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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幼小衔接中儿童适应性问题探析

杨晓琴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合作　７４７０００）

摘　要：儿童结束幼儿园生活到小学生活的过渡阶段中普遍存在着学习环境、人际关系、行为要求、活动方式等方面的适应不

良问题，往往造成儿童学习积极性差、注意力不集中、焦虑紧张等情况。对此从幼儿园、小学、家庭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与对策，希望帮助儿童顺利地适应小学生活，完成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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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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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

条件。儿童结束幼儿园生活到小学生活的过渡阶段

中普遍存在着不适应，此阶段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

一个转折期［１］，儿童进入到小学后，一切都感到很陌

生，老师、同学、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小学教师

要求严格，上课时间长、布置的作业量大，自由活动

时间短等等都会在不同程度地使儿童感到不适应，

然而这些不适应往往会让儿童产生心理压力，不利

于儿童求知欲望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进而阻碍

儿童的健康发展。

一、幼小衔接阶段儿童的不适应及其影响

（一）学习环境的不适应

１．教室环境。幼儿园的活动室，一般布置地色

彩丰富、生动活泼，设置各种区角，例如：美工区、图

书角、娃娃家、小超市、自然角、理发店等等，孩子可

自由选择活动，对儿童的吸引力更大。而小学的教

室布置的相对严肃、单调，没有玩具，桌椅摆放固定，

教室里几乎没有游戏的活动场地，操场上的运动和

游戏设施适合高年级学生，对刚入学的儿童几乎没

有适合的，儿童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

２．作息制度。幼儿园与小学是不同性质的教育

机构，因此，在作息时间安排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幼

儿园以活动为单位安排休息，小学以课为单位安排

休息。幼儿园入园时间为七点四十到八点半之间，

离园时间为五点，上午有一小时的集体教学时间，中

午安排两小时左右的午睡时间，其他都是游戏和户

外活动时间。到而小学早上入学时间为七点，离校

时间为五点半，每天安排６－７节的集体教学时间，

中午孩子在家一般不午睡，睡眠时间不足；儿童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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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时间很少，致使很多儿童在回家的路途中玩，

不愿回家。

（二）人际关系的不适应

１．师生关系。幼儿园老师是儿童的第二任母

亲、知心朋友、游戏的伙伴，一直陪在儿童的身边，在

生活和学习上都给儿童无微不至的照顾，帮助儿童

解决困难，儿童从心理上依赖老师。而小学教师仅

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上完自己的课程后，就离开了

教室，儿童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独立地解决，在这个逐

渐摆脱依赖到独立的过程中，无疑会让孩子产生压

力和负担。

２．伙伴关系。结束幼儿园生活后，就同幼儿园

的“好朋友”分离，到新的学习环境中需要结交新的

朋友来定位自己，在这个分离与重建友谊的过程中，

儿童会感到孤独、寂寞、焦虑。

（三）活动方式的不适应

１．活动方式。幼儿园教育是启蒙教育，它以游

戏为活动的主要形式，让儿童在玩中学，学中玩，孩

子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因此，幼儿园教师教学

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形象性的特点，注重通过游戏

活动来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而小

学采用以上课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不许说话不许做

小动作，分科教学，强调系统文化知识和读写算术等

基本技能的学习，更加重视对孩子知识的灌输［２］。

例如：在幼儿园中的学习和认识数字的课程中，幼儿

园老师通过出示由数字构成的各种小动物图片，让孩

子从中找出是由哪些数字构成动物的躯干，并且这些

数字都像什么等等的方式，这种方法能让儿童产生对

数字的兴趣；但是，小学对这些数字的学习采用死记

硬背和强化练习的方式，整个活动过程索然无趣。

２．学习方式。儿童在幼儿园中通过游戏学习周

围生活中一些粗浅的知识和技能，没有作业，整个学

习过程轻松愉快，学习兴趣也更加浓厚。而小学有

严格的教学大纲和学习目标，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方

式，学生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家庭作业，并且识记

内容逐渐扩大，主要采用机械式的识记方法，学生需

要勤奋刻苦才能完成学习任务。学习的主动性大大

降低，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四）行为要求的不适应

１．行为规范。幼儿园是保教并重的教育原则 ，

在幼儿园里认为是正常的个人需求，在小学并不被

重视，儿童入小学后，必须学会正确的认识自己，以

前感性的行为准则逐渐被理性 的行为准则所替代。

２．期望水平。在幼儿园时期着重对儿童德、智、

体、美各方面的培养，注重良好情感和行为、学习习

惯的养成。进入小学后，被正规的学习活动所取代，

家长和教师对孩子的期望也提高，考试成绩为学习

好坏的唯一指标，同时减少儿童玩游戏、看电视的时

间，学习要求从宽松到严格，势必会让儿童感到

压力。

之所以出现以上各种不适应性问题，是因为幼

儿园和小学存在明显的差异，此阶段的儿童处于从

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期，也是角色转换期，然而这个

转换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突如其来的。儿童还

没有做好准备来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从进入小

学的第一天起，儿童就要与过去熟悉和习惯化的生

活环境、学习环境挥手告别，摆脱对幼儿教师和父母

的依赖，独立地解决所有问题和困难，对刚入学的儿

童来讲这种变化肯定是没有办法完全适应的。

儿童入小学不适应问题对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的

影响极大，这些不适应问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幼儿

园应该为幼儿做好社会适应性与抽象逻辑思维的准

备；小学加强对入学新生这方面的教育；家长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念，注重对孩子独立、坚强、勇敢、乐观的

性格培养，通过这三方面的对策指导，则儿童进入小

学后出现的种种不适应问题均可得到克服。

三、提高幼小衔接中儿童适应性的对策

（一）幼儿园适应性对策

在儿童入小学前，幼儿园可有意识地带领孩子

熟悉幼儿园的生活环境，例如：带领儿童参观小学生

上课，观看小学生做操，升旗等等，激发儿童上小学

的欲望，帮助儿童树立对未来的美好构想，在行为习

惯、人际交往、学习等各方面给予儿童指导和帮助，

为尽快适应小学打下基础。

１．学习时间的衔接

幼儿园大班的集体教育活动时间是３０分钟左

右，注重游戏，以儿童为主体，活动过程动静交替，而

小学上课为４０分钟左右，要求严格遵守课堂纪律，

不许说话不许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许多孩子如坐

针毡，因而对小学生活感到失望，所以，幼儿园应适

当延长集体教学活动时间，让儿童在时间概念上做

好准备。

２．学习方式的衔接

幼儿园大班教师应找出一年级与大班各项要求

的差距，制定出有利于帮助儿童减少入小学适应性

问题的教学方案，注重在活动中激发儿童对事物的

关注和兴趣，加强儿童学习的稳定性、持久性，还有

注意力、思维的培养。坚持适度地开展一些读写活

动，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和识字写字能力，培养儿童

对知识的好奇和外部事物的探索，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

３．能力和情感的衔接

幼儿园教师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性，要求儿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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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使孩子学会必要的技能，例如：

自己提裤子、系鞋带、穿衣服、叠被子，按时入园、按

时休息、整理自己的物品、听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等

等，尽量减少儿童入学忘东忘西，不知道如何做的现

象，使儿童逐渐学会管理自己。其次，培养儿童的人

际交往能力，创造一个宽松、自由、和谐的环境，鼓励

儿童与同伴、教师之间的交往，幼儿教师也可利用家

长会、家园联系册、家长园地等等提高家长的思想认

识，要求家长多带儿童出去游玩，让孩子在得到快乐

的同时，成长为乐于和善于交往的人。

（二）小学的适应性对策

小学应帮助儿童尽快适应小学生活，光靠幼儿

园是远远不够的，小学教师也应在各个方面进行调

整，使儿童入小学初期自然地进入角色。

１．合理调整教学方式

小学教师应当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增加唱歌、

游戏、舞蹈、体育等活动课程，增强小学教育内容的

趣味性，合理安排作业，为幼儿创设宽松、愉快的学

习环境，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３］

２．重视教学环境的创设

小学教师可布置一个充满童趣色彩又体现小学

学习特点的教室，教师可与儿童一起画画、制作手工

装饰教室，适当地设置一些自然角，摆放富有生命力

的花草，还有阅读区，摆放漫画书、故事书、绘本等，

吸引儿童上学的欲望，减轻儿童入小学的不适应。

３．作息时间的调整

幼儿园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时间为１０分钟，

小学生为１５分钟，而上课时间为４０分钟，因此，小

学应为刚入学儿童设置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注重

动静交替，劳逸结合。

４．行为要求的转变

小学教师也 应注意对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培

养，如自己整理东西（文具、书包）、注重衣物的整洁、

待人接物的方式，鼓励儿童动手动脑地探究问题，这

些都会对儿童产生重要影响。

５．加强与幼儿园的互动

幼儿园与小学虽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教育机

构，但幼儿园为儿童进入小学要做好准备，小学应提

早与幼儿园加强联系，更好了解儿童的情况，制定科

学的教学方案，提高小学的教育质量。

（三）家庭的适应性对策

做好儿童入小学的适应性准备，家长也必须参

与进来，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和终生教师，对儿

童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作用不可忽

视。［４］幼儿园和小学也应做好家长工作，帮助家长掌

握衔接过程中的重要科学知识，同步地对儿童进行

教育，使儿童顺利地适应小学生活。

１．指导儿童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会让儿童受益终身，家长要注

意观察孩子 一言一行，发现不好的习惯及时制止，

并教给正确的方法。具体来说，还是要从身边的的

小事做起，例如：按时完成作业，今天的事情今天做

完，对于儿童的各种提问，家长要有耐心的回答并鼓

励儿童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和解决，保护儿童的求

知欲，激发儿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长期下来，儿童

便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２．激发儿童上小学的兴趣

我们都知道，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作为家长

要懂得去激发孩子想上小学的兴趣，让儿童内心产

生想上小学的愿望，例如：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路

上，看见小学生上学的，可对孩子说：“看大哥哥姐姐

多棒，背着小书包自己就去上学了”。使儿童产生羡

慕之情。在家孩子问问题时，家长要耐心回答，有时

也可说：“等你上了小学就知道了。”使儿童对小学有

向往之情，也可经常带孩子到家里有小学生的邻居

家去玩，让儿童感受到小学生拥有更多的知识，从而

产生想上小学的愿望。

３．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家长要让儿童知道自己长大了，要成为一名小

学生了，学习和生活不能完全依靠父母和老师了，要

逐渐学会独立生活、学习、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遇到困难和问题自己解决，要让儿童从每一件小事

做起，例如：自己洗脸、穿衣服、系鞋带、扫地、洗自己

的袜子、整理自己的图书和玩具，这些都能提高儿童

独立生活的能力，增强其自信心。同时，有意识地培

养儿童有条理做事的习惯，给儿童一个书包，让儿童

把认为是必要的东西装进去，问问儿童还需要带什

么？想想老师还有什么要求？发展儿童的记忆力和

思维，这对儿童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这样以来儿童

入小学前能独立做很多事情，自理能力大大增强，进

入小学后便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

４．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很重要，表现在儿童入小

学后对新的人际环境的适应上，人际交往能力差的

儿童，不能主动与同伴交往，遇到问题和困难也不会

寻求老师和同伴的帮助，结果很难结交朋友，他们感

到孤独、沮丧，久而久之，学校对儿童的吸引力也大

大降低。因此，为了消除儿童对陌生的人际环境的

不适应，家长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例如，多让儿童

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交往，到小区广场和其他小

朋友游戏，多到亲戚家、邻居家玩，鼓励儿童结交新

朋友，让儿童成长为善于和乐于结交伙伴的人，发展

其交往能力。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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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锐志，同时也会使他们丧失更深刻、更全面地体

会生活和生命中的各种滋味的机会，倒是那些饥寒

交迫的贫家子弟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把自己的潜

力和智慧比较好地开发出来。所以生活锻炼是必不

可少的。

第三，要认识劳动人民的艰辛，培养孩子自食其

力的能力。有人曾讲过郑燮临终“欲尝亲蒸之馍”的

故事，说郑燮弥留时，其子问父有何教诲，父对子曰：

“欲尝亲蒸之馍”，于是其子下厨逡巡，手忙脚乱于厨

房，几番操作，几番难成。父亲奄奄一息，积聚精力

等待，终于没有等到儿子功成。在为父亲更衣时，发

现枕下留有纸条：“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祖宗靠自

己。”［５］另一个板本也说，郑燮病危之时，有意要嗣子

跟厨师学习，亲手为他做馒头。待馒头做好时，郑燮

已断气，只留下一纸：“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

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

汉！”［４］这两个版本应该说都出自野史或传闻。这里

所说的的儿子，大概说的是郑墨过继给予他的儿子，

因为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郑燮饶五娘生的儿子刚入

学，即病夭于兴化老家，是年郑燮已５７岁，该年郑燮

还写信给舍弟，但不管怎么说，郑燮注重培养孩子的

独立精神确是事实。如，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

自立、有用的人，郑燮特意抄了四首顺口好读的古代

诗歌，让堂弟郑墨教其儿子边读边唱，从中受到教

育：“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

头肉。”“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

者，不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

放脚眠，蚊虫?蚤出。”［２］３１郑燮抄录四首五言绝句，

令儿子“且读且唱”，目的当然不是“好骗果子吃也”，

而是要让孩子体悟到务农的艰辛，将来学会自食

其力。

总的来说，郑燮在幼儿家教方面的思想是丰富

的，见解也有其独特的方面，他既重师教又重家教，

特别注重家人对孩子的无形影响；他注重孩子的品

德教育，把做“好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并要

求注意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解除孩子束缚的同时，

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这些思想对现今的学

前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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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衔接的根本问题在于促进

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的发展，因此，做

好幼小衔接是儿童适应小学生活的需要，其目的就

是解决儿童入学的适应问题，我们应对处于衔接阶

段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做进一步的探索，帮

助儿童顺利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促使他

们健康、活泼、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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