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586-1596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53   

文章引用: 郭静静, 詹梦玲.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586-1596.  
DOI: 10.12677/ces.2022.107253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 

郭静静，詹梦玲 

平顶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河南 平顶山 
 
收稿日期：2022年6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0日 

 
 

 
摘 要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有利于提高家长们教育幼儿的水平，帮助幼儿顺利过度幼小衔接的关键

期。本研究通过文献、问卷、访谈并采用SPSS差异分析等方法来探讨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的现状。

研究发现目前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幼儿家长应正确

认识幼小衔接，树立正确的幼儿教育观。同时从幼儿身体、心理、生活和学习四个方面展开行动。与此

同时创造好的家庭环境，做好与幼儿园、小学和社区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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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children in family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arents’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helping children transi-
tion smoothly to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children. Through li-
teratur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SPSS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the bridging prepar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epara-
tion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children in family education is at a medium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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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Parents of infant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on-
nection between infants and children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infant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create a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do a good job with kindergarten, primary school an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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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学龄前教育阶段的重视，社会也慢慢关注到幼小衔接阶段出现的一些教育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教育政策，使得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致力于有效幼小衔接的策略。《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园以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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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

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加强加快推进幼儿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的衔接准备工作。实践中可以发现，幼小衔

接目前来看已经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家庭教育是教育的源头，起着促进造就人才的启蒙教育

以及指导幼儿人生的终身教育作用，相对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而言它是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家

庭中开展幼小衔接的相关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2.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的调查结果分析 

疫情防控期间本次调查研究采用线上发布问卷的方法，研究对象为 P 市公立、私立幼儿园的大班幼

儿家长。研究采用的问卷是在许舒敏编制的《幼小衔接实效性研究——基于家庭教育的视角》的基础上

改编而成。问卷从大班幼儿家长的角度入手，对幼儿家长关于幼小衔接的相关理念和实际生活中的培养

方式进行系列调查，一共随机发放 205 份，作为分析的依据，但是其中共有 3 份问卷不符合实际有效问

卷的要求，未加到总的分析数据中，因此最终有效问卷为 203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9.02%。通过对 SPSS
的运用分析得出本次问卷的信度 Cronbach 为 0.938，效度 KMO 值为 0.908，满足信度和效度的要求。以

下是问卷调查的基本状况，见表 1，主要从幼儿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长角色、是否为留守儿童、

家长学历水平和家庭住址这六大维度来展开。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est 
表 1. 被测基本情况 

类别 选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幼儿性别 
男 97 47.8 

女 106 52.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92 45.3 

否 111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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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角色 
父亲 80 39.4 

母亲 123 60.6 

是否为留守儿童 
是 166 81.8 

否 37 18.2 

家长学历 

初中以下 43 21.2 

高中 37 18.2 

大学及以上 123 60.6 

家庭住址 

农村 43 21.2 

城镇 90 44.3 

城市 70 34.5 

2.1.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的总体现状 

在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中发现这六大维度中，心理准备发展方面均值数据最小(4.305)，
语言认知发展均值为 4.315，相比其他四个维度较为欠缺。表 2 中数据显示心理发展准备方差最大，稳定

性也最差。 
 

Table 2. Research statistics of each dimension (N = 203) 
表 2. 各维度研究统计情况(N = 203) 

维度 均值 中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健康运动发展 4.372 4.673 0.814 2.332 5.000 0.369 

学习能力发展 4.391 4.835 0.812 1.528 5.000 0.365 

语言认知发展 4.315 4.674 0.900 2.420 5.000 0.411 

社会性发展 4.501 5.005 0.703 3.361 5.000 0.394 

物质准备发展 4.781 5.001 0.601 2.249 5.000 0.373 

心理准备发展 4.305 4.334 0.752 3.000 5.000 0.462 

2.2.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的差异性分析 

2.2.1.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幼儿性别上的差异 
通过表 3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在物质准备方面 P = 0.742 > 0.05，在心理准备方面 P = 0.644 > 0.05，

因此可以得知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物质准备发展与心理准备发展在幼儿的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dimension in terms of gender (N = 203) 
表 3. 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幼儿性别 个案数 均值 T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男 97 4.391 

0.374 0.714 
女 106 4.351 

学习和能力发展 
男 97 4.44 

0.256 0.818 
女 106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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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认知发展 
男 97 4.354 

0.528 0.596 
女 106 4.282 

社会性发展 
男 97 4.551 

0.984 0.632 
女 106 4.453 

物质准备发展 
男 97 4.694 

−1.998 0.742 
女 106 4.852 

心理准备发展 
男 95 4.281 

−0.378 0.644 
女 106 4.323 

注：*P < 0.05，**P < 0.01，***P < 0.001。 

2.2.2.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表 4 中发现，在健康与运动、物质准备方面的显著性 P > 0.9，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性发展方面 P > 0.8

可以得知以上六个发展方面与幼儿是否为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4.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dimension on being the only child or not (N = 203) 
表 4. 各维度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独生子女 个案数 均值 T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是 92 4.352 

−0.287 0.787 
否 111 4.381 

学习和能力发展 
是 92 4.422 

0.504 0.625 
否 111 4.361 

语言认知发展 
是 92 4.323 

0.150 0.886 
否 111 4.304 

社会性发展 
是 92 4.498 

0.009 0.981 
否 111 4.505 

物质准备发展 
是 92 4.784 

0.197 0.842 
否 111 4.772 

心理准备发展 
是 92 4.201 

−1.731 0.094 
否 109 4.392 

2.2.3.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家长角色方面的差异 
从表 5 数据观察到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的物质准备发展方面的 P = 0.04 < 0.05，学习和能力发展

P = 0.03 < 0.05，可以认为家长扮演的角色与学习和能力发展、物质准备发展方面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Table 5.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ental rol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N = 203) 
表 5. 家长角色在各维度的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角色 个案数 均值 T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父亲 80 4.321 

−0.747 0.514 
母亲 123 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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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能力发展 
父亲 80 4.384 

−0.024 0.034 
母亲 123 4.397 

语言认知发展 
父亲 80 4.315 

0.007 0.992 
母亲 123 4.315 

社会性发展 
父亲 80 4.494 

−0.069 0.956 
母亲 123 4.494 

物质准备发展 
父亲 80 4.662 

−2.130 0.041 
母亲 123 4.858 

心理准备发展 
父亲 80 4.265 

−0.669 0.547 
母亲 121 4.333 

注：*P < 0.05，**P < 0.01，***P < 0.001。 

2.2.4.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是否为留守儿童上的差异 
表 6 数据发现学习能力发展方面 P = 0.025 < 0.05、在语言认知发展方面 P = 0.018 < 0.05、在心理准

备发展方面 P = 0.044 < 0.05，认为是否为留守儿童与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中学习能力发展、语言认知发

展、心理准备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6. Basic inform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each dimension (N = 203) 
表 6. 是否为留守儿童在各维度上的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留守儿童 个案数 均值 T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是 166 4.552 

−0.387 0.787 
否 37 4.381 

学习和能力发展 
是 166 4.322 

0.204 0.025 
否 37 4.561 

语言认知发展 
是 166 4.323 

0.350 0.018 
否 37 4.404 

社会性发展 
是 166 4.398 

0.009 0.981 
否 37 4.415 

物质准备发展 
是 166 4.784 

0.197 0.542 
否 37 4.772 

心理准备发展 
是 166 4.201 

−1.731 0.044 
否 37 4.39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2.2.5.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父母学历上的差异 
从表 7 中数据可得出家长学历水平在物质准备发展维度上的 P 值为(0.744) > 0.05，可得出家长的学

历水平与物质准备发展没有显著差异。通过对家长学历的层次对比发现低学历和高学历之间在家庭教育

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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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various dimensions (N = 203) 
表 7. 父母学历在各维度上的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均方 F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8.984 15.598 0.036 

学习和能力发展 12.981 24.197 0.041 

语言认知发展 18.112 28.117 0.023 

社会性发展 13.022 35.812 0.011 

物质准备发展 0.116 0.316 0.744 

心理准备发展 9.248 19.584 0.01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8. Post-test of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dimension 
表 8. 父母学历在维度上的事后检验 

因变量 (I) 学历情况 (J) 学历情况 平均值差值(I − J)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1 
2 −0.342* 0.052 

3 −0.734* 0.011 

2 
1 0.342* 0.053 

3 −0.395* 0.014 

3 
1 0.732* 0.017 

2 0.398* 0.012 

学习和能力发展 

1 
2 −0.295 0.082 

3 −0.845* 0.017 

2 
1 0.295 0.084 

3 −0.551* 0.014 

3 
1 0.847* 0.013 

2 0.555* 0.012 

语言认知发展 

1 
2 −0.233 0.214 

3 −0.962* 0.017 

2 
1 0.238 0.212 

3 −0.737* 0.004 

3 
1 0.962* 0.002 

2 0.732* 0.007 

社会性发展 

1 
2 −0.129 0.387 

3 −0.783* 0.007 

2 
1 0.127 0.387 

3 −0.672* 0.069 

3 
1 0.784* 0.008 

2 0.672*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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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准备发展 

1 
2 −0.198 0.017 

3 −0.693* 0.036 

2 
1 0.198 0.217 

3 −0.514* 0.028 

3 
1 0.693* 0.014 

2 0.517* 0.045 

注：*P < 0.05，**P < 0.01，***P < 0.001，1 = 初中及以下，2 = 高中，3 = 大学及以上 均值差为负数表示 I 小于 J。 

 
在表 8 各个维度上，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幼儿家长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家长的 sig(双尾) < 0.05，

因此具有显著差异性。 

2.2.6.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研究在家庭住址上的差异 
由表 9 中家庭住址的层次对比发现在学习和认知发展方面农村与城市在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

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心理准备发展方面，农村与城市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 P 值 0.024 < 0.034 
< 0.043 < 0.05)。 

 
Table 9. Basic information of family address in each dimension (N = 203) 
表 9. 家庭住址在各维度基本情况(N = 203) 

维度 均方 F P 

健康与运动发展 0.457 0.692 0.502 

学习和能力发展 0.395 0.597 0.034 

语言认知发展 1.899 2.354 0.043 

社会性发展 0.322 0.656 0.521 

物质准备发展 0.069 0.188 0.829 

心理准备发展 0.048 0.919 0.02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10. Post-test of home address in each dimension 
表 10. 家庭住址在各维度上的事后检验 

因变量 (I) 家庭住址 (J) 家庭住址 平均值差值(I − J) P 

学习和能力发展 

农村 
城镇 −0.033 0.342 

城市 −0.144 0.046 

城镇 
农村 0.110 0.342 

城市 0.143 0.394 

城市 
农村 0.033 0.036 

城镇 −0.110 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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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认知发展 

农村 
城镇 0.084 0.616 

城市 0.337 0.055 

城镇 
农村 −0.084 0.616 

城市 0.253 0.039 

城市 
农村 −0.337 0.045 

城镇 −0.253 0.079 

心理准备发展 

农村 
城镇 −0.040 0.774 

城市 −0.060 0.038 

城镇 
农村 0.040 0.774 

城市 −0.020 0.872 

城市 
农村 0.060 0.033 

城镇 0.020 0.08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表 10 中数据发现在学习能力发展、语言认知发展、心理准备发展三方面上农村与城市的显著性 p < 

0.05，因此可以认为家庭住址与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存在显著差异。 

3.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的讨论分析 

3.1.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整体处于良好发展态势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整体处于良好发展态势。通过调查发现可能以下几种可能。第一，国家

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教育部针对幼小衔接阶段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来建立健全机制，推动科学、有效

衔接。第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经济实力日趋提升，全体家庭齐奔小康，在这个物质前提下，

家长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幼儿的教育实践中。第三，家长学历与素质的提高。新时期我国的教育更加

普及，义务教育势不可挡，教育规模和质量都有了空前的提升。 

3.2.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研究在变量上的讨论分析 

3.2.1. 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发展上不充分 
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第一是留守儿童一般住在乡镇地区，自然环境资源更加丰富，幼儿

活动空间较大，在健康和运动发展方面均值较非留守儿童高。第二，年轻家长相较老年人来讲，教育理

念更加完整科学，思想接受能力也更强。他们更加关注幼儿的语言认知、学习习惯和能力发展以及幼儿

即将进入小学的心理变化，及时根据幼儿出现的问题给予指导。 

3.2.2. 男性在承担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准备发展的责任方面不够努力 
通过调查，发现存在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我国古代一直强调“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

小农意识，社会对男性的期望值往往高于女性。因此女性一般在家相夫教子，男性父亲的角色更多是为

家庭提供经济来源。二是女性心思细腻，更为耐心，比较适合教导幼儿。男性性格一般更暴躁，粗心，

相比女性来讲没有耐心，很难开展家庭中幼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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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低学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尚不够充分 
研究发现，存在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低学历家长更可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繁忙且工作量大，

家长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进行家庭中的教育。二是低学历的家长们接受新观念和思想的能力还不够强，

对所谓流行的家庭教育方法没有辨别优劣的能力。 

3.2.4. 城乡地区家庭教育在幼小衔接的准备质量发展还不够充分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达地实力强盛，更能

吸引优秀人才入驻，教育资源更加集中优化，教育水平更高。而处于城乡的教育水平就明显落后，优秀

教师少，教育资源也相对薄弱。二是由于经济因素，许多年轻爸妈们外出务工，农村里多为“留守儿童

和留守老人”，这也限制了家庭教育的展开。 

4. 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策略 

当前我国家庭主要是是“4 + 2 + 1”模式的家庭结构，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也愈来愈高，家长们愈发重

视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但还有很多家长对于在家庭中进行幼小衔接的准备只停留在观念上，并没有认

真将幼小衔接教育在家庭中付诸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还是要将理论教

育内化为行动。以下是本研究针对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的准备提出的一些策略。 

4.1. 幼儿家长应正确认识幼小衔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们的教育模式，幼儿园教育是使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小学

教育是教师系统教授知识并要求掌握。因此广大幼儿家长们应该正确认识幼小衔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1]。 
幼儿家长应该尊重理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切勿干预过多，忽视幼儿成长规律性[2]。同时端正思想，

有针对性地去引导幼儿，以一种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来看待幼儿的未来。家长们要以幼儿的实际发展为

标准，不能教授知识。“幼小衔接”衔接的不只是知识的虚无堆积，更多的是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

和学习习惯。 

4.2. 幼儿家长应该从身体、心理、生活和学习这四个方面展开行动 

家长应该从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来引导帮助幼儿减少进入小学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便于幼儿顺利

地适应小学生活。为了帮助幼儿适应新的环境，作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做准备。 

4.2.1. 做好身体上的衔接 
幼儿在进入小学之前身体正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发育尚不完善，很容易生病和受到意外伤害。因

此家长可以根据幼儿的生理特点，因材施教，多开展一些符合幼儿年龄段的游戏活动，可以增强巩固幼

儿的身体素质[3]。在固定时间陪伴幼儿到户外玩耍，使其得到足够锻炼。此外，家长们要保证幼儿有足

够的睡眠时间，这是保证幼儿身体发育的重要条件。 

4.2.2. 做好心理上的衔接 
家长应该为幼儿做好心理上的衔接，当幼儿的幼儿园时光快结束之前，家长们可以提前告知幼儿即

将步入小学生活，她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积极引导幼儿，激发幼儿对小学生活的向往[4]。而当幼

儿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后，环境的转变很可能会让幼儿觉得焦虑不安。因此家长要密切关注幼儿情绪，对

幼儿付出的努力和学习上的进步都要予以肯定和赞许；当幼儿情绪不佳时，家长要仔细询问，善于倾听，

及时为幼儿除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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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做好生活上的衔接 
幼儿在园时，可以依靠老师。可进入小学之后，幼儿需要遵守小学的作息时间以及日常行为规范，

自己整理书包、铅笔盒等学习用具，也要能做到一些简单却又必要的事情(比如喝水、上厕所)。因此，在

大班期间家长要逐渐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5]。家长尽量让幼儿独立完成他们力

所能及的事情，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同时安排作息表，培养幼儿的时间观念，使其学会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幼小衔接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家长们长久的坚持和耐心才能成功。 

4.2.4. 做好学习上的衔接 
幼儿进入小学后，就将从游戏学习转向文化知识的学习。家长们应该注意保持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

和探究欲望，当幼儿有问题时，家长不能斥责打击或是忽视幼儿的问答，应与幼儿共同探讨。在日常生

活中，家长要做好榜样作用，减少自己娱乐的时间，多陪伴幼儿。 

4.3. 家长需要创造好的家庭环境 

4.3.1. 家长应该给幼儿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环境 
处于幼小衔接阶段的幼儿注意力大幅发展，但仍很容易受到外界刺激，注意力极易分散。家长应该

为幼儿选择适合幼儿的书桌、椅子以及台灯等必要的用具。此外家长给幼儿选购学习用品时，应遵循安

全、实用的原则，以免华而不实的物品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4.3.2. 家长应该为幼儿创造好的精神环境 
家长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对幼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家长应该做好示范，为幼儿提供榜样

模范。家长们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想，提高自身素质，将言教与身教做好统合。同时家庭成员要

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形成一种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热情温暖的气氛[6]。 

4.4. 家长应该做好与幼儿园、小学和社区的三向联合 

家长不能成为家庭与学校、社区合作教育的被动接受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幼儿的教育中来，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长参与者[7]。 

4.4.1. 家长应该做好与幼儿园的联合 
首先，家长必须要与幼儿园行为要求一致，配合幼儿园的教育。比如幼儿园要求幼儿饭后漱口、禁

止幼儿带弹珠类等危险玩具……那么家长们就需要遵守幼儿园提出的要求。第二，家长可以多参加幼儿

园组织的家园共育活动，加强亲子情感的链接。第三，家长在幼儿大班时，应该与幼儿老师积极沟通，

主动询问幼衔接的相关事宜，及时解决问题。 

4.4.2. 家长应该做好与小学的联合 
第一，幼儿家长可以跟小学沟通，带领幼儿去参观实际的小学生活，观看小学生升国旗等课余活动，

让幼儿去实际体验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光荣感。第二，家长也可以通过幼儿园邀请小学老师和小学生讲一

讲上课的故事，使幼儿进一步了解小学的情况，减轻幼儿进入小学的思想负担。 

4.4.3. 家长应该做好与社区的联合 
第一，社区里的大自然是幼儿学习的活教材。家长们可以充分利用社区里的自然环境资源对幼儿实

施家庭教育，比如通过观察树叶、沙土、蜗牛等一系列的活动加强幼儿的认知。第二，家长们可以利用

在社区里的小超市买菜，告诉幼儿蔬菜的种类、懂得吃饭不能挑食，要营养均衡的道理。第三，家长平

时可以多多留意社区举办的文化活动，积极带领幼儿参加活动，使幼儿学会与人交流友好相处。比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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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举办的“环保小卫士”活动，既可以让幼儿懂得垃圾分类，也可以培养幼儿的主人翁意识以及发展与

其他幼儿的友好相处的亲社会行为。 

5. 结语 

家庭教育是新生幼儿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作为新时期幼儿家长，需要充分认识家庭教育对人终

身发展的基石作用。与此同时家长们不能忽视幼小衔接的重要性。家长需要从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心

理素质、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四个方面来为幼儿做好准备。家长们应该以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材施

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时也需要家长尊重理解幼儿，幼儿是发展性的，应用长远眼光来看待幼儿的

发展。当然，幼小衔接的好坏也离不开家长与幼儿园、小学以及社区的通力合作，只有互相配合，才能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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