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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直播，我们说的是‘小幼
衔接’而非‘幼小衔接’，虽然只是词
序的简单转置，但这背后体现的是
对儿童入学适应性教育更深入的理
解和实践。”直播一开始，来自慈溪
市文锦书院的教导主任胡余芳就点
了题，“在现有的衔接举措中，我们
发现，幼儿园入学准备探索比较多，
小学主动衔接的比较少；参观互访、
整理书包等行为形式上的衔接较
多，学科教学类的衔接较少。”而从
今年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来看，在加强学段衔接方面，对小学
一至二年级的课程与教学都提出了
专门的衔接要求。也就是说，小学必
须要调整低年级的教学脚步，才能
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打好基础，积攒
学习的持久动力。

“一年级孩子认知以形象思维
为主，所以老师需要努力将抽象的
学习内容，转变为形象的学习内容
或过程。”叶建松举例，比如学习

“高”字，老师可以用编写儿歌的方
式教给学生，“一点一横长，口字在

中央，大口不封口，小口里面藏”，
既充满趣味性，也大大降低识记生
字的难度，学生们很乐于接受。同
时，老师们应当关注学习方式的多
样性，用“你比我猜”、课间操等游
戏的形式来展开，帮助孩子识记和
巩固。

“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
因此在语文学科的小幼衔接上，我
们老师要特别关注一年级孩子的学
习心理，注重学习兴趣的激发。”叶
建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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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是家长成
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转换自己
的角色，不断学习和自我成长，从心
理上和情感上给孩子最大的支持和
帮助，让孩子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
点都走得更加从容。”直播最后，两
位嘉宾还给新生家长不少建议。

“就语文学科来讲，还要重视阅
读习惯的养成，多陪伴。爱阅读能让
孩子增长见识、积累足够多的词汇，

为以后写作文打下良好的基础，还能
提升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为其他学
科学习打下基础。”叶建松建议，家长
在家里也可以为孩子创设好的阅读
环境，比如书架、书桌的设置，绘本故
事的准备等，每天有半小时左右时间
和孩子一起阅读。多带孩子走进生活
中的语文，认一认路牌、超市货架上
标注的文字等，让孩子获得充分的成
就感。也可以让孩子将学校里学到的

知识回家来教一教爸爸妈妈，既增进
亲子沟通，也提升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和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家长朋友要理性
看待孩子上小学的问题，不要过于
紧张，过多地关注成绩；要重视正
面积极的鼓励和引导，给予孩子更
多的信心。遇到问题和孩子及时沟
通，也可以和班主任及任课老师协
调沟通。

说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邵
爱珠认为，小学可以向幼儿园借鉴，
营造有趣的课堂教学氛围，丰富课
堂形式，通过具有训练目的的游戏，
促进孩子在数学、认知、空间理解、
想象力等方面的发展，因为在游戏
中，孩子可以自由地、没有任何压力
地宣泄内心的情感、寻找问题的答
案，同时也会把“成功”的希望从游
戏拓展到学习中去，像手指游戏、猜
数游戏、骰子游戏、扑克牌游戏等都
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教学之外，叶建松特别提
到老师需要格外关注学习评价的多
元性：“运用鼓励性的教学评价语
言，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回
答问题的学生的自信心；课堂教学
环节中，如果学生的表现不尽如人
意，此时要让学生知道自己哪方面
做得好，哪方面还需要改进，教师的
评价语应该具有指导性。比如，学生
回答问题速度很快，下面的学生不
清楚，教师可以说‘你讲得很有道
理，要是能把语速放慢一点，同学们

会听得更清楚’，这些评价对一年级
的学生非常必要有效。”

把小幼衔接的内容融合在日常
的课程教学中，在余姚市东风小学，
就有着很多值得推广的好做法。

“除了国家基础课程，我们还通
过校本课程来开展衔接，比如‘晨
诵、午读、暮省’课程等，在班级里开
辟读书角，把铃声设置成孩子们诵
读的古诗文，配上优美的古风音乐，
让校园每一天都浸润在经典诵读声
中。”叶建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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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师说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