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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提前学拼音”“孩子坐不住怎么办”……

幼小衔接 如何不焦虑
培养核心素养，远比知识抢跑重要

■“幼小衔接”系列报道①

随着幼儿园大班毕

业季的来临，“幼小衔

接”这一教育议题再次

成为焦点。新实施的《学

前教育法》强调幼儿园

不得“小学化”，而是要

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开展保教活动。然而现

实中，“衔接”经常被异

化为知识的“抢跑”与能

力的“透支”。为此，记者

深入宁波各幼儿园、小

学和家庭，倾听园长、教

师、专家与家长的声音，

力求全景式展现科学、

有效的幼小衔接图景，

助力大家厘清误区、拨

开迷雾，回归教育的本

真。

当幼儿园大班的毕

业歌再次响起，“幼小衔

接”这个词又一次成为

家长群里的高频话题。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

“孩子坐不住怎么办”

“ 自 理 能 力 差 能 适 应

吗”……家长们心头充

满了疑惑。其实，在宁波

很多幼儿园里，关于“科

学衔接”的教育实践早

已润物细无声地展开，

这些实践证明：幼小衔

接的精髓，从来不是抢

学几个汉字、多做几道

算术题，而是帮孩子系

好 人 生 的“ 第 一 颗 纽

扣”，让他们以自信从容

的 姿 态 迎 接 小 学 新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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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正彬

“幼小衔接不是幼儿园单方面的
努力，而是家庭、幼儿园、小学‘三位一
体’的系统工程。”余姚市实验幼儿园
教育集团园长罗娜军的观点，在宁波
幼教界很具代表性。

在罗娜军看来，衔接的核心价值
在于帮助孩子实现从“幼儿园娃”到

“小学生”的身份认同与能力适配，这
其中蕴含着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深
刻尊重。

在余姚市实验幼儿园，一个持续
多年的经典活动——“养蚕宝宝”，成
为诠释衔接内涵的生动注脚。罗娜军
介绍道：“大班幼儿饲养蚕宝宝，经过
一个多月的悉心照料，见证其化蛹为
蝶的生命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蚕宝
宝夭折的失败经历。曾有个孩子这样

对妈妈说：‘养蚕宝宝都这么辛苦，妈
妈养我到6岁该多不容易！’这个瞬间
让家长热泪盈眶，也让老师们看到：衔
接不仅是技能准备，更是情感与责任
的启蒙。孩子们在照顾小生命的过程
中，悄然培养了坚持、耐心、爱心与责
任等核心素养，这些正是未来小学生
活乃至终生的基石。”

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李江美
展示的“生长日记”，则呈现了另一种
衔接智慧。

从小班用颜色纸表达情绪，到中
班用图画记录日常，再到大班用四宫
格梳理事件，这本日记如同一条能力
发展的隐形脉络。李江美说，这种记录
活动既符合幼儿兴趣和能力，又自然
而然地让家长融入其中，并促使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都得到提
升，“全员、全程、全方位，是我们幼儿
园开展幼小衔接的最大特点，在这样
的氛围里，孩子能真正感受到学习本
身的快乐。”

“很多家长认为衔接就是多识
字、会算数，甚至在孩子上中小班时
就给他们报相关培训班。”余姚市实
验幼儿园大班班主任方娜丹指出，这
种错误认知导致许多孩子陷入“超前
学习陷阱”。她曾遇到一位家长焦虑
地询问：“别的孩子都会20以内的加
减法了，我们家还不会怎么办？”对
此，方娜丹耐心解释：幼儿园阶段更
应培养孩子探索知识的兴趣，而非盲
目追求知识量，只有自然地过渡，才
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在宁波的很多幼儿园，幼小衔接
早已超越了“大班下学期突击准备”的
传统模式，形成了贯穿三年、覆盖全方
位的教育体系。这些举措既包括环境
创设的巧思，也包含活动设计的匠心，
更有家园协同的智慧。

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的橱柜设计
堪称“隐性衔接课程”的典范：小班橱
柜用照片和学号帮助孩子认识自我；
中班橱柜加入姓名和自画像，萌发文
字兴趣；大班橱柜则让孩子自己书写

名字、绘制爱好图，并通过横纵列数
字示意图学习空间对应。“在适应性
方面，我们关注幼儿与不同人群交往
的能力。”园长李江美介绍，园内设置
了全园混龄学习中心、展开全园混龄
体能活动，三年时间，幼儿在其中自
如地与不同班级幼儿、老师互动；在
园外，幼儿则通过走访水果店、超市、
图书馆、小学、初中等，提升与人交往
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让大班孩子走进小学，是如今很

多幼儿园都会开展的幼小衔接活动。
与传统的“小学半日游”不同，余姚市
实验幼儿园让孩子在小学“沉浸式”体
验一天。“孩子们在小学食堂吃饭，跟
着哥哥姐姐们上课。”罗娜军说，这种
真实体验引发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

“有孩子回来后主动说：‘晚上要早睡，
不然下午上课会困。’而我们的老师也
会针对孩子们遇到的问题，为他们进
行调整，比如把午睡时间适当缩短，来
逐步适应小学里的午睡时间。”

对于“幼小衔接”，一些家长和幼
教工作者难免会走进各种误区，比如：
有的家长热衷让幼儿超前学习小学知
识，却忽视了孩子自理能力与情绪管
理等非知识素养的培养，有的家长还
常向孩子传递小学压力引发焦虑。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学前与特
殊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干部孙丽娜表
示，超前学习和小学化的教育方式违
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不利于
儿童身心健康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幼儿园幼小衔接
工作的重点在于治理“小学化”问题。

将这一内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前教育法》，意味着幼儿园“小学化”将
承担法律责任。

孙丽娜认为，解决幼小衔接问
题，根本是要解决教育的阶段性划分
与儿童发展连续性之间的矛盾，聚焦
儿童素养培养，加强幼小两学段课程
衔接。为此，幼儿园要基于幼儿兴趣
和发展需要，将发展目标、活动内容
与小学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建立联系，
使幼儿经验更加明晰、丰富，为儿童
未来学习与发展积累丰富的感性经
验。在此过程中，幼儿园要警惕两个

变相“小学化”问题，一是直接将小学
课程内容进行游戏化设计，二是让幼
儿提前适应集中授课和强化训练等
教育方式。

幼小衔接，归根结底是一场适应
性成长。李江美在采访中表示，幼小衔
接的目的是让幼儿逐渐了解小学生活
并向往小学生活。罗娜军则表示，通过
科学的幼小衔接，孩子们将充满自信
和期待地走进小学，“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已经准备好。”这或许就是宁波幼
儿园在“幼小衔接”这一教育命题中给
出的最温暖的答案。

是“自然过渡”不是“翻山越岭”

从“日常渗透”到“专题突破”

“科学衔接”才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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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实验幼儿园大班孩子。

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孩
子们的“生长日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