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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小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教育界尤为关注的问题。通过访谈法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存在以

下问题：乡村幼儿园与小学互不联系、乡村幼儿园教育理念落后、乡村幼小之间过渡期比较短、乡村幼

儿教师知识素养较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策略：建立乡村幼小正常联系机制、转变乡村幼儿园的

教育观念、设置合适的幼小衔接过渡期、提高乡村幼儿教师知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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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has become an issue of particular concern 
in today’s educational circles. Throug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rural kinderga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1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11
https://www.hanspub.org/


付凌云，余丽丽 
 

 

DOI: 10.12677/ae.2023.133211 1338 教育进展 
 

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are not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rural kindergartens have backward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rural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is 
relatively short, and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have low knowledge literac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normal contact mechanism be-
tween rural children and children, changing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rural kindergartens, set-
ting up a suitabl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children and children, and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literacy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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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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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家长往往

忧心忡忡，幼儿会感到无助，教师也很盲目，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工作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要正视幼小

衔接这一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面对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的问题，探索解

决问题的办法，对当今幼儿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的内涵与价值 

乡村未来的发展程度与教育的发展是紧密相连，因此要重视教育发展中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乡村

幼小衔接是幼儿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重要过渡时期，作为幼儿发展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必须要高度重视，

只有扣好第一粒扣子，接下来的教育才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因此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对幼儿的发展具

有重要价值。 
(一)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的内涵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十一条指出：“幼儿园教育要与 0~3 岁儿童的保育以及小学教育

相互衔接”。幼小衔接的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幼小衔接，广义的幼小衔接认为幼小衔接应该重视学生

学习生活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素养及习惯的养成；狭义的幼小衔接则认为幼小衔接

仅仅是指从适龄儿童入学后第一年开始到一年级结束这一时间段，学生往往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比如上

课随意走动、不能够遵守老师的要求、学生自控能力自制能力很差、学习兴趣不高[2]。幼小衔接渗透在

幼儿园的每个阶段，幼儿园和小学双方要在学习模式、学习环境、社会技能等方面做好衔接，共同为幼

儿顺利进入小学做准备。 
(二)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的价值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旨在对幼儿产生教育影响，从而促进幼儿相关能力的发展，不仅

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3]。在幼小衔接这一阶段通过教师的教学、环境创设等可以较好地去培养

幼儿的学习习惯，从而可以提高幼儿的适应能力。然而由于幼儿年龄小、认知能力差等原因使得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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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以后很难尽快融入到学校当中去，也很难与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应根据不

同阶段的幼儿特点进行教学，选择适合幼儿的教学方法，幼小相互衔接，可以促使幼儿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2. 增强幼儿良好的学习兴趣 
当幼儿进入小学之后，学习的模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模式转换到以上课为主

的学习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对于幼儿来说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所以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就

显得特别重要，兴趣也是幼儿学习的动力源泉。在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中，教师和家长要注重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更加喜欢小学生活，从而对小学阶段的学习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 
3. 改善幼儿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幼小衔接这一阶段中，幼儿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同龄伙伴进行沟通交流，此时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幼小衔接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创造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

家长要做到不代替幼儿做好所有的事情，把自主权和选择权交给幼儿。这就会使幼儿在交流的过程中提

升与他人沟通交流和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不断提升会帮助幼儿更好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也

会带动幼儿其它方面的发展。 

3.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 

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渡期”需要幼儿园和小学的双向配合，以及注意幼儿的

全方位发展，所以幼小衔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幼儿园。小学与幼儿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以幼儿

园和小学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将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作为它们共同的目标。本次研究针对两所乡村幼

儿园的幼小衔接相关问题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幼儿园教师和幼儿家长各十名，经调查研究发现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 乡村幼儿园与小学互不联系 
《幼儿园教育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和小学应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

衔接”[4]。在幼儿园中主要是以游戏为主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在小学中教学主要以教师教为主，从

而来促进学生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幼儿园与小学之间要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但是在 A 和 B
两所乡村幼儿园中发现，幼儿园与小学几乎是不联系的，这样就会造成二者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课程、教

育教学方法。幼儿园与小学二者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会把二者割裂开来，从而形成两个互不联系的个体。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发现了乡村幼儿园在组织幼小衔接活动时几乎与小学没有联系。在乡村幼儿园 A

中发现幼儿园一般不会和小学进行沟通联系。教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教育方法、作息习惯、学

习环境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幼儿园不会和小学进行联系；在乡村幼儿园 B 中发现幼儿园会和小学

会进行联系，但是次数不多。一般是全体教师走进小学进行观摩学习，学习小学的课程内容、一年级小

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能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存在联系，次数也是很少的，并且联系只停留在表

面，没有对幼小衔接活动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二) 乡村幼儿园教育的理念落后 
乡村幼儿园教育的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家长的教育理念落后[5]。

第一，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在幼儿园中教师应该通过游戏的方式去培养幼儿各个方面的能力，让幼儿

在一个愉快宽松的氛围中去学习。但是乡村幼儿园教师缺少对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教育目标来看，

乡村幼儿园教师注重培养的是有“智慧”的幼儿，而不是培养幼儿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从教学内容

来看，乡村幼儿园教师侧重于教幼儿算术、拼音等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以游戏为主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从教学手段来看，授课的方式比较古板，缺少创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游戏，大多数是教师用语言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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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乡村幼儿园 A 和 B 大部分采用的是集体教学组织形式，不能照顾到每个学生

的个性发展。 
第二，家长的教育理念落后。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位老师，所以家长的教育理念及行为都会对幼儿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乡村幼儿园家长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一种是认为幼儿园只需要照

顾好孩子的人身安全问题，不考虑幼儿园课程的问题；另一种是认为幼儿园就是为了小学服务，幼儿在

幼儿园期间要尽可能学习一些算数、生字等。不能一味的玩游戏、听故事等等，这些是不能够学习到知

识的活动。另一方面，家长与老师之间缺乏沟通。相对于家长，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是比较正确

的，因此家长与老师应该做好及时地沟通，从而使家长也能够对幼小衔接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通过

对家长的访谈可以证明家长很少关注幼小衔接。一部分是家长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与孩子相处；另一

部分是乡村幼儿家长的学历偏低，致使自身不了解幼小衔接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 
(三) 乡村幼小之间过渡期比较短 
幼儿园与小学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模式。幼儿园是以游戏为主；小学则是以上课为主。因此在

幼小衔接的过程中，教师和家长要注重这个“过渡期”，并且“过渡期”的时间要适度。但是在乡村幼

儿园 A 和 B 中发现教师不会给幼儿讲解如何去适应这个“过渡期”，并且过渡的时间也偏短，只是偏重

语言解释、把具体形象和游戏的教学方法忽略，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不利于幼儿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而且也不利于幼儿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幼儿以后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可以反映出 A 和 B 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过渡期”较短。一般为一周左右，并且

也没有过多专业的引导，首先会带领孩子参观一下学校，让他们知道卫生间、餐厅等在具体哪个位置；

其次会为孩子讲小学的一些纪律要求，让他们慢慢明白小学是以上课为主而不是以游戏为主；最后由班

主任为孩子深入讲解一下细则。“过渡期”对于刚入小学的幼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内可以

更好地让幼儿去适应小学生活，培养他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自理能力等。而乡村幼儿园 A 和 B 却

没有做好，首先是“过渡期”时间过短，其次是在“过渡期”间教师的引导不够全面和细致，最后是教

师与孩子沟通较少。因此作为教师应该重视“过渡期”，让每一个幼儿都能顺利渡过。 
(四) 乡村幼儿教师知识素养较低 
在职业道德素养中，敬业爱生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准则，也是教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教师要把学生

当作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对待。教师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

能力，从而使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相应的提高[6]。当一个教师的知识素养水平很高的时候，他就

会在教学中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在乡村幼儿园 A 和 B 中发现教

师的专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一些该专业重要的文件及纲要的理解及运用不够灵活。 
通过与教师的访谈可以说明教师的知识素养较低。乡村中硬性和软性的条件相对较差，老师受过专

业培训相对较少，所以许多老师认为幼小衔接与我们所说的学前班差不多，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小学的

必备知识，如：算数、拼音、汉字等。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幼儿能跟上小学的学习生活，不能落后于同龄

人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的知识素养是比较低的。而且大部分教师对于幼小衔接的看法比较

单一片面，只有少部分教师持有正确专业的看法。教师素养的高低直接会影响幼儿的发展程度，因此应

该提升教师的知识素养，从而幼儿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7]。 

4. 乡村幼儿园幼小衔接的优化策略 

做好幼小衔接的工作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但如今乡村幼小衔接工作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并查阅资料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一) 建立乡村幼小正常联系机制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与小学双方合作的阶段，而不是仅仅依靠一方去完成，如果只靠单方面行动，那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11


付凌云，余丽丽 
 

 

DOI: 10.12677/ae.2023.133211 1341 教育进展 
 

么幼小衔接就必然不能高效地开展。幼儿园可以与周边小学沟通联系，定期组织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去参

观小学，也可以让刚步入小学生活的孩子向大班幼儿介绍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也可以将大班教室的环创

设计成有利于幼儿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的形式[8]。与此同时特别是一年级的教师应该在幼儿刚进入小学

时带幼儿熟悉小学的环境和设施，让幼儿认识到幼儿园与小学的区别，并且有深入的认识。在这个过渡

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幼儿教师还应该积极学习专业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育幼儿时达到专业化，同

时也应该反思自己的不足，真正让幼儿得到全面发展。 
(二) 转变乡村幼儿园的教育观念 
第一个方面是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首先教师应该定期参加专业培训及阅读专业书籍等，将自己的

专业知识及理念正确化。其次教师应该与家长多进行沟通，向家长传递正确的育儿理念，在这期间最重

要的是教师要摆正自己的态度以及更新自己的理念。最后教师应该与幼儿进行沟通交流，知道幼儿内心

真正的想法，从而采取相应的教育。第二个方面是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首先，家长在对子女进

行家庭教育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其次，家长在选择幼儿园时要考虑到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

再次，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要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幼小衔接过

程中不能让幼儿过多地接受“小学化”的文化知识。最后，成立“家长学校”，定期向家长传授专业知

识，更新教育理念，讲解和分析有关幼儿的最新政策，并且家长要和学校积极配合。 
(三) 设置合适的幼小衔接过渡期 
幼小衔接的适应期为小学一年级上学期，适应期的时间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学校要根据幼儿身心

发展特点设置合适的入学适应期[9]。第一，建立衔接意识是在小学应该完成的，幼儿被动顺应学校的这

种观点做法需要转变，幼儿的需求需要被及时发现，积极了解幼儿园教育特色，一年级的管理方法和课

程教学需要进行调整，学校环境需要有支持性与包容性，幼儿的不适应与陌生体验需要被最大限度消除，

鼓励幼儿以愉悦的心情进入小学生活，从而使幼儿安全渡过这一时期。第二，教师不仅要关注幼儿的身

体健康，而且要及时关注幼儿的心理需求并做好相关记录，做到因材施教和长善救失，与家长进行有效

沟通，共同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第三，幼儿园应创设与小学相关的文化环境，适度调整作息时间，为

进入小学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引导幼儿慢慢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四) 提高乡村幼儿教师知识素养 
首先教师要积极主动去学习与学前教育相关的知识。专业知识掌握足够充分时，才可以更好的去教

育幼儿。教师可以积极去参加相关专业的专家讲座，认真吸取其中的知识；也可以去阅读相关专业的名

著，学习他们是如何教育幼儿，运用哪些教育方法等等；也要及时去关注最新的相关政策与文件。其次

教师要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不仅会提升自己，而且能够进一步内化知识，在实

践中得到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讨论，从而知道自身不足，做到

长善救失。最后教师要积极反思。自身反思对一个教师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反思中提高，在

反思中成长[10]。教师在自身反思时，要清晰明确知道自己哪部分知识存在不足，这样才可以得到更好的

提高。并且要及时地与家长进行沟通，做到真正的家园共育，把幼儿健康快乐的发展作为彼此的共同目

标。 
总而言之，乡村幼小衔接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乡村幼小衔接的发展不仅需要教

师一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家长和幼儿园的多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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