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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做好幼小科学衔接，各利益相关者应明确国内外相关政策文件精神要领，把握幼小衔接的内涵与特点。作为幼小衔接

工作中的发起者、支持者与合作者，家长容易陷入自我主义与学科知识主义的固定式思维，产生对幼小衔接教育主体、小学“零

起点教学”、幼儿园“去小学化”的误读与困惑。及时澄清家长的现实困惑，厘清谁来衔接、衔接什么、如何衔接三方面的问题十

分必要。基于家长视角，化解幼小衔接的现实困惑，应克服在价值、情绪与行为上的痼疾，形成科学的教育观念，塑造理性的教

育心态，建立协同的共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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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scientific transi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imary school，it is important for all stake⁃
holder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documents，and to grasp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transition. As initiators，supporters and collaborators of the transition，parents tend to fall into a fixed mindset of ego⁃
ism and subject knowledgeism，resulting in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usion about the main body of transition education，the‘zero-
start teaching’of primary schools and the‘de-primaryisation’of kindergartens.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reality confusion of parents
and to clarify the three aspects of who，what and how should be bridged. To resolve the confusion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arents’per⁃
spective，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chronic problems in values，emotions and behaviours，to develop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edu⁃
cation，to shape a rational educational mindset and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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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是幼儿发生在童年

时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1］，顺利过渡到小学有

助于幼儿日后在学业与社会上的成功［2］。2017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了题

为《强势开端 V：幼小衔接》（Starting Strong V：

Transitions fro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to Primary Education）的报告，就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发展衔接、课程与教学衔接以及幼儿发

展衔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此回应高质量

早期教育体系构建与延续的论题。2021年3月教

育部为深入贯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

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专门针对幼

小衔接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布置了重点任务，回答

了在幼小衔接工作中“谁来衔接”“如何衔接”“衔

接什么”等问题，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应建立幼小

互通的伙伴关系，形成合力，进而提高幼小衔接

的有效性，构成良好的教育生态。7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双减”文件），其中也提及要“积极推进有效

科学衔接”，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

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开展线

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进而做到解放儿童的

补习时间，落实课程改革，缓解家长的焦虑。由

此可见，国内外学前教育政策的导向，一方面反

映出各国现阶段均以幼小衔接为着力点来确保

教育质量提升，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目前幼小衔接

工作的现实问题与困惑。

在大力推进幼小科学衔接的工作中，“双向

衔接”是本次《指导意见》提出的工作重点与重大

决策，其内涵绝非是幼儿园向小学靠拢或小学向

幼儿园靠拢的单向线性超前学习，而是需要幼儿

园与小学双向有效衔接，加强两个学段教育的连

续性、整体性与系统性，减缓幼小之间的坡度。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与《小学入学适

应教育指导要点》更是从幼儿发展的视角，围绕

身心准备与适应、生活准备与适应、社会准备与

适应以及学习准备与适应四个方面明确了发展

目标、具体表现和教育建议。目前，国内外已有

的研究与实践针对如何做好幼小衔接作出了许

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这些研究与观点多来自于专

家从学理性与实践性的角度进行审视而构建的

一套解释话语体系。《2020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

调查报告》显示，焦虑情绪在家长群体中普遍存

在，大部分家长对教育本身感到焦虑。在科学衔

接的背景下，家长仍对幼小衔接工作存有一定的

困惑。因此，从家长的困惑出发，帮助家长明晰

科学衔接的原则与要求，在困惑的澄清中探寻化

解之道，对于当前家长走出误区、破解迷思具有

必要性与实效性，从而形成家长科学的幼小衔接

教育价值判断，构建幼小衔接各利益相关者平等

和谐的伙伴关系。

二、幼小衔接与家长角色定位

（一）幼小衔接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Rimm-Kaufman等人提出

了生态动态过渡模型（The Ecological and Dynam-

ic Model of Transition）［3］。由图1可知，该模型描

述了在过渡期间幼小衔接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双向联系，幼儿与家庭、教师、同伴以及社区的关

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影响幼儿在学校的

适应方式。此外，教师之间、同伴之间或家庭与

学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此期间支持幼儿。这

些联系可以作为幼小衔接的桥梁，帮助幼儿和家

庭进行两个学段之间的过渡［4］。

幼儿 幼儿

图1 生态动态过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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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9 年中国共有 1765.2 万人从幼

儿园毕业，1869万人进入小学学习［5］。在我国，

由于学前教育机构的多样化与入学机会的差

异，准小学生在入学前具有较大的差异。同

时，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两个不同的学段在客

观上也形成了幼小过渡的坡度，一部分幼儿进

入小学后会出现学习与生活等方面的不适应

情况，这就决定了幼儿园到小学阶段必须要有

过渡与衔接［6］2。结合已有研究，幼小衔接应然

形态应具有以下特点。

1.双向性：协同多方资源合力减坡的工作

长期以来，教育工作存在着越接近成人的学

校教育阶段，越处于更高的权利等级的现象，出

现用高年级的学校阶段衡量低年级的学校阶段

这样失衡的问题，从而导致幼小衔接工作中幼儿

园单向衔接小学、幼小双方缺乏合作的心理认同

等困境［7］。在科学衔接的背景下，幼小衔接工作

需要幼儿园与小学二者的双向联通，合力帮助幼

儿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协同多方资源减缓

两个学段之间的坡度，保障幼儿顺利从幼儿园过

渡至小学阶段。

2.连续性：尊重幼儿发展规律的动态工作

德国哈克教授认为，在幼儿幼小衔接期间会

经历在关系人、学习方式、行为规范、社会结构、

期望水平以及学习环境等六个方面的断层问

题［8］。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断层问题反映了幼儿

园与小学两学段在各方面的不连续性。显然，这

也不符合幼儿发展本身具有的连续性，从而造成

了幼儿入学不适应的情况。因此，幼小衔接工作

需要坚持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小衔接工作中最重

要的利益相关者的发展规律，尽可能地填补幼小

过渡中的裂缝。

3.整体性：联动多主体融合多内容的工作

登洛浦等人（Dunlop & Fabian）在布朗芬布伦

纳（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幼小衔接生态学模式。他们指出，家庭、幼儿

园和小学三者是幼儿直接参与的环境系统。它

启示我们要注重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关注幼儿、

幼儿园教师、家长、小学教师等各主体在环境系

统中的合作，及其在幼小衔接工作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9］8-10。可见，幼小衔接涉及的环节、参与的主

体、过渡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项需要联

动多主体融合多内容的工作。

（二）幼小衔接中家长角色定位

幼小衔接的过程通常会带来幼儿日常生活、

游戏形式、学习和社交互动的显著变化，同时还

会带来幼儿身份的重大变化。对于幼儿而言，他

们将从幼儿园年龄最大的群体变为小学中年龄

最小的群体，这对幼儿提出了新的要求［10］。幼小

衔接的质量决定了幼儿接受新角色和适应新环

境的程度，也深刻影响着他们一年级以及之后的

表现。从图1中可以看出，家长是较教师、同伴与

社区在幼小衔接阶段与幼儿关系最为密切与稳

定的主体。因此，家长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应承担

起家庭教育责任，为幼儿提供情感与行为上的支

持与帮助。在幼小科学衔接的背景下，家长应是

这项工作的发起者、支持者与合作者。

1.发起者：家长是幼儿的第一责任人

对幼儿和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

渡，既具有新鲜感，同时也充满挑战。在幼小

衔接期间，幼儿需要面临来自内在与外在双重

的压力。例如，幼儿开始形成时间、数字和逻

辑的基本概念，在记忆跨度、一般学习能力和

认知处理速度等认知方面迅速发展［11］。同时，

幼儿也将面临来自环境、学习方式、规则、社会

地位和角色、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压力［12］。而这

些都将使幼儿和家庭产生来自变化与稳定之

间的紧张感，保持旧模式和适应新挑战的焦虑

感。因此，家长作为幼儿的第一责任人，应该

成为幼儿幼小衔接工作的发起者，接受并支持

专业力量的指导，更好地帮助幼儿做好有关幼

小衔接各方面的准备。

2.支持者：家长是保障幼儿入学准备的家庭

力量

家长对幼儿接受新环境的支持有利于幼儿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家长会在与幼儿的交

谈中鼓励他们、锻炼他们、帮助他们，并密切关注

他们的时间管理能力，提供一个温暖、积极的支

持环境［13］。在参与幼小衔接工作的过程中，家长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认识到孩子进入新环

境所要面临的挑战，更好地培养与监督孩子在家

的行为与表现，成为保障幼儿做好入学准备的家

庭力量。

3.合作者：家长是助力幼儿入学适应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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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在幼小衔接工作中，家园有着共同的目标

——保障幼儿顺利从幼儿园过渡至小学，其中幼

儿家长与幼儿园教师积极的合作意愿是家园合

作能够有序开展的必然前提。家长在合作过程

中不仅可以在家中为幼儿提供入学准备与入学

适应的帮助，也能够协助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

有效开展过渡工作，为教师实施活动计划提供一

定的决策建议。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

长在幼小衔接过程中疑惑、焦虑等情绪状态。因

此，家长是幼小衔接工作中的合作者，是助力幼

儿入学适应的必要条件。

三、家长关于幼小衔接的现实困惑

在一项针对中日美三国家长的幼儿入学准

备观念的调查研究中，学者发现，中日两国的家

长比美国家长更重视幼儿的入学准备，且各国

家长关于幼儿入学准备的侧重点不同。与另外

两国相比，中国家长更加关注幼儿在言语发展、

认知发展和一般知识方面的准备［14］。长期以

来，国家关于幼小衔接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以此引导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然而，面

对幼儿的未来发展需求，家长仍对一些关键问

题存在困惑。

（一）困惑一：幼小衔接的教育主体是谁？

幼小衔接的教育主体是指在幼小衔接教育

活动中有意识地认识和作用于客体的人。家长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呈现出三种观点：第一，幼小

衔接的教育主体、主要责任人是幼儿园教师，他

们通过在幼儿园开展相关活动帮助幼儿在学习、

身心、生活、情绪等方面做好上小学的准备。更

有一些唯学业、功利化的家长要求园所必须教授

与小学直接相关的教学内容，在幼儿园完成对小

学学业上的充足准备。第二，幼小衔接的教育主

体是家长。幼小衔接更是家庭的责任，从而出现

幼儿“在园游戏，在家上课”“大班空心化”等情

况。一些家长担心自己帮助幼儿完成小学入学

准备能力不足，为幼儿报名校外“兴趣班”“幼小

衔接班”，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第三，幼小衔接的教育主体是幼儿自身。幼儿拥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与成长潜力，面对幼小衔接期

间来自内外的变化能够自主应对、积极适应。

（二）困惑二：小学“零起点教学”会影响未来

幼儿的发展吗？

小学实施“零起点教学”是针对部分幼儿入

小学前“超纲学习”“超前学习”等现象的回应。

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

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指出，小学实施“零起点教学”，要求

针对初始年级未按小学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压缩

课时、超前超标教学、组织入学考试测验、以竞赛

成绩及证书为招生依据等现象进行纠正［15］。简

单来说，“零起点教学”就是幼儿在正式进入小学

前没有接受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属于零基础的程

度。一方面指受教育者在小学前尚未建立起相

关的知识能力结构；另一方面指教师要按照小学

课程标准开展初始年级的教学，不拔高、不超

前［16］。这种要求难免会引发家长的困惑，小学

“零起点教学”会影响未来幼儿的发展吗？幼儿

零基础、零起点进入小学，到高年级甚至初中、高

中能吃得消吗？

（三）困惑三：幼儿园“去小学化”与幼小衔接

是否矛盾？

“去小学化”的倡议来源于对3-6岁幼儿的

教育具有小学教育倾向这一现象的审视。《通

知》针对幼儿园出现“小学化”的教育内容、教育

方式、教育环境，以及教师资质和小学入学等问

题布置了治理任务。防止、纠正、整治幼儿园

“小学化”的行动由此推广，幼儿园被禁止提前

教授语文、数学、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禁止布

置与小学课程内容相关的作业，禁止开展有关

内容的考试测验。同时，幼儿园要自觉纠正机

械化、高控化、训练化的教学方式，整治班级及

户外环境。对此，很多家长便产生疑虑与担忧，

幼儿园“去小学化”与幼小衔接是否矛盾？在这

样的行动下，幼儿园将一切有关小学教育的内

容与方式拒之门外，是否会影响幼儿进入小学

后的发展？幼儿进入小学后是否能跟得上小学

教师的教学节奏？

四、家长关于幼小衔接的困惑澄清

如前所述，家长在幼小衔接工作中扮演着不

可替代的角色，这一重要主体只有明晰这项工作

中的原则与要求，才能保证幼儿顺利完成幼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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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因此，家长有关的现实困惑亟待澄清。

（一）谁来衔接：多方协同合作，家长参与关

键在于质量

幼小衔接通常被视为以幼儿为中心，由幼儿

园、学校、家庭及社区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系统，并

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17］。因此，幼小衔接工作

需要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家长等多方主体参

与，这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家长视角出

发，家长在幼儿的家庭活动、学校活动和家校沟

通方面的参与度越高，幼儿的总体入学准备状态

越好［18］。并且有学者认为，家长参与的质量比频

次对幼儿问题行为有更强的预测功能，对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19］。在幼小衔接的

教育生态中，家长作为其中的重要因子，若是由

于对科学幼小衔接教育观念的不理解，对幼儿学

习特点的不了解，对幼儿园入学准备工作的不信

任，而产生焦虑与紧张情绪，进行过度或过少的

介入，都会对幼儿、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在这

一阶段的状态产生消极影响。由此可见，基于家

长视角保障幼儿科学做好入学准备与入学适应

的关键并不是介入的次数，而是家长参与的有效

性与科学性。

（二）衔接什么：领会“零起点教学”，家长重

点关注幼儿素质培养

教学起点不同于发展起点，小学实施“零起

点教学”不意味着幼儿园什么也不用教，幼儿

“零准备入学”。大多数家长心存执念，认为“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普遍对小学“零起点教

学”缺乏信任，却难以意识到幼儿从幼儿园过渡

至小学，除了在校学习内容发生变化，幼儿的学

习方式、在校一日安排、周围的人际关系、生活

习惯等方面都要面临新的调整，而这些就需要

幼儿在幼儿园与小学初始年级养成基本素质，

为后继学习与核心素养的形成奠基。《指导意

见》中针对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提出四个方面的

指导要点，即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和

学习适应。每项内容由发展目标、具体表现和

教育建议三部分组成。如身心适应方面包括喜

欢上学、快乐向上、积极锻炼、动作灵活四个关

键发展目标［20］。因此，“零起点教学”不等于“零

准备入学”。基于家长视角，成人要把握好“教

什么”的边界，关注幼儿的学习基本素养，实现

在公平的教育生态中帮助幼儿“减负”的同时，

促进他们健康幸福的成长。

（三）如何衔接：把握“去小学化”，家长支持

紧扣减缓坡度

“去小学化”要求幼儿园以及各校外机构面

向3-6岁幼儿，禁止按照小学课程标准制定课程

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实施课程过程以及执行课

程评价，不允许以“幼小衔接”为名，行“幼儿教育

小学化”之实。但“去小学化”并不等于“不衔

接”。幼儿园是为幼儿未来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

基础的重要阶段，平等、协同是幼儿园与小学在

幼小衔接工作中关系的应然形态，目的就是为了

减缓两个学段之间的坡度。《指导意见》针对幼儿

园入学准备教育对应提出了包括身心准备、生活

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方面的指导要点，

要求入学准备要全面、有重点、循规律［20］。因此，

幼儿园“去小学化”强调幼儿在幼小过渡期间，从

家长角度出发，成人要以适宜、科学、连续、整合

的方式帮助幼儿“与小学衔接”，而非“向小学衔

接”，从而更好地适应小学的学习与生活。

五、家长关于幼小衔接困惑的化解

家长关于幼小衔接的困惑与其对这项工作

的误读有直接关系。因此，基于家长视角思考推

进幼小科学衔接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对家长的现

实困惑展开诠释与澄清，更关键的是要帮助家长

了解幼小衔接工作任务，明确这项工作的要求，

逐渐形成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致的价值判断，探

寻困惑化解的出路，为幼儿的终身学习与发展奠

定基础。

（一）家长克服价值上的顽瘴痼疾，形成科学

的幼小衔接观念

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由于应试教

育的干扰，引发了一系列家长教育观念上的扭

曲，导致这一群体逐渐建立以知识学习为取向、

追逐短期快速教育效益的教育观念，造成了“唯

分数”“唯学业”等社会现象，陷入违背幼儿身心

发展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由于家长对幼儿

的学习与发展规律的不尊重，对幼小两学段教育

特点的不了解，对教师教育教学的不认同，他们

产生了对幼儿与教师的不信任心理，出现家长教

育行为的越界与错位。错误的价值观念诱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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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科学幼小衔接渐行渐远。因此，从家长角度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首先需要克服价值上的顽瘴

痼疾，形成科学的幼小衔接观念，包括幼儿发展

观、幼小衔接观和幼儿教育观。具体而言，家长

应通过家园（校）活动、家长学校、自我学习等方

式提升基本素质，了解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特点及

规律，明确家长的教育责任，同时也要主动提高

育儿能力，尝试突破教育观念短视化、浅表化、片

面化等困境，以科学依据、幼儿实际表现作为基

础了解幼儿的真实感受，对幼儿的学习与发展作

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

（二）家长纾解情绪上的焦虑恐慌，塑造理性

的家庭教育心态

家长在幼儿教育生态中大多处于非专业的

地位，这也导致他们在育人工作上的不确定感与

意义丧失感，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更是加剧

了家长对教育问题的焦虑与恐慌，甚至出现了家

长“养而不教”“养而强教”等现象。家长作为家

庭的重要成员、社会的重要角色，承担着家庭建

设、家庭发展、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重要职

责。从生物学视角来看，做父母是一个自然过

程，做家长则是一个社会过程。从社会学视角来

看，做父母，需要的是能够生育的自然胜任力；做

家长，需要的则是养育教育子女的社会胜任

力［21］。因此，在科学幼小衔接工作中，家长应自

我纾解育儿方面的不良情绪，塑造理性的家庭教

育心态，提高教育胜任力，为幼儿健康、快乐与幸

福成长提供重要的条件与保障。政府、学校及社

区要发挥充分的引导、支持与鼓励作用，为家长

整合筛选适宜的学习资源。例如，北京市西城区

建立了从区、学区到学校的三级家长教育培训课

程体系，培训内容既有理论教学，也有方法传授，

活动形式多样灵活，助力提升家长教育胜任

力［22］。浙江省永嘉县教育局为家长开通“学分银

行”，依托线上平台对准家长、家长等开展教育培

训，内容涵盖从婚前至高中八个学习阶段，鼓励

家长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获得积分换取学习证

书。通过培训与学习，家长应明确在幼小衔接工

作中“谁来衔接”“衔接什么”“如何衔接”等问题，

陪伴与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与习惯，做

好在环境、身心、生活、学习以及社会上的准备，

实现幼小的顺利过渡。

（三）家长避免行动上的功能缺位，建立协同

的家校共育关系

传统工业化背景下社会分工日益明显，家庭

教育受到社会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日益严重的影

响，出现了教育责任出让、父母分工不清、过度依

赖学校等功能缺位问题，给幼儿的学习和发展造

成障碍。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爱普斯坦（Joyce L Epstein）教授以“关怀”为核心

提出了交叠影响阈理论。他认为，家庭、学校和

社区的行动既有跨界到对方领域，也存在独立空

间，从而对幼儿成长产生交互叠加的影响。随着

这三大主体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学生可以从不同

的人那里获得关于学校、努力学习、创造性思维、

互助以及在校的一致性信息［23］。《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因此，家长应避免行动上

的功能缺位，主动融入协同的家校共育关系中。

家校协同育人，是通过理念、优势与资源的融合，

形成新的在目标、协作、资源与利益四方面的共

同体，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目标同向、施教

同心、资源同聚、成果同享［24］。具体而言，学校

可依托现有的家长委员会、家长教师协会等组织

载体，逐步建立与完善家校共育合作机制，以促

进幼儿发展为目的，以家长困惑为基础，以家长

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咨询会等方式为起点，推进

家校共育的常态化、规范化与专业化。作为支持

幼儿实现幼小顺利平缓过渡的重要家庭力量，家

长应关注幼儿在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方面

的行为习惯和能力水平，积极参与到幼儿园与小

学举办的幼小衔接活动过程与决策评价中。例

如，共同了解幼小学段的特点和区别，帮助幼儿

逐渐适应小学生活作息，培养幼儿自主学习的良

好习惯等。通过外在引导与内在更新相结合的

形式，促进家校双方深度融合，实现协同育人双

向互动。

六、结语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

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科学的幼小衔接是帮助幼

11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10期

儿完成规则意识、行为规范、学习习惯、人际关系

等一系列的积极转变，使他们顺利适应生活，保

持主动专注的学习［25］。家长应通过自主学习、自

我教育与主动参与克服在理念、情绪与行为上的

痼疾，提升家长教育胜任力，陪伴幼儿度过一段

安全、快乐、有效的幼小衔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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