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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selected 20 students in senior kindergarten from 3 kindergartens as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explore a comprehensive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towards primary schools and their cognition of primary
schools. Based on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in senior kindergarten thought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those who were tall and strong, followed a daily code of conduct, and
did heavy learning tasks. The cognition of students in senior kindergarten towards primary school mainly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 activities and the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They hoped that there were toys,
easy homework, enough break time and a afternoon snack in primary schools. Children held full of complex
emotions on primary schools. On the one hand, they hoped to grow up quickly to go to primary school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orried about the academic stress. Children expected that adults would give them
som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help children to accomplish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minds. The idea of“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s ”and“let the children be ready for primary schools”should be shifted
to “the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schools to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s be prepared for children”
respectively.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give children emotional support and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children’s anxieties.
Key words: the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children’s perspective；grounded theory

■儿童学习与发展

摘 要：为全面正确认识幼小衔接，了解大班幼儿对小学的认知，笔者选取20名大班幼儿对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表明：大班

幼儿认为小学生是遵守日常行为规范、学习任务重、身材高大；对小学的认知，主要从小学的环境、小学的活动和小学的主体进行

描述；理想中的小学是有玩具的，作业是轻松的，休息时间不要太少，有午点环节。幼儿对上小学充满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希望快

快长大，上小学；另一方面，又担心学业压力。幼儿对成人的期待集中在情感和知识准备上提供帮助。为帮助幼儿顺利进行幼小

衔接，教师与家长应转变观念，从“幼小衔接”转为“小幼衔接”；应以儿童为中心，从“让儿童准备”转为“为儿童准备”；应关注情

感，给予幼儿情感支持；应给予幼儿合理期望，减少幼儿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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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幼小衔接问题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

但据一些学者的调查发现［1］，国内外关于幼小衔接的

研究存在诸多差异。首先是研究内容上，国外研究关

注了家长和教师在幼小衔接中关注的问题，家长和教

师对幼儿入学准备的认识，家长对幼小衔接的感受，家

长参与幼小衔接的愿望，教师对儿童入学准备的期望

等。国内研究仅仅关注了家长对幼小衔接的不正确认

识，教师对儿童入学准备的期望和对幼小衔接活动的

看法。其次是研究主体上，国外研究不仅关注了家长

和教师对幼小衔接方面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关注到儿

童对幼小衔接的看法，认为儿童能够在幼小衔接中提

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2］。相比之下，国内研究主

要关注的是家长和教师两个主体对幼小衔接的认识，

忽视了幼小衔接中最大利益相关者儿童的认知、情感

和期望。

已有研究中我们很少听到来自孩子的声音，但如

果要真正提高对幼小衔接的正确全面认识，是离不开

对儿童的经验和期待的深入理解的［3］。故幼小衔接应

以儿童为主体，尊重儿童的话语权，认真倾听儿童的声

音，建构儿童的话语体系。只有了解幼小衔接的真正

利益者——儿童，其对于小学的认知、情感体验以及对

成人的期待，才能获知儿童希望成人提供哪些方面的

帮助，成人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帮助儿童顺利度过幼小

衔接。

二、研究方法

（一）收集资料的方法——访谈法

笔者选取1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通过分层抽样

的方式，选择学号为3的倍数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筛

选20名大班幼儿作为本研究的访谈对象。由于访谈

对象是幼儿，因此访谈问题应明白易懂，简要具体，具

有可操作性［4］176。在正式访谈之前，提前编制好访谈提

纲进行预访谈，选取2名大班幼儿为预访谈对象。在

预访谈过程中，随时根据访谈对象对访谈提纲进行修

改。最终确定3个维度7个问题：1）幼儿对小学的认知

——小学生是什么样的？小学是什么样子的？你希

望小学是什么样的？2）幼儿对小学的情感体验——今

年9月份上小学，你会担心吗？担心什么？3）幼儿对

成人的期待——你希望幼儿园老师怎么帮助你顺利

上小学？你希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怎么帮助你顺利上

小学？

（二）分析资料的方法——扎根理论

1.数据整理

转录每名幼儿的访谈记录，共转录文字稿15142字。

2.数据分析

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分析。首

先，反复阅读原始材料，提取幼儿话语的关键词，形成

一级编码；其次，发现和建立一级编码之间的联系，归

纳形成二级编码；最后，对二级编码进一步分类概括，

形成三级编码。

（三）研究效度

为提高研究效度，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会反复倾

听访谈录音，结合实际的情境体会幼儿的想法，理解幼

儿的话语，提炼关键信息。其次，研究者将编码结果交

由专家审阅，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直至达到相应

的要求。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对小学的认知

小学与幼儿园在诸多方面是不同的，研究者通过

询问大班幼儿对小学生和小学校园的看法了解其对小

学的认知程度。

1.对小学生的认识

访谈中研究者通过询问幼儿“小学生是什么样

的？”根据幼儿的回答进行了编码，结果呈现如表1。

由表1可知，22.6%的幼儿认为小学生是有学习压

力的，主要活动就是上课、写作业；由于小学生作业“繁

重”，所以有6.4%的幼儿认为小学生休息时间很短，所

以很累；有58.0%的幼儿从穿着和外观上来描述小学

生，认为小学生穿着是统一规范的，外观是高大漂亮

的，“他是穿着校服，穿着鞋，还有带着红领结的。”可

见，校服对于幼儿来说是一种“长大”的象征，幼儿能够

拥有校服，非常兴奋［5］55-76。另外，还有12.9%的幼儿认

识到小学生的生活活动是有差异的，比如，“不能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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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能玩游戏”等。

2.对小学校园的看法

小学不同于幼儿园的生活环境，不仅外部环境有

所不同，内部环境（人际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那

么，大班幼儿是否对整体环境有所认识，幼儿喜欢的小

学校园又是什么样子的？访谈中我们问了“小学是什

么样子的？”“你希望小学是什么样的？”

（1）“小学是什么样子的？”

注：访谈时，有的孩子既说了“要写字、做作业”，也说了“休息时间短”。针对这种情况，编码时采取重复赋值的方式。全文均采用

重复赋值的方式，在此统一说明。

表1 大班幼儿心目中“小学生的形象”

三级码

学习压力大

日常行为规范

总计

二级码

有学习任务

休息时间短

穿着统一规范

生活活动不同

外观高大漂亮

一级码

要写字

上数学课、英语课、美术课

做作业

不能睡觉

休息时间短、很累

穿校服，戴红领巾

背书包

不能吃点心

不能玩游戏

带水杯

小学生很高

漂亮

N

1

4

2

1

1

9

6

1

1

2

1

2

31

%

3.2%

12.9%

6.5%

3.2%

3.2%

29.0%

19.4%

3.2%

3.2%

6.5%

3.2%

6.5%

100%

三级码

小学的环境

小学的主体

小学的活动

不知道

总计

二级码

教室的外观

教室的设备

老师

小学生

写字，做作业

上课（不一样）

佩戴红领巾

不知道

一级码

有三角形的屋顶，长方形的门

外面的墙是白色的

空间很大，有好多好多人

有黑板，还有好多椅子

有楼梯

好多桌子

门跟幼儿园的不一样

有很多老师

老师好高

老师要收作业

很多哥哥姐姐

知道小学要写字

做作业要交给老师

上课要坐端正，不能随意动

小学还要每天戴红领巾

没去过

N

2

1

5

2

1

1

1

1

1

1

1

3

2

1

1

6

30

%

6.7%

3.3%

16.7%

6.7%

3.3%

3.3%

3.3%

3.3%

3.3%

3.3%

3.3%

10%

6.7%

3.3%

3.3%

20%

100%

表2 大班幼儿对小学校园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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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23.3%的幼儿能够认识到小学的活动

与幼儿园的活动有所不同，“要写字，要做作业交给老

师”。从幼儿对小学活动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很清楚

小学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活动，同时也意识到小学需要

学习许多课程，“要学习语文、数学、英语，还有很多”，

放学后还要做很多家庭作业，并对家庭作业难度表示

出担忧。此外，他们认识到佩戴红领巾是进入小学的

一种象征，并对拥有红领巾感到兴奋。

而在学校物理环境方面，26.7%的幼儿认为小学

教室面积大，可以放很多桌椅，桌子上面摆满了本子和

书；对于教室里的设备，幼儿特别强调每个教室都会有

黑板。人际环境方面，幼儿清楚地知道小学会有很多

哥哥姐姐，还有高高的老师。另外，还有20%的幼儿对

小学并不了解。

表3 大班幼儿喜欢的小学形象

三级码

漂亮的环境

多样的活动

总计

二级码

墙是干净的、粉红色的

有玩具柜

像王国一样漂亮

有期待的桌子和椅子

作业是轻松的

喜欢的科学课、美术课

吃点心

穿校服，升国旗

一级码

希望它的墙是粉红色的

墙不要那么脏，不要乱涂乱画

里面有玩具柜，我可以带玩具过去

看上去像个王国

很漂亮的

墙上贴有漂亮的画

桌子和椅子是蓝色的

有一个大桌子，旁边有可以坐两个人的椅子

桌子上可以贴自己的名字

在小学可以练习做作业，不然我怕不会做

小学作业不要太多，不要太难

作业可以少一点，不要做一天

有我喜欢的科学课

可以做美工

睡觉醒后可以吃点心

小朋友都穿着校服

升国旗活动

N

1

1

1

1

5

1

1

1

1

1

2

2

2

1

1

1

1

24

%

4.2%

4.2%

4.2%

4.2%

20.8%

4.2%

4.2%

4.2%

4.2%

4.2%

8.3%

8.3%

8.3%

4.2%

4.2%

4.2%

4.2%

100%

（2）“你希望小学是什么样的？”

表3显示了幼儿认知中小学的形象。那么，他们

喜欢什么样的小学呢？由表3数据可知，54.2%的幼儿

从环境来描述希望中小学的样子。一方面是从整体来

感知小学的环境，是像王国一样的漂亮、干净和多彩

的。另一方面是从教室里的设施具体描述小学的环

境，比如，“桌子上贴上自己的名字”“桌子和椅子是蓝

色的”“教室里有画”“有玩具柜并放满玩具”等。从幼

儿描述教室里的环境来看，一部分幼儿是从自己接触

到真实小学的环境进行客观描述，比如“我上次去小

学，然后看见小学的桌子上贴着名字，桌子上还有书，

小学生趴在上面写字”；另一部分幼儿是在已有经验基

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比如，“我想要小学的墙不要那

么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在墙上用油画棒乱涂乱

画。”45.8%的幼儿希望小学能够开展多样的活动，同

时对活动也提出自己的要求，比如，“希望作业是轻松

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难”“可以开展喜欢的科学课和

美术课”“可以有吃点心环节”等。可见，幼儿理想中的

小学生活跟幼儿园的生活还是有相似的部分，比如有

玩具，有点心环节，有喜欢的美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等。

（二）对小学的情感体验

询问幼儿“今年9月份上小学，你会担心吗？”以了

解大班幼儿对上小学的情感态度。有65%的幼儿对小

学生活充满了积极体验，另外35%的幼儿表达了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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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消极体验。

1.上小学的意愿

由表4可知，幼儿上小学的积极体验来自成长需

要、陪伴支持和已有经验。成长需要包括身体上的发

展和心理上的发展，比如，“上小学就是小学生啦”“上

小学就能超帅，比人家高”。陪伴支持主要来自家人和

同伴的陪伴，比如，“我的好朋友浩浩也上小学啦，我不

担心”“因为爸爸妈妈会来接我，我不会担心”。有关研

究也表明，与朋友一起入学比起没有这种亲密关系的

幼儿来说，他们对于学校的态度更积极，也更愿意适应

学校的环境［6］。已有经验是指幼儿之前有去过小学的

经验，小学对幼儿来说不是陌生的环境，这给予幼儿心

理上的安全感。因此，带幼儿参观小学和家人的及时

陪伴是幼儿顺利入学的必要因素。

2.上小学的担忧

由表4可知，有不少幼儿表达了对上小学的担忧，

主要原因有：学业压力、环境压力和规则压力。幼儿提

及频率最高的是学业压力，学业压力可分为学业本身

造成的学业压力、教师造成的学业压力和家长造成的

学业压力［7］。学业本身造成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不会

学习”“不会做作业”；教师、家长造成的学业压力表现

在幼儿考试考不好害怕被老师和家长批评。环境压力

主要来自于幼儿对小学陌生环境的不安全感，小学的

环境中没有熟悉的同伴和幼儿园老师。规则压力主要

表现在幼儿担心不能很好的执行规则，比如“上课时不

能随意动”等。有关研究指出，儿童都认识到幼小衔接

中个体认识规则的重要性［5］，并认为进入小学要学习

规则［5］。

（三）对成人的期待

通过访谈得知一些幼儿的确对升入小学有各种

困扰。于是询问幼儿是否需要老师和父母的帮助。

1.对老师的期待

询问幼儿“你希望幼儿园老师怎么帮助你顺利上

小学？”6人明确表示不需要老师的帮助；5人不知道是

否需要老师的帮助；只有9人明确表示需要老师的帮

助。那么，幼儿对老师的期待是什么呢？

由表5可知，56%的幼儿希望幼儿园教师能够提

供情感上的支持，比如，经常来小学看望幼儿，教师经

常表扬幼儿做的好，帮幼儿了解小学生的一日生活等；

44%的幼儿希望幼儿园教师提供课业上的帮助，比如，

教幼儿写字、认字、做作业和教数学。

2.对父母家人的期待

表4 大班幼儿上小学的情感体验

三级码

积极体验

消极体验

总计

二级码

成长需要

陪伴支持

已有经验

学业压力

环境压力

规则压力

一级码

长大啦

想上小学

有小伙伴

父母接我

每天可以给姐姐打电话

去过小学

被老师批评

不会做作业

考试考不好

不会学习

和幼儿园老师分开

和好朋友分开

离妈妈太远

上课不能随意动

N

4

1

3

1

1

1

1

2

1

1

1

1

1

1

20

%

20%

5.0%

15%

5.0%

5.0%

5.0%

5.0%

10%

5.0%

5.0%

5.0%

5.0%

5.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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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码

课业上的帮助

情感上的支持

总计

二级码

写字、认字

教数学、做作业

陪伴

鼓励

熟悉小学生的生活

一级码

老师可以教我们写字

有些字我不认识，希望老师能帮我

老师可以教我们做数学

我作业有点不会做，希望老师帮我

我希望老师能去小学看我们

希望老师可以陪我们一起去上小学

我上课认真，老师表扬我

希望老师给我讲一下小学生是什么样的

小学的生活与幼儿园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N

1

1

1

1

1

1

1

1

1

9

%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00%

表5 大班幼儿对老师的期待

三级码

接送上学

入学准备

辅导功课

总计

二级码

送我上学

接我放学

文具

学费

学会骑自行车

写字、识字

做作业

教数学

一级码

爷爷奶奶送我上学

爸爸妈妈送我上学

外婆接我放学

希望爸爸妈妈给我买书包

要买铅笔、橡皮、卷笔刀，要买很多很多东西

爸爸妈妈给我交学费

要学会骑自行车，因为姐姐是骑自行车上小学的

爸爸妈妈可以教我写字

教我认识字

爸爸妈妈教我做作业

上小学的第一天放学教我做作业

教我1+1，还有6+6等于几

N

2

1

2

3

1

1

1

1

1

2

1

1

17

%

11.8%

5.9%

11.8%

17.6%

5.9%

5.9%

5.9%

5.9%

5.9%

11.8%

5.9%

5.9%

100%

表6 大班幼儿对父母家人的期待

询问幼儿“你希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怎么帮助你

顺利上小学？”3人明确表示不需要父母家人的帮助；1

人不知道是否需要帮助；16人明确表示需要父母家人

的帮助。那么，幼儿对父母家人的期待是什么呢？

由表6可知，29.4%的幼儿希望父母家人能够接送

上学；35.3%的幼儿希望父母家人可以提供入学准备，

具体包括买文具、交学费、学自行车；35.3%的幼儿希

望父母家人能够辅导功课，具体包括教幼儿写字、认

字、做作业和教数学。

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对情感上的依赖更多地来自

于幼儿园教师，而且幼儿对成人共同的期待是能够得

到课业上的支持。

四、讨论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从“幼小衔接”转为“小幼衔接”

中国的幼小衔接主要是幼儿园主动向小学对接，

其实质是让大班幼儿提前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幼

小衔接的任务落在了幼儿园身上，小学置身事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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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念导致幼儿对小学的认知出现偏差，如对小学活

动的认识就是写字、做作业，并未深入了解小学开展的

活动有哪些；有的幼儿甚至因为课业压力大而讨厌去

上小学，“不会做作业，考试考不好”。

“小幼衔接”强调小学与幼儿园有“适当差距”，强

调幼儿入小学应当“平缓过渡”而非急拐弯［8］。小学与

幼儿园应该加强合作，其合作应具有持续性、双向性和

渐进性。持续性是指幼儿园与小学的合作关系是长久

的、连续的、密切的，即每年幼儿园大班与小学的一年

级都建立起稳定的、密切的合作关系。双向性是指幼

儿园不仅要主动向小学进行衔接，小学同样也要主动

向幼儿园进行衔接。特别强调的是小学向幼儿园的衔

接，比如，小学教师也应该多去幼儿园参观，了解大班

幼儿的学习特点，幼儿园的教学方式与方法，从而更能

够设计出符合新入学孩子学习特点的教学方式与方

法，让幼儿不再畏惧上小学面临的课业压力。渐进性

是指幼儿园与小学的合作应该循序渐进，从一开始的

幼儿到小学参观，小学教师到幼儿园为家长做讲座，过

渡到双方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如互访、共同参加教

研活动、共同设计幼小衔接课程等［9］。

（二）以儿童为中心——从“让儿童准备”转为“为

儿童准备”

幼小衔接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儿童主体性的失

落，儿童的话语缺失，儿童的被动安排［10］。成人视角下

的幼小衔接实践遵循“让儿童准备”这一理念，使儿童

的行为符合入学要求，造成学前教育小学化。但“如果

要真正达到对幼小衔接的正确全面认识，是离不开对

儿童经验和期待的深入理解的。”［5］47所以，儿童作为幼

小衔接的主体和真正利益的相关者，应以儿童为中心，

从“让儿童准备”转为“为儿童准备”。

“为儿童准备”是指小学与学前机构双向服务于

儿童，以落实服务取代以往硬性的入学标准，凸显儿童

的中心地位［10］。在幼小衔接中，要充分尊重儿童的主

体地位，关注儿童身份的转变，认可儿童的主观能动

性，并鼓励儿童积极地参与到幼小衔接中来［1］。例如，

组织幼小衔接系列谈话活动，邀请家长和教师（幼儿园

教师和小学一年级教师）认真倾听幼儿的声音，了解他

们对入小学的认知、情感态度和期望。还可以鼓励幼

儿用绘画、手工、拍照等多种方式来呈现心目中小学的

模样，帮助成人更好地了解幼儿的想法，从而建构符合

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衔接策略。

（三）关注情感——给予情感支持

德国的哈克教授认为，处于幼儿园和小学衔接阶

段的儿童，一般存在六个断层问题：关系人的断层［11］，

学校方式的断层，行为规范的断层，社会结构的断层，

期望水平的断层，学习环境的断层。其中关系人的断

层，即幼儿入学后需离开幼儿园教师，去接受要求更加

严格、学习期望更高的小学教师，给幼儿带来焦虑和不

安［11］。同时，幼儿从幼儿园进入小学，面对新的同伴，

可能会经历同伴冲突［12］，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压力。访

谈过程中幼儿入学的消极体验来自于缺少同伴、幼儿

园教师的陪伴。可见，幼儿迫切需要他们的情感支持。

借鉴法国的做法，将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一、二年

级划为一个阶段，原来的教师仍然跟原来的幼儿保持

联系，并推选一名负责教师，所有这个阶段的教师一起

探讨教学等，减少幼儿对新教师的陌生感［11］。其次，密

切与一年级小学生的联系，多组织相关的社交活动，譬

如，小学的运动会邀请幼儿园的孩子来参加。生活科

目的一些课程也可以邀请入学前的孩子来参加［13］。一

方面帮助幼儿了解小学生的生活，减少其对小学生活

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增加幼儿与大孩子交往的经验，减

少心理的不安。

（四）合理期望——减少幼儿担忧

成人“幼小衔接”观念会直接影响幼儿的认识［14］。

幼儿对小学产生消极情感最主要的因素来自父母和教

师的期望，如“担心自己考试得零分”“担心作业不好的

话被老师关在学校里”“要一直写作业，没有休息的时

间”。根据哈克幼小衔接六个断层问题，期望水平的断

层来自父母或教师对幼儿更高的期望，且期望主要集

中在小学课程知识的准备上面，给幼儿带来负担和压

力。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早已研究发现，积极

期望是对孩子的赞赏、鼓励、支持和对儿童成长的关

心，而不是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经常受到教师积极

期望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发展水平要好得多［15］。

幼小衔接并不仅仅指认知能力的准备，并不是小

学课程的提前，还应包括情感、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

7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8期

的准备［9］。幼儿的发展是整体性和长期性的，应该用

长远的眼光对待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13］，

尊重幼儿发育的特点，循序渐进，为幼儿各方面做好准

备。唯有如此，才能顺利实现幼小衔接，才能够为幼儿

健康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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