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与小学衔接”之我见 

朱 家雄 

  1990-199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曾开展

过一个历时 5年，题为“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的合作研究项目，发现解决

学前与小学衔接的问题，不仅要改善儿童的学习适应能力问题，同时也要努力改

善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结果特别强调在影响儿童学习适应能力和社会性能

力的诸因素中，儿童主动性的影响尤为明显，即儿童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幼儿的入学准备和适应状况。因此，对儿童主动性

的培养应受到特别重视。这项研究在曾通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途径影响幼

儿园（包括学前班）和小学的课程改革。 

  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幼儿园课程改革由国家统一规定，改革为由幼儿园自

主确定；课程内容由原先国家规定设置的“语言”、“体育”、“音乐”、“美

术”、“常识”和“计算”，改革为相对划分为“语言”、“科学”、“社会”、

“艺术”和“健康”等 5个领域，倡导领域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强调儿童游戏，

强调情感、态度等社会性适应方面的价值。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增加了“道德与生

活”课程，重视学生的自身生活经验，使之与幼儿园课程相衔接。 

  当时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上对于那时在教育中普遍存在的

片面追求学业成绩，忽视儿童能力和社会情感等的培养提出了批判，而且在教育

实践中对于解决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但是，从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效果来看，改革并没有带来普适性的意义和结

果，主要表现为：许多学龄前儿童进入小学后依然遇到适应性困难，特别是学业

上的困难，甚至出现因为学业上的困难导致的社会适应性困难；许多学前教育机

构出现小学化倾向，特别是在大班下学期，这种倾向更严重；小学将“道德与生

活”课程一类课程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课程„„ 



  在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有其深

层次的原因。 

  当今，我国将“建立和谐社会”作为主要关注点，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均衡

化成为教育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思考包括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在内的教

育问题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应该怎么才能做得更好”，而是“为什么要

去做”和“应该去做些什么”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解决那些从来没有机会，或只有较少机会进入学前教育机构

的幼儿，他们急于要改善的主要还不是学习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问题；对于师资

水平不高，师生比很小，又缺少教育资源的教育机构，与儿童生活经验相贴近的

主动探索活动也并非是解决衔接问题的好办法。 

  解决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远非按一种好的想法、好的模式去做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