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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幼小衔接的重要性

➢心得体会与实施



➢重要性：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两个教育阶段的平稳过渡的教

育过程，也是儿童成长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幼儿园时期主要是

以游戏和能力发展为主的教育方式，而小学教育主要是以正规课

业和静态知识的学习为主的教育，两者的这种教育方式的不同需

要儿童身心的调整来适应，这种适应的调整就是幼小衔接的主要

任务。然而幼小衔接不当会造成孩子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性方

面的种种问题。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方面表现出孩子会容易疲惫，

食欲不振，精神状态差;心理上的不良反应方面表现出压力大，自

卑，厌学;社会适应性不良反应方面表现出孤僻，不敢跟人说话，

不爱与同学沟通。



这些问题都对孩子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所以，做好幼小衔接

很重要。结合书中的理论和自己这一年的工作实践，对于做好幼小

衔接的重要意义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2、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

3、培养主动性

4、培养独立性

3、培养主动性



1、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性表现在入学后对新的人际

环境的适应上。人际交往能力差的幼儿胆小，不能主动地

与同伴交往，或与同伴不能友好相处，遇到问题也不敢去

找老师反映或寻求帮助等，结果没有新朋友，他们感到孤

独，心情沮丧，学习的兴趣大大降低，学校的吸引力也随

之消失，同时，这一能力与主动性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在幼儿园里必须发展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2、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

小学环境中有大量的新规则出现(如进老师办公室要报

告、上课前书要摆在书桌右上角、上课不能喝水、手要放好

不能搞小动作，等等)，幼儿难以记住和遵守，这成为不少新

生在学校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同时，入学后学习成为必须完

成的任务，幼儿却一时难以确立这样的任务意识。有的新生

在老师询问作业时，还很轻松地说，“我不喜欢做”，“昨

天，爸爸带我去姥姥家了，所以我没写。”针对这些问题，

除小学的改革之外，幼儿园应当注意培养幼儿的规则和任务

意识，特别在大班阶段。



3、培养主动性

培养积极主动性就是要在幼儿园教育中培养幼儿的

自信心、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积极态度，激发幼儿对活动

的参与欲望和兴趣，给他们提供自己选择、自己计划、自

己决定的机会和条件，鼓励他们去探索、去尝试，并使他

们尽量获得成功的体验。研究证明，富于主动性的幼儿思

维活跃，做事有信心，能主动与人交往，他们入学后比较

快地适应小学新环境，学习成绩也较好。



4、培养独立性

小学生课间和课余时间由自己支配，生活需要自理，这

就要求他们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在幼儿园，要注意培养

幼儿的时间观念，增强幼儿的独立意识，让幼儿知道什么时

候做什么事情，并自觉去做，培养幼儿自理、自觉的能力，

逐渐减少成人的直接照顾。



➢心得体会与实施：

1、经常鼓励孩子，激发他们上小学的向往之情

2、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和自理能力

3、提高孩子与人主动沟通的能力

4、重视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5、培养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



1、经常鼓励孩子，激发他们上小学的向往之情

其实一般来说6岁左右的孩子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具备了上小

学的条件，他们内心对于小学是非常向往的。升入大班后，我就

特别留意孩子的心理状态，积极鼓励孩子，我经常这样说：“xx

真棒，长大了要上小学了!”，这样让孩子对于即将成为一名小

学生充满期待，也感到光荣和自豪。我们还带孩子门到小学进行

参观，让孩子提前感受和熟悉小学的校园和氛围，亲眼见到小学

的升旗仪式，和小学生一起上课等等，提前适应小学的生活。



2、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和自理能力

在幼儿园里面孩子过的是一种被照顾着的集体生活，老师都会看护周

到，及时给予帮助。但是进入小学后，则是相对独立的生活，孩子必须有

生活自理的能力，自己学会照顾自己。作为老师，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我有意什么事情都安排孩子参与，设立值日班长，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并知道自己的玩具、学习用品自己收拾好；师幼共同制作幼儿园

一日活动表，每个活动时间段都要求拨动指针，既可以巩固幼儿对时间的

认知，更重要的是巩固幼儿的时间观念意识，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在生

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不要急着帮孩子解决，先引导他们，然后让他

们想办法去解决，这是培养孩子独立性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对于他们以后

进入小学甚至是以后的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现在的孩子大多是娇生惯养，许多事情全由父母长

辈包办，生活自理能力差。入小学后，许多事情不能由父母

代办，而且要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力所能及的学习、劳动等

任务，所以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是老师和家长的共同责

任。作为老师，在班上除了给幼儿指导鼓励外，还要充分利

用家长资源，给幼儿巩固继续锻炼的机会，并要求家园一致，

持之以恒，让家长督促孩子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力所能及的

事情。



3、提高孩子与人主动沟通的能力

相对于幼儿园，小学生活更加独立，自主和多变，所以

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对于孩子们顺利、

成功地适应新的校园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培养孩子良

好的沟通能力，特别需要家长的配合，我就每周都安排不同

的亲子活动，让家长们带孩子多出去走走，多和陌生人见面，

消除孩子对陌生人的畏怯心理，多让孩子与不同年龄的孩子

交往，让孩子既可以跟大哥哥大姐姐沟通，也可以做比自己

小的孩子的领导者，增强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



这样孩子入学后，进入新的大家庭，在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接受新老师、结交新朋友的时候不会不知所措，而是能很快融入新集体与

老师同学和睦相处，这必须要求孩子要有一定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大家都

知道，交往能力强的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融入集体中，与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反之，交往能力差的，就容易与同伴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这

时候如果家长和老师处理不当，最终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因而

我经常与家长交流，提醒家长也要特别注重幼儿的交往能力的培养培养。

教孩子学会谦虚、有礼貌，不与小朋友抢玩具，不大声喧哗，不与小伙伴

抢玩具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却有利于创造出友好合作的氛围，

有利于增强孩子们的交往能力。



4、重视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老师不同，

小朋友不同，学习方式方法不同，课堂要求不同，行为

规范也不同……这许许多多的不同，往往会使幼儿难以

适应，容易导致幼儿学习兴趣低落，影响学习成绩，打

击幼儿的自信心，对幼儿的健康成长不利。作为幼儿的

老师，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提高幼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5、培养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

为让幼儿适应小学的教学活动，我们大班的教学活动逐渐

延长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增加到40分钟。逐渐培养幼儿讲述

故事、复述故事的能力，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孩子

的阅读能力，我们还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幼儿感兴趣的

读物，组织集体个人的朗读活动，并进行耐心指导，提高幼儿

的阅读能力。还要求家长应每天坚持指导孩子亲子阅读，这样

孩子就会自行阅读，慢慢养成良好的阅读兴趣。



综上所述，幼儿园阶段不仅要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还

要加强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并积极引导家长正确面对幼小

衔接问题，取得家长们的支持和配合。正如书中提到的：幼

小衔接应该是在学习上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在时间上与小

学过度，在能力上和社会搭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孩子们的一些社会行为是在幼儿园时就养成的。有了良好的

行为习惯，加上学习能力的过度，孩子才能真正的实现幼小

衔接，轻松进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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