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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实验小学“小幼衔接”

让“顽童”平稳过渡为“学童”
幼小衔接一直是家长热议的话题，幼儿进入大班后，对小学的学习生活充满渴望，小学究竟

是什么样的？老师会像幼儿园老师那样照顾我们吗？校园活动丰富吗？

为此，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老师们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不少新生表现出学习兴趣低

落、恐惧、焦虑，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老师们主动到幼儿园学习，举行

仪式感活动，还不断开发主题融合课程。1 月 19 日，学校专门为一年级学生定制了一场

“欢欢喜喜迎新年”主题活动举行。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严建涌

老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当天，记者来到慈溪市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写年字、挂灯笼、贴对联……
一年级小朋友的教室里，年味十足。

据悉，学校为了让一年级孩子们能更快融入小学
学习生活，开展了“欢欢喜喜迎新年”主题融合课程。

记者看到，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主题，有的班级开
展新年美食节，孩子们围坐一团品尝年味；有的班里挂
满了书签，孩子们欣赏优秀作品，一起猜字谜……

一（4）班教室里，孩子正穿着汉服表演唐诗。老师

说，“梦回唐朝，走进古诗”主题，可以让孩子们对唐
诗、作者，以及唐朝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用幼儿园里
常使用的歌唱、舞蹈等形式，让孩子们明白，诗歌的学
习方式不只有背诵。

“我们在设计课程时既考虑一年级孩子的年龄特
点，也渗透各学科的知识技能等目标。主题融合课程
借鉴了幼儿园的课程设计，显得丰富多彩又趣味盎
然，同时又增加了探究性、知识性，以更好地实现从幼
儿园到小学的自然衔接。”副校长邹丽丽如是说。

在每年五六月份，许多幼儿园会主动寻找结对
小学，带着准一年级新生们参观小学校园。“但是作
为小学，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些什么？”学校教科室主
任余晓艳老师说，“因此，我们开始了对《小学新生入
学适应期幼小衔接策略的研究与实践》这一课题的
研究，也主动和幼儿园对接，这就是课题中提出的

‘小幼衔接’。”
为此，学校曾对往届新入学的儿童开展新生入学

适应情况专项调研。通过班主任与家长电访、对学生
进行随机抽样访谈发现，在学习困难的学生中有87%
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其中交友障碍、不受欢迎、违

纪、攻击行为等适应不良引起的障碍竟占整个心理问
题的25%。还有30%新生在学校里会经常发生头疼、
头晕、肚子疼等身体不适的情况。

学校还特意安排一年级班主任前往慈溪市早期
教育中心学习参观，了解一年级新生之前的学习生
活状态。

“幼儿园没有黑板，到处是可爱形象的布置。而在
小学，方正的教室，方正的黑板，整齐固定的座位，孩
子对上学兴趣大打折扣。”叶佳宇老师参观后很是感
慨，如果小学老师也用心布置教室，面带微笑等待孩
子到来，那么孩子就不会这么惧怕上学了。

由“幼小衔接”转换到了“小幼衔接”，虽然只是视
角转变，但真真切切地让学生、老师和家长感受到便
利。比如，学校将一年级期末考试改为游园形式，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孩子对书面考试的紧张感，让孩子从幼
儿园轻松顺利地过渡到小学学习，这也是小幼衔接课
题研究的成果体现。

实施该课题后，学校举办了许多活动，例如创编
幼小衔接游戏、开发主题融合课程、开展俱乐部课程
等来解决小幼衔接断层。平时除了传统的口头表扬之
外，奖励阳光卡、写表扬信、奖励当小主人等方式，大大

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新生在短时间适应了学校
新生活。

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孩子们对学习活动感兴趣
的学生比例提高；课堂情绪平稳，注意力集中的占比
93.02%；上课能专心听讲的有84.58%，积极回答教师
的提问占88.12%。

近日，从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传来喜讯，学校
的这一课题《小学新生入学适应期幼小衔接策略的
研究与实践》荣获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
等奖。

小幼衔接
让儿童平缓过渡

长久以来，我国的“幼小衔接”是
幼儿园大班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
务，老师重视，家长焦虑，各种指向小
学一年级文化知识学习的衔接活动
开展得如火如荼，幼小衔接的主流，
就是以小学教育的目标、任务、教材、
学法、教法等为标准, 要求学前儿童
尽快完成从“顽童”到“学童”的角色
转换。

从幼儿园大班主动调整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到校外培训机构的幼
小衔接班的广受追捧，从大班幼儿参
观小学的兴奋，到家长购买各种智能
学习机和在线课程的热情，无不表现
出幼儿园在衔接问题上的主动姿态。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却打
破传统，“十年磨一剑”，从“幼小衔
接”走向“小幼衔接”，这一变化不只
是词序的简单倒置, 而是体现了学
校把儿童放在正中央的教育理念。这
种“反向衔接”，在充分考虑学生的认
知能力、学习兴趣和思维习惯的基础
上，积极创编幼小衔接游戏，开发主
题融合课程，开展俱乐部课程，教育
评价方式也向童趣化多样化靠拢，有
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新生更
好地适应学校新生活。这是一种有价
值的探索与实践。

当然，我们要避免矫枉过正，小
幼衔接主动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
式，并不意味着降低学业质量标准，
也不意味着低估儿童的认知水平和
适应能力。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
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学生、老师家长感受到变化，该课题获省级一等奖

如何让“顽童”快速变“学童”？学校研究“小幼衔接”

主题融合课程最受孩子喜爱：“我好喜欢这样的活动” 点评人：
宁波市教科所
李丽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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