

研究聚焦幼小衔接中的儿童、家庭、教师，对我校开问卷调查，旨在多视角揭示幼小衔接现状，多方面

探寻促进幼小双向衔接的可行性举措。本研究主要三个目的：第一，了解我校家长与教师对于学校当前

幼小衔接的认识；第二，了解家长、教师、学生对幼小衔接活动的需求；第三，在调查的基础之上，结

合发展生态学理论、学生发展的特点以及学校特征，对我校“幼小衔接活动”的开发提出相关建议，为

幼小衔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可借鉴的参照。 
(一) 研究地点 
本研究在 HS 学校展开，这是上海市 J 区首家 K-12 双语学校，自 2015 年创校以来，学校秉承“以

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成功的学习者和优秀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灵魂”的办学理念和“学为日进”

的校训，以提升学生具有竞争力的综合素质为学校特色建设方向，主张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推进

全人教育，致力于创建“一所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校”。 
目前学校有一套较完善的幼小衔接活动体系，主要开展的主要方式有：幼儿园、小学教师期初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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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小学老师进幼儿园参观听课，幼儿园小朋友进小学听课、参观体验，一年级新生在一年级正式开

学前 3 天进行幼小衔接活动，向一年级新生发生幼小衔接手册等。其中，在新学期开学前为期 3 天的幼

小衔接活动最为隆重，主要课程及活动下表所示(见图 1)。 
 

 
Figure 1. Kindergarten-Primary transition program 
图 1. HS 学校幼小衔接安排表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访谈法。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访谈对象包括：学校管理层

教师(5 名)；幼儿园大班家长代表(5 名)、教师(5 名)；小学一年级教师(8 名)、家长代表(5 名)；幼儿园大

班学生(5 名)、小学一年级学生(5 名)，请他们谈谈对幼小衔接的看法，对目前学校层面、班级层面开展

的与幼小衔接相关的实践的体验，以及对幼小衔接活动的期待。为了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访谈均采

用一对一的形式。在被访谈人知晓的情况下，研究者对每一次访谈进行了录音。在资料整理部分，笔者

对所有访谈录音进行逐字转录，并根据研究对象对转录文件进行编号。对于家长与孩子来说，编号规则

为“角色(教师 T、学生 S、家长 P)，级段(幼儿园大班 K、小学一年级 P)–序号，年/月/日”。例如，“S-P-1，
2022-01-01”表示该访谈文本来自小学一年级第一位接受访谈的学生，访谈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经

录音整理、转录后总计 9 万字。访谈数据分析严格遵循初始编码、聚集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的逻

辑。 
本研究使用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者结合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制定了“幼小

衔接活动的教师调查问卷”与“幼小衔接活动的家长调查问卷”，两份问卷均分以下四个纬度：1) 基本

信息，共计 4 题；2) 对幼小衔接的认识与理解，共计 10 题；3) 对学校当前幼小衔接活动的体验，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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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题；4) 对幼小衔接主题日活动的期待与建议，共计 1 题，为必答开放题。每份问卷各 27 题。问卷调

查的范围 HS 学校 2021 年在读大班、一年级的全体家长及幼儿园与小学中教教师。考虑到幼儿园大班与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问卷调研的对象只包括家长、教师。本研究采用线上调研的方式，使

用问卷星发放问卷，由受访者匿名自愿填写。本研究共回收 192 份家长问卷及 52 份教师问卷。 

4. 研究发现 

通过对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下面将从“家长与教师对幼小衔接活动的认识”“家长与教师对当

前学校幼小衔接活动的评价”以及“儿童的视角”三个方面阐述研究发现。 
(一) 家长与教师对幼小衔接的认识 
1) 家长及教师对幼小衔接重要性与功能的认识 
在对幼小衔接重要性的认识上，教师和家长观点高度一致，绝大部分都认为幼小衔接对孩子顺利进

入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具体地看，家长与教师心中对幼小衔接功能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培养

儿童行为规范、培养儿童学习习惯、帮助儿童实现情感过渡、发展儿童人际交往能力、提升儿童知识技

能学习水平(见图 2)。 
 

 
Figure 2. Importance ranking 
图 2. 重要性排序 

 
2) 家长及教师对幼小衔接中“家–校分工”的认识 
那么，家长与教师又是如何认识自身在幼小衔接中的责任？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教师(88.46%)和

大部分家长(67.71%)认为孩子的幼小衔接过程学校和家庭负共同责任，承认学校和家庭在这个过程中的

共同作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家长(23.96%)认为，在孩子的幼小衔接过程中学校应该负主要责任，强

调学校的作用。 
家长与教师的认识也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比如在“我了解儿童在一年级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一

题的回答上，有 71.15%的教师表示非常了解，而家长的比例仅有 56.77%。在“我了解儿童在大班结束后

应该具备的能力”一题的回答上，63.46%的教师表示非常了解，而家长的比例是 57.29%。 
3) 不同级段教师对幼小衔接中“校–园分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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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不仅关涉家校合作，更需要幼儿园教师与小学一年级教师之间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在针

对“您认为小学和幼儿园谁应该为幼小衔接负责”一题的回答中，分别有 82.22%的小学教师与 81.39%
的幼儿园教师均认为“幼儿园和小学共同责任，没有孰轻孰重”。为了进一步检验在这个题目中，幼儿

园老师和小学老师的看法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对本题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卡方检验，结果发现幼儿园老师

和小学老师的看法没有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老师认为在儿童幼小衔接的过程当中，幼儿园和

小学负共同责任。 
(二) 家长与教师对学校幼小衔接活动的评价 
1) 家长与教师对幼小衔接活动可及性与适切性的评价 
首先，本研究探讨了家长与教师对学校幼小衔接活动的了解度与满意度，这能够直观地反应学校幼

小衔接活动的可及性与适切性。在针对“我对学校目前所开展的幼小衔接相关活动的了解程度是”一题

的回答中，发现大部分的教师对学校目前所开展的幼小衔接相关活动是比较了解的，而超过 4 成的家长

对学校目前所开展的幼小衔接相关活动是不太了解或一点都不了解的。由此可见，还得进一步提升学校

幼小衔接活动的可及性。 
接着，本研究进一步从内容、形式与时间安排三个方面考察了双方对有限衔接活动的满意度。在内

容、形式方面，双方的满意度都比较高，仅有 1.92%的教师和 5.71%的家长对内容感到不太满意，仅有

1.92%的教师和 6.86%的家长对形式感到不太满意。而在时间上，选择“不太满意”的教师和家长数字比

例明显高于前两个维度，有 11.12%的教师和 19.57%的家长感到不太满意， 
2) 家长与教师对幼小衔接活动效果的评价 
其次，是家长与教师对幼小衔接活动效果的评价。总体而言，教师与家长对幼小衔接效果的评价较

为正向，分别有 76.92%的教师与 76.92%的家长表示效果非常好，绝大部分教师与家长认为学校幼小衔接

活动关涉儿童行为规范、学习习惯、人际交往能力、情感过渡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 17.31%的教师

和 14.29%的家长认为学校幼小衔接活动没有关注到儿童知识技能的学习。分维度评价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见表 1)： 
 
Table 1. Teachers’ and parents’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s Kindergarten-Primary transition 
表 1. 教师与家长对学校幼小衔接活动的评价 

维度 题目 角色 没什么

效果 
效果不

太好 效果一般 效果非常好 

总体评价 总体上，帮助儿童适应小学生活的效果 
教师 0 1.92% 21.15% 76.92% 

家长 0.57% 1.71% 21.14% 76.57% 

分维度评价 

培养儿童行为规范的效果 
教师 0 0 28.57% 71.43% 

家长 0 0.6% 22.02% 77.38% 

培养儿童学习习惯的效果 
教师 0 0 22.92% 77.08% 

家长 0 0 19.38% 80.63% 

发展儿童人际交往能力的效果 
教师 0 0 18.75% 81.25% 

家长 0 0 27.16% 72.84% 

帮助儿童实现情感过渡的效果 
教师 0 0 10.2% 89.8% 

家长 0 0 21.25% 78.75% 

帮助儿童进行知识技能学习的效果 
教师 0 0 23.26% 76.74% 

家长 0 2.67% 26% 71.3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00


山雨 
 

 

DOI: 10.12677/ae.2022.1211700 4580 教育进展 
 

(三) 儿童的视角 
儿童发展是幼小衔接的时间起点与目标指向。因此，我们也要关注儿童的体验与感受，并将其作为

开展幼小衔接活动的重要参照。下面将从儿童眼中“幼儿园生活与小学生活的差异”“幼儿园教师与小

学教师的差异”“儿童对上小学的期待及为此所做的准备”以及“儿童对学校幼小衔接活动的体验”等

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儿童眼中幼儿园生活与小学生活的差异 
当问大班的幼儿们“你在幼儿园每天都会哪些事情？”孩子们的回答都充满了童真。“我在幼儿园

就是玩，嗯，玩乐高、美术、还有搭小人”(S-K-1, 2021/11/23)。“我和毛毛一起玩玩具”(S-K-4, 2021/11/24)。 
几乎所有的幼儿都意识到小学中的学习生活和幼儿园大班是不同的，而且，孩子们的回答总是绕不

开小学的学习生活相比幼儿园节奏更紧凑，也更强调规则。有孩子提到：“小学更严格了。幼儿园里不

太严格，这里就很严格”(S-P-4, 2021/9/26)。当研究者进一步追问：小学在什么地方很严格？孩子回答：

“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说话的时候同学也会说话。但是在小学就不可以，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听老师讲”

(S-P-1, 2021/9/22)。“幼儿园要去上卫生间举手告诉老师，不同意就不能去。小学根本不能去上厕所”(S-P-2, 
2021/9/22)。“小学跟幼儿园站队的时候，小学要很立正，但幼儿园不是很立正，大家很多都打打闹闹”

(S-P-3, 2021/9/22)。 
可见，在儿童看来小学的学习生活和幼儿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儿童认为幼儿园生活与小学生活

的主要内容完全不同。在幼儿园，孩子们最常提到的是“玩耍”，而到了小学，这个词变成了“上课”。

其次，儿童认为幼儿园与小学的生活节奏有所差异，且小学中会有更多的“规则”。比如在小学会起床

更早，小学要去食堂吃饭，小学没有午睡，等等。再者，儿童认为小学的学习难度和压力都会变大。 
2) 儿童眼中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的差异 
教师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个人”，对于儿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者发

现，孩子们普遍认为小学老师相比幼儿园老师更严格。我们问一年级新生：你喜欢小学老师吗？孩子们

的答案非常一致，都是：喜欢。当研究者问：“如果给这三天的幼小衔接课程打分，你会打几？”有一

位孩子给出了 9 分的高分，研究者继续追问：“差一分在哪里呢？”被访谈的孩子回答，“小学老师很

凶”(S-P-2, 2021/9/22)。“幼儿园老师特别特别温柔”(S-P-4, 2021/9/26)。当研究者问对幼小衔接活动的

建议时，有孩子说：“希望小学老师能更温柔一些”(S-P-3, 2021/9/22)。不过，尽管一年级的新生普遍认

为小学老师相比幼儿园老师更“凶”更严格，但他们是非常喜欢小学老师的。在我们访谈的 5 名小学一

年级新生中，当被问到：你喜欢现在的老师吗？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孩子的回答都是：喜欢。 
由此可见，低年级学生刚刚脱离幼儿园游戏、活动型的学习方式，进入小学全面、系统的学科教育，

这是学生生活中巨大的转变。再加上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他们往往对老师有着比其他年级的学生

更强烈的情感与依赖需求。 
3) 儿童对幼小衔接活动的评价 
通过对参与过幼小衔接活动的小学一年级新生的访谈，我们发现儿童对学校目前的幼小衔接活动满

意度较高。在访谈中我们问孩子：如果让你给这三天的课程打分，满分十分你打几分？为什么？孩子们

都给学校目前的幼小衔接活动给出了高分。“我打一百分，因为毛毛虫很可爱”(S-P4-F, 2021/9/26)。这

个孩子口中的“毛毛虫”是小学开学前为期三天的幼小衔接课程中的语文课程中所组织的活动。很多孩

子都表达了自己在学校的幼小衔接活动中收获了很多。当我们问被访谈者：“上完我们三天的衔接课程

之后，你有什么收获？”孩子们回答：“语文课上讲故事很有趣”(S-P1-M, 2021/9/22)。“外教美术课上，

我画了很多画，还获得了奖励的手环”(S-P2-F, 2021/9/22)。“英文课上的 lance 老师很搞笑，我们都很喜

欢，还学习了很多新单词”(S-P3-M, 20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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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通过幼小衔接活动，大多数的幼儿园大班幼儿对去小学上学充满期待，这些期待的主要

原因里可能包含了好奇、想学本领、期盼成长。而且，大班幼儿认为通过幼小衔接活动之后，自己已经

做好了去小学的准备，主要是知识技能和物质(学具)方面的准备。但是，从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

如，在孩子们心中“幼小衔接活动”就是在小学正式开学前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幼小衔接课程，他们并不

清楚除此以外，学校还有其他别的什么幼小衔接活动。研究者尝试询问孩子们关于学校其他幼小衔接活

动的问题，比如：除了开学前这三天幼小衔接活动以外，你还知道我们学校还有其他类似的活动吗，比

如幼儿园小朋友来小学参观？孩子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说明了他们对学校目前开展的其他幼小衔接活

动印象不深。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首先，是家长与教师对有效衔接的认识。家长与教师均认

为有必要开展幼小衔接活动，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儿童的行为规范、学习习惯、情感过渡、人际交往

与知识学习等，其中，尤其强调要关注儿童的行为规范。此外，在对幼小衔接责任分工的观念上，教师

相比于家长更认同“家校共担”，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小

学教师，都认可“双相衔接”的实践模式。 
其次，是家长与教师对当前学校所开展的幼小衔接活动的评价。在可及性与适切性方面，大部分的

教师对学校目前所开展的幼小衔接相关活动比较了解，但有超过四成的家长对学校目前所开展的幼小衔

接相关活动不太了解。大部分教师与家长对幼小衔接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感到满意，相比之下，双方对时

间安排满意度较低。在活动效果评价上，绝大部分教师和家长对学校目前开展的幼小衔接活动持肯定态

度，认为其在发展行为规范、学习习惯、情感过渡、人际关系上效果显著，相比而言，幼小衔接活动在

帮助儿童知识技能学习上效果一般。 
最后，是儿童眼中的幼小生活与幼小衔接。在儿童看来，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生活与以“上

课”为中心的小学生活截然不同，成为小学生意味着要学习更努力、要更守规矩，面对更加严格的老师。

即便面临如此多的“挑战”，幼儿园孩子仍旧对上小学充满期待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从侧面反

应了学校幼小衔接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幼小衔接课程之外，孩子们对于

其他幼小衔接活动印象并不深刻。 

6. 本研究对开发幼小衔接活动的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结合家长、教师与学生对幼小衔接活动的期待，立足于国内外的“成功案例”，

为目前幼小衔接活动的开展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 倾听儿童的声音，以儿童发展为导向设计和实施幼小衔接活动 
要真正达到对幼小衔接正确、全面的认识，离不开对儿童的经验和期待的深入理解[4]。幼小衔接过

去往往被认为只是成人的事情，儿童成为了贯彻成人想法的工具，其主体性被严重遮蔽，如有研究者指

出：“成人教育者以专家自居，以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为由，否认儿童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地位，儿童

的声音、感受、观点和意愿常常被忽视，儿童没有被给予应有的价值认可和表达空间”[5]。如若不能真

实了解儿童的兴趣、情感、困惑，不能满足儿童合理的衔接需求，即便建构了“成人主体网络”，也不

能很好的达到预期效果。儿童既是幼小衔接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在研究中通过与成人及研究者的对

话与互动，共建他们作为感受主体的意义体验者。幼小衔接研究应转向一种与幼小衔接过程及其主体的

教育对话，把儿童看作是主动参与衔接过程和作决定的能动者，倾听儿童的声音，以“儿童立场”的视

角关注衔接(或过渡)期儿童的独特性、个体参与性和体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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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倾听儿童声音上，本研究也仅仅作出了一次初步的尝试，还需进一步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实践

经验。比如，澳大利亚在其幼小衔接合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儿童是核心成员，与成人共同充当幼小衔接教

育实践的主体。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幼小衔接实践中，儿童已有的知识、经验得到重视，儿童对小学生

活的心理诉求、主观体验甚至是困惑、忧虑都被视为有价值的知识形态。澳大利亚学前机构和小学教师

善于运用多种途径倾听儿童的声音。如在儿童观看小学校园宣传册时，教育者通常会与儿童展开对话，

让他们说说自己眼中的“上学”。一些学前机构和小学还会为儿童提供绘画和拍照的机会，让他们描绘

他们眼中的学校，并向教育者解释自己的作品。教育者还设法帮助学前儿童与在校小学生结对子、交朋

友，这样可以通过小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儿童的所思所想，并巧妙地通过小学生向学前儿童传递小学校园

的生活经验。 
(二) 强化合作意识，搭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全美幼儿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强调指出，确

保儿童实现幼小成功衔接的三个要素是儿童的参与与准备、教师之间的交流、家长参与。我国《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

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6]。为帮助儿童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需要

来自家庭、幼儿园、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等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在幼小衔接中协同合作，共筑衔接一致、

贯通顺畅的教育生态。 
1) 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之间要加强联系，并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建立健全的“双向衔接”制度 
如上文所述，双方在合作的必要性上已达成一致，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沟通不足、信息不

通畅等问题。这并非 HS 学校独有的现象，一直以来我国的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

的合作方案与工作机制，而彼此疏离。在这方面，诸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比如，在澳大利亚，

同一社区内的学前机构与小学保持着良好的专业合作关系，合作的方式包括教师互访、网络会议等。两

个阶段的教师经常分享他们对幼小衔接的理解，共同商讨如何实现课程的连续性，并肩设计幼小衔接计

划，甚至还研究儿童入学后的分班问题。[7]在一些学校，小学教师还需要为学前儿童制作“学校图册”

“新生入学手册”等画册和读物，帮助孩子们了解小学校园环境、入学过程、幼小衔接方案等。这些资

讯的传播任务由学前机构、社区和小学共同完成。在新西兰，教育部为更好地推进教师交流，指出需要

从三方面加以深入把握，包括交流时间要延长、进行长期的实习、开展人事交换。 
2) 积极调动家长的责任意识，形成共同参与、合力服务于儿童的参与格局 
如上文所述，还有一大部分家长对 HS 学校开展的幼小衔接活动并不熟悉，参与度比较低。而且，

目前幼小衔接活动主要由学校单方面进行设计，家长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参与者，甚至是旁观者。

换言之，HS 学校在幼小衔接中还未给家长创造深度参与的空间与可能。促进家长合理参与衔接过程，发

挥家庭教育最大推动力，不仅是我国当前应该聚焦的教育议题，也是多国在开展幼小衔接工作中的重点。

[8]为发挥家庭教育对儿童幼小衔接的推动作用，应以科学衔接理念为原则，以家长参与为支撑，引领家

长科学参与衔接教育。 
比如，英国的戴克学校每天都会通过儿童的计划、“该周我们做了什么”、年级组通讯录、学校联

络主任等方式和途径与家长进行交流。教师还会在每个学期中间，与儿童和家长商讨，为每个学前一年

和小学一年级儿童设置个性化的发展目标。在每个学期末，学校还会向每个年龄段的家长发放“学习之

旅”(Learning Journeys)手册，展示其子女在混龄班学习的图片和证据。在学期开始后，家长还需要将该

手册返还给学校，以分享假期中儿童在家庭的学习情况[9]。再如，日本会充分调动包括社区、公益组织

在内的多种力量，来支持幼小衔接过程中的家校合作。如松本市从保育园和小学班主任的立场出发制作

了《面向家长的入学指南》，内容包括“入学前家长应该交给孩子的事情”“入学前家长应该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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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入学注意事项，以及“了解自己的事情吗”“一个人能做到这些吗”“能遵守用餐礼仪吗”“能

好好和别人打招呼和说话吗”等帮助家长检查孩子的入学前发展状况的项目指标。社区中还含有众多充

当教育支援者的角色，为家长和幼小衔接提供多方面的支持[10]。 
(三) 提升研究力量，探寻幼小衔接的“循证实践”之道 
1) 开展全局性评估，提升幼小衔接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所谓循证实践即以证据为依据的实践道路选择，证据是核心指向。循证实践可以防止实践过程中的

经验主义与空想主义，促使实践更加的科学有效。幼小衔接强化证据使用，讲证据、重证据，设计证据

采集、证据梳理、证据分析与证据应用的有效机制。循证衔接将有利于教育研究、幼小衔接之间的互动

共赢。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借鉴提一些 OECD 国家所做的探索。根据《强势开端 IV：学前教育质量监测》

可知，OECD 国家已经将幼小衔接纳入学前教育质量监控内容。相关 OECD 调查表明，有 16 个地区已经

将幼小衔接监控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其中，匈牙利、瑞典、西班牙、加拿大等 9 个国家还实行了

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的双重监测。当前 OECD 国家针对幼小衔接主要采用了四种具体调查方式，分别是

儿童发展评价、父母调研、巡检和内部评估。评估不仅发生在项目实施之初和实施之后，还包含过程评

估[11]。只有加强幼小衔接研究，为实施幼小衔接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才能防止简单的经验主义式的幼

小衔接。 
2) 建设专业化的研究团队，夯实幼小衔接的研究基础 
设计和开展幼小衔接项目本身相对复杂和困难，对人员专业素养要求较高，因此要建立专业化的师

资队伍、专家队伍及志愿者队伍，提升工作的执行效度。一方面，充分利用师资优势，在学校内部建立

专门的研究团队，招募成员时应考虑如下标准：a) 是否具有幼小衔接研究或服务经验；b) 是否具有家庭

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等相关资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教育研究的相关培训，建立学校与大学、科研

机构等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具体来说，学校可以邀请高校、大专院校、学前教育指导中心等专家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服务，提升学校幼小衔接研究团队成员的研究素养。此外，也可以通过项目

合作的方式，由校外专家团队和学校相关教师组合成研究团队，针对学校幼小衔接中的重难点问题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全面地提升教师研究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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