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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幼小衔接课程框架得益于大概念的统摄。以数学课程为例，对其幼小衔接课程框架进行分

析，得到四点启示：幼小衔接课程的开发先要基于全局审视确认其对于立德树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价值意蕴；幼小衔接课

程的纵向衔接要基于课程逻辑提炼大概念，保持综合课程、分科课程间的适度张力；幼小衔接课程的横向落实要基于教与学逻

辑，围绕大概念构建知识、能力、传统文化等的学习标准与教学指导纲要；幼小衔接课程的持续完善要基于教育质量监测及时

检验幼小衔接成效，为其修订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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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Transition from Kinder⁃
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Based on Big Ideas in British Columbia of Canada

—By Taking Its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ramework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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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benefits from the
guide of the Big Ideas. Take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four enlightenment have been obtained by analyzing British Co⁃
lumbia’s curriculum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must be based on an overall review to confirm its value meaning for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students’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Then the vertical connection of the curriculum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
mary schoo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logic to refine Big Ideas, and maintain a moderate tension between the integrated curric⁃
ulum and the separated curriculum. While the horizont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ogic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should constructed the learning standards and teaching guidelines of
knowledge, abilit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ound Big Ideas.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urriculum for transition from kinder⁃
garten to primary school should be based on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to timely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ition and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its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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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

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

见》），指出：“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建立幼儿

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长效机制，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成

长。”［1］对于如何做好幼小双向衔接，《意见》提供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小学入学适应

教育指导要点》（下文简称《指导要点》）进行了更

为聚焦和细化的指导，也对基础教育课程实践提

出了新的要求。加拿大基础教育、特别是幼儿教

育的发展历来引人注目［2］，这与其及时有效的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相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关注儿童发展

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与《意见》的相关

精神和要求非常契合。研究其幼小衔接的课程

框架，对落实《意见》以及思考我国幼小衔接的课

程实践走向均有借鉴价值。《指导要点》在“学习

准备”、“学习适应”内容部分着重强调了有关数

学的发展目标、具体表现和教育建议，以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数学课程的幼小衔接框架为例进行

分析，以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系统推进幼小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于大概念的基

础教育课程产生背景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以培养有教养公民（The Educated Citizen）为总

体教育目标，新修订课程着力于读写与计算基础

（Literacy and Numeracy Foundations）、精要学习

（Essential Learning）和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

cies）三个中心［3］。其中，读写与计算基础在其之

前的基础教育课程中即为重点，新的课程设计只

是基于时代性在材料与工具（如，视觉资料、数字

化和多媒体等）方面进行了强化。核心能力与精

要学习则对课程的结构与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核心能力内嵌于全部学习领域，具体表现为

特定学习领域的学科课程能力，并通过学习体验

和活动得到激活［4］。有研究者指出，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有教养公民、核心能力、学科课程能力类

似我国立德树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

素养三个层次的目标［5］。针对知识爆炸时代学习

内容量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新修订课程为所有学科领域制订了精要学习

标准。以精要学习为旨趣的课程要围绕着有助

于培养学生未来学习和生活所需高阶思维的关

键内容、概念、技能和大概念而展开［3］。基于核心

能力与精要学习的构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

梳理两条逻辑脉络建构了其“知道（Know）—实践

（Do）—理解（Understand）”互相联动的KDU课程

模式（见图1）。从课程逻辑而言，KDU课程模式

基于大概念（Big Ideas）的统摄，确认了各学科领

域在特定年级可参照的内容学习标准（Content

Learning Standards）与课程能力学习标准（Curric-

ular Competencies Learning Standards）。从学习逻

辑而言，内容学习标准呈现了学生在特定年级应

该知道（Know）的概念或主题，既是向学生展示课

程能力的支持结构，又是引导学生学习大概念的

基础要素；课程能力学习标准呈现了学习者能够

基于他们的所学内容进行何种实践（Do）；大概念

关注的则是学生应该理解（Understand）什么，它

的获得需要学习者在前述知行的基础上有一定

深入思考及顿悟［3］。

大概念
·概述与原理

·学生将理解什么

课程能力学习标准
·技能、策略与过程
·学生将实践什么

课程内容学习标准
·主题

·学生将知道什么

概念主题

图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础教育

“知道-实践-理解”课程模式图

资料来源：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BC’New Curric-

ulum: Curriculum Overview［EB/OL］.https://curriculum.gov.bc.

ca/curriculu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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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于大概念的幼

小衔接数学课程框架

以下基于儿童的学习逻辑对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幼小衔接数学课程的内容学习标准、课程能

力学习标准和大概念进行逐一分析。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在加拿大，学前班（Kindergarten）属于

学校教育K-12体系中的初始年级，其主要服务

对象为5-6岁的儿童；幼儿园（Preschool 或 Pre-

Kindergarten）是为学前班以前的儿童、即3-4岁儿

童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机构。在中国，幼儿园

（Kindergarten）则是指为3-6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的机构。依研究目的，下文将Kindergarten（K）统

一译为“幼儿园”。

（一）课程内容：知道

内容呈现了学生应该知道（Know）什么。它

确定了学生在特定年级将要学习的概念或主题，

既是向学生展示课程能力的支持结构，又是引导

学生学习大概念的基础要素。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K-9年级数学课程内容包括数、计算流畅性、

模式、几何与测量、数据与概率五大领域，其中K-

1年级数学课程内容学习标准具体如下（见表1）。
表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数学课程内容学习标准（简版）

K

1

数

·10以内的数概念
·5的合成
·10以内数的分解

·20以内的数概念
·10的合成

计算流畅性

·10以内的数量变化
（使用具体实物材料）
·等式如同一种平衡以
及不等式如同一种不
平衡

·20以内的加减法（理
解运算和过程）

·20以内的数量变化（具
体实物的与口头的）

·等式与不等式的意义

模式

·含有2或3个
元素的重复
模式

·含有多个元
素和属性的
重复模式

几何与测量

·直接比较的测量（例如，长
度、质量、容量）

·二维图形与三维物体的单
一属性

·具体实物化或图片化的图
像作为一种可视化工具

·含有非标准单位（不统一
的与统一的）的直接测量

·二维图形与三维物体的比较
·具体实物图像（使用一一
对应）

数据与概率

·熟悉生活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

·财务知识——硬币
的属性与财务角色
扮演

·熟悉生活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使用比
较级语言）

·财务知识——硬币
的价值与货币兑换

资料来源：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BC’New Curriculum: Math K-9–Content［EB/OL］.https://curriculum.gov.bc.ca/sites/

curriculum.gov.bc.ca/files/curriculum/continuous-views/en_math_k-9_content.pdf.

需要指出的是，受篇幅所限，以上呈现的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数学课程内容学习

标准简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厅还在相同

网页［6］提供了详版。在详版中，每一年级、每一领

域中的每一条标准都有更为详尽的表述。例如，

幼儿园阶段要求儿童知道“10以内的数概念”，该

要求在详版中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三点：第一，知

道如何计数（具体又包括一一对应、守恒、基数、

稳定有序计数、1-10的排序、建立集合与数字的

联系、感知数量变化）；第二，学会使用具有当地

特色的计数器具（类似我国古代算筹）；第三，学

会使用包括当地第一民族语言在内的多种语言

计数到10［7］。一年级要求儿童掌握“20以内的加

减法（理解运算和过程）”，详版中该要求则被进

一步分解为以下五点：第一，学会将20分解为几

部分；第二，掌握心理数学策略（具体又包括默

数、凑10、翻番）；第三，知道加减法是相关的；第

四，参与全班数字讨论；第五，进行卡斯卡计数书

（Kaska Counting Book）中的自然寻宝游戏［8］。具

体来说，内容学习标准基于五大领域的划分，不

但注重知识点本身在质与量上的发展，同时，关

注了教与学材料、方法和传统文化的衔接与过

渡。以计算流畅性领域中“数量变化”方面的幼

小衔接为例，幼儿园阶段要求儿童能够在“使用

具体实物材料”的情况下知道“10以内的数量变

化”；一年级则要求儿童在“具体实物的与口头

的”的情况下知道“20以内的数量变化”。这体现

了教与学材料由“全依靠具体实物”至“半依靠具

体实物”的衔接与过渡。又如详版中提及的“全

班数字讨论”，幼儿园阶段仅要求儿童参与到由

教师引导的集体性讨论当中；一年级则超出了儿

童熟悉的班级情境，借助卡斯卡计数书，增加了

班级之外的自然寻宝游戏情境，要求儿童基于游

戏情境参与讨论。这体现了教与学方法由“全熟

悉情境”至“半熟悉情境”的衔接与过渡。详版提

示在幼儿园阶段进行“5的合成”教学时可融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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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第一民族的计数方法，因为传统第一民族使用

手指进行计数，并以5为计数单位进行分组；而在

一年级数进行“10的合成”教学时，详版则提示可

进一步基于第一民族“5个一组”的计数方式合成

10，同时可与前文提及的“心理数学策略（默数、

凑10、翻番）”形成良好互动。具体到以何种方式

融入第一民族传统文化，详版提供了供教师作为

参考的电子资源网页链接，分别提供了原住民视

域下的“数概念”微课视频、卡斯卡计数书与You-

Tube网站上的其他相关视频。教师可利用这些

资源进行教学，也可在这些资源的启发下，自主

选择其他恰当的方式进行教学。这体现了在教

与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衔接与过渡。

（二）课程能力：实践

课程能力是学生随时间推移而发展的技能、

策略和方法，呈现了学生应该实践（Do）什么。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K-9年级数学课程能力包括推

理与分析、理解与解决、沟通与表征、联系与反思

四大维度，其中K-1年级数学课程能力学习标准

具体如下（见表2）。
表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数学课程能力学习标准

K-1

推理与分析

·使用推理探索与建

立关联

·合理估算

·发展心理数学策略

与理解数量的能力

·使用技术探索数学

·将情境化体验中的

数学模型化

理解与解决

·通过游戏、探究与问题解决来

发展、演示和应用数学理解

·可视化探索数学概念

·发展和使用多种策略进行问

题解决

·参与、体验与地方、故事、文

化实践和当地第一民族社

区、地方社区及其他文化的

观点有关的问题解决

沟通与表征

·用多种方式沟通数学

思维

·使用数学词汇和语言

促进数学讨论

·解释和证明数学思想

与决策的正当性

·用具体实物、图片化

和符号化的形式表

征数学思想

联系与反思

·反思数学思维

·将数学概念彼此联系

起来，并将它们与其

他领域、个人兴趣联

系起来

·融入第一民族的世界

观和思考方式，以建

立与数学概念的联系

资料来源：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BC’New Curriculum: Math K-9–Curricular Competencies［EB/OL］.（2019-06-30）［2021-

06-30］. https://curriculum.gov.bc.ca/sites/curriculum.gov.bc.ca/files/curriculum/continuous-views/en_math_k-9_curricular_competen-

cies.pdf.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数学课程能力

学习标准无简、详版本之分。原因在于，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认为指向实践的课程能力学习标准，

其发展与指向知识的内容学习标准和指向理解

的大概念相比，需要一个由内而外、逐渐外显的

阶段性发展历程。基于课程研究共同体的研判，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K-9年级的基础教育课程

划分为K-5年级和6-9年级两个阶段，每个阶段

内的课程能力学习标准是一致的，两个阶段间的

课程能力学习标准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与此

同时，在指向实践的课程能力学习标准部分，也

更为重视包括第一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

化的融入。除了像内容学习标准一样在微观层

面为教师提供指导，还在中观层面提出了学习者

要参与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数学问题解决，建立多

元文化与数学概念的联系。

（三）大概念：理解

大概念是在学习领域内可用于组织知识的

关键概念、原理和理论，呈现了学生应该理解

（Understand）什么。大概念是广泛而抽象的，它

包含的概念通常是永恒且能迁移至其他情境的，

大概念对学科学习和跨学科学习至关重要，能将

学习者的众多理解联系到一起。大概念包括对

理解学科知识至关重要的概念、原理和理论；帮

助学生建立概念框架或图示，以理解日益复杂的

思想和信息；可迁移至其他主题或跨学科领域的

学习；不是名称、日期、公式等特定的事实信息；

并非与较大概念或原理无关的孤立信息片段；应

指引更进一步的理解，开放式地接受提问和探

究［9］。大概念自幼儿园阶段引入，随着儿童的不

断成长，这些大概念也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持续发

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9年级数学课程大概

念所包含的主题与学习内容标准保持一致，包括

数、计算流畅性、模式、几何与测量、数据与概率

五个部分，其中K-1年级数学课程大概念具体如

下（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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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数学课程大概念（简版）

K

1

数

·数表征可分解为更

小部分的数量

·20 以内的数表征

可分解为个位和十

位的数量

计算流畅性

·一一对应以及 5 和

10的数感对数字流

畅性是必不可少的

·10以内数的加减法

可被具体实物、图片

化和符号化地建模，

以发展计算流畅性

模式

·模式中的重复元

素可被识别

·模式中的重复元

素可被识别

几何与测量

·物体具有可描述、

测量和比较的属

性

·物体和图形具有

可描述、测量和比

较的属性

数据与概率

·熟悉的事件可被描述

为有可能发生或不太

可能发生并进行比较

·具体实物图像帮助我

们比较和解释数据与

展示的一一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BC’New Curriculum: Math K-9 – Big Ideas［EB/OL］.https://curriculum.gov.bc.ca/sites/

curriculum.gov.bc.ca/files/curriculum/continuous-views/en_math_k-9_big_ideas.pdf.

以上呈现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K-1年级

数学课程大概念简版。大概念的形成源于学

习者在数学学习中的顿悟与持续性思考。因

此，详版向教师提供了与内容学习标准及课程

能力学习标准相匹配的、有助于学生形成大概

念的提问样题（Sample Questions）。例如，为帮

助学生在幼儿园计算流畅性领域形成“一一对

应以及5和10的数感对数字流畅性是必不可少

的”的大概念，详版提供了三个用以支持学生

进行探究的提问样题：如果你知道 4 和 6 能够

组成10，那么这如何帮助你理解其他组成10的

方法？如何理解5帮助我们分解和合成10？哪

些部分组成整体？［7］与之相应，为帮助学生在一

年级计算流畅性领域在前述大概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形成“10以内数的加减法可被具体

实物、图片化和符号化地建模，以发展计算流

畅性”的大概念，提问样题首先保留了和幼儿

园完全一致的问题：如果你知道 4 和 6 能够组

成10，那么这如何帮助你理解其他组成10的方

法？同时提供了两个新的提问样题：加减法之

间是什么关系？你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例如8+5）？［8］

结合前述幼儿园和一年级数领域、计算流畅

性领域的内容学习标准，以及幼儿园和一年级正

在发展当中的“发展心理数学策略与理解数量的

能力”、“发展和使用多种策略进行问题解决”、

“用具体实物、图片化和符号化的形式表征数学

思想”等与这两个大概念直接相关的课程能力。

可知大概念在课程逻辑上统摄内容学习标准与

课程能力标准，在学习逻辑上是知道、实践中不

断思考后的深层理解。

三、对我国幼小衔接课程实践的有益启示

（一）全局审视：幼小衔接课程之于立德树

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价值意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展现出对儿童发展之连续性、整体性和可持

续性的特别关注。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其

全部基础教育课程的设计均以其总体教育目标

“有教养公民”为根本旨归，而不计较课程所在阶

段、年级一时之得失。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当前我国总体教育目标为立德树人，它指

向人本身，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性目标，对我国总体教育

目标进行了具体化、细化，从中观层次深入回答

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问题［10］。儿童自进入

幼儿园起，就由原本单一的家庭关系增加了新的

社会关系，这是其社会生活领域扩展的开始，也

是其进入基础教育阶段的标志。因而《指导要

点》强调：“3—6岁是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

奠基的重要阶段，也是为幼儿做好入学准备的关

键阶段”。幼小衔接课程显然不应受到幼儿园、

小学两个阶段的桎梏，而应将眼光放至整个基础

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长远处。幼小衔接课程的

应然价值意蕴也并非仅仅是为儿童的小学入学

适应服务，而是为儿童的终身发展奠基。从这个

角度来看，幼小衔接课程还具有为儿童整个人生

不同阶段的过渡积累关键经验的重要价值，这些

过渡包括基础教育不同阶段间的过渡，乃至学校

教育不同阶段间、甚至学校教育至社会教育的过

渡。建构有益于儿童发展连续性、整体性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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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幼小衔接课程，需建立这样的幼小衔接课

程哲学共识。

（二）纵向衔接：基于课程逻辑提炼大概念，

保持综合课程、分科课程间的适度张力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幼小衔接课程

框架得益于大概念的统摄。我国系统推进幼小

科学衔接，可在国家课程层面，打造由具有儿童

发展研究基础、幼儿园教育改革和义务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经验的专家组成的国家幼小衔接课程

研究共同体，基于《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围绕

《指导要点》重点强调的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

四个维度具体发展目标，立足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课程知识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提炼大概

念。大概念为儿童建构知识、发展能力提供了一

个统摄性的认知框架。借助这个认知框架，儿童

不仅能够沟通事实、主题、技能、策略、概念之间

的内在联系，而且能够在一个连续的整体中去理

解各个事实、主题、技能、策略和概念的意义。因

为大概念尽管是抽象的，但它并不是脱离具体的

情境而凭空产生的［11］，而是基于知识和能力抽象

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大概念不仅对知识建构、

能力迁移具有重要价值，其本身也蕴含着儿童对

于自我、自然和社会的价值观念［12］。因此，大概

念可以作为幼小衔接课程的支点和脉络，从而使

课程内容结构化、素养目标具体化。

幼儿园至小学课程的最大变化在于由综合

课程转为分科课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幼儿园

即采取分科课程的原因在于其属于学校教育K-

12体系中的初始年级，这与我国的教育实践样态

有所不同。但《意见》提出幼儿园“大班下学期要

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做好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多

方面的准备”；“小学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

适应期”，同时，建议一年级国家课程主要采取综

合化方式实施。这启示幼小衔接课程的设计与

开发要基于大概念兼顾学科独特性与综合化实

施，保持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之间的适度张力。

（三）横向落实：基于教与学逻辑围绕大概念

构建知识、能力、传统文化等的学习标准与教学

指导纲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幼小衔接课程在实践

场域的贯彻落实依托内容学习标准、课程能力标

准等的要求，以及为教师提供的教学内容、方法、

资源等方面的指导。这启示我们系统推进幼小

科学衔接，不但要重视基于大概念的纵向衔接，

还要在横向上注重引导儿童理解大概念的内容

要素与能力表现，重视为教师配备相应的教学指

导纲要。这需要在国家课程层面以幼小衔接课

程研究专家共同体为依托，基于《意见》等相关政

策文件，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为契机，

编写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

的学前教育课程标准，配备关照幼小衔接的课程

指南、纲要。与此同时，提供与课程标准及指南、

纲要相配套的教学、评价资料，为从事幼小衔接

的教师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在国家层面进行幼小衔接课程落实的顶层

设计有利于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形成合力，但与

此相应的是，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进行多轮的公

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等规范程

序。而针对我国幼小衔接研究现状的分析也表

明，幼小衔接研究亟待加强一线合作，注重幼小

衔接研究的现实意义［13］。因此，结合我国三级课

程体系的实然样态，系统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在

坚持进行国家幼小衔接课程顶层设计的同时，需

要在地方课程与园本、校本课程层面开展积极的

探索。地方课程层面，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可整

合专业资源，构建由学前教育研究工作者、初等

教育研究工作者、幼小教师组成地方幼小衔接课

程研究共同体；园（校）本课程层面，各园（校）则

可因地制宜，通过统筹联动、协同合作，在教研部

门的帮助下，加强园（校）本幼小衔接课程的开发

与交流。

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特

色校园文化的融入，能够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在文

化传承方面强本固基的作用。幼小作为基础教

育的伊始，是奠定儿童文化精神生长点的关键

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幼小衔接课程框架中的

内容学习标准和课程能力学习标准为有机融入

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提供了有力指导。我国特

色的三级课程体系则为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乡土文化、特色校园文化提供了多层、多种

路径。幼小衔接三级课程研究共同体可借鉴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相关经验，在何处可融入、可

如何融入两方面为幼小衔接教学提供方法、资源

上的操作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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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完善：基于教育质量监测及时检验

幼小衔接成效，为幼小衔接课程的修订提供决策

依据

幼小衔接课程与教学实效如何，需坚持目标

导向与实践导向，及时跟进幼小衔接教育质量监

测，以实际测评加以检验。从我国已有的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的成功经验与部分国家学前教育质

量监测的先行经验来看，构建国家幼小衔接教育

质量监测框架、研制本土化幼小衔接教育课程质

量监测工具，由行政部门或第三方形成专业的监

测团队进行科学测评，及时公布实时的监测数

据，针对监测结果进行问责和专业帮扶，是规范

幼小衔接课程有效实施、确保幼小衔接教育质量

提升和延续的重要保障。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国

家大多依托与小学阶段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

学前课程标准，因此，可将幼小衔接纳入学前教

育质量监测体系，从而形成了以监测促衔接的路

径［14］。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当下可在着手编写与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学前

教育课程标准的同时，分两步走：其一，各级教育

部门落实《意见》中的“组织实施”要求，结合地方

课程、园（校）本课程等的有效探索，开展多层级

别、多元主体、多种方式的幼小衔接课程与教学

质量监测与实效检验；其二，各级教育部门、教育

机构加大幼小衔接教育质量监测与实效检验相

关实证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大科研投入，鼓励以

实证研究结果为幼小衔接课程的修订完善提供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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