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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爱华:幼小衔接到底衔接什么? 

   

目前幼小衔接中存在两个误区: 

一方面，高考的竞争性学习压力不断下移，导致幼

儿(尤其是大班孩子)压力太大， 这不利于幼儿的长远发

展； 

另一方面，家长们认为，幼儿入学准备仅仅是知识

准备，而忽略了对幼儿兴趣的培养和情感经验的积累。 

幼儿园到小学，是人生早期的一种重要转折，在这个时期里如果平稳过渡，

它会对幼儿长远发展产生积极效应，而让孩子在这个时期里过早地体验压力与焦

虑的话，对以后发展将会是极大伤害。对幼儿园阶段孩子的培养，应该坚持从游

戏与生活中积累经验和培养兴趣，反对过早地对幼儿进行“填鸭式”的知识教育. 

 

“学前教育小学化”会让孩子付出哪些代价? 

家长会认为:我的孩子先学一步，入学之后不久，就可以领先一步，起点高一

点，至少可以跟上进度，或者轻松一点。由此，家长会获得一个结论，学前阶段

可以也应该紧张一些，这样到入学就可以轻松一点。 

我特别要提醒家长的恰恰是:要知道，越往后(入学以后)越紧张跟越往前(提前到

幼儿园阶段)越紧张，是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学前教育小学化”是有代价的，

它让孩子们付出了以下四方面的巨大代价。 

一是时间上的代价，牺牲了孩子们全面发展的机会。因为这种超前教育会让

幼儿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非持续性的机械记忆上面，降低或未能培养出让孩子能

终身受益的品质，比如与同伴合作交往的技巧、个人运动的能力、动手操作的经

验等。 

二是扼杀孩子自主性学习的兴趣与热情，产生“习得性愚笨”。 

所谓“习得性愚笨”，是指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过早的知

识传授、过高的学习目标、过多的负面暗示等等)，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对

学习失去兴趣和动机，并因此而丧失自信心，深信自己学习能力很差的时候，他

就会怀疑自己，继而产生自卑感、产生厌学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这种错觉就会成为孩子最初的自我认知。所以，对幼儿来说认识世界、培养兴趣

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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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 

因为剥夺了游戏，就是剥夺了孩子的“心理维生素”。家长必须保证孩子接

受足够的“心理维生素”，游戏体验的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经常体验积极情绪和体验消极情绪，对孩子的影响是大相径庭的。孩子体验

积极情绪越多，将来就越阳光，人格越健全，而这个是早期看不出来的。 

四是超前学习产生的即时效应难以长久维持。 

因为幼儿并不能记住这一阶段所学的知识内容，相反他们对于游戏的体验却

能铭刻在脑海深处。超前学习是以牺牲学习的兴趣、长远的发展为代价的。而学

前教育要为孩子的终身的、长远的发展奠基，不是只看眼前，急功近利。 

 

幼儿园阶段重点培养什么? 

提前学习违背幼儿的发展规律。因为幼儿的学习特点是:直观感知、动手操

作、亲身体验，幼儿的学习是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学习。 

在幼儿园阶段，儿童的思维发展是处于动作思维和形象表征思维阶段的。幼

儿园阶段的任务就是为幼儿的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作奠基，这是一个准备的过程，

但并不是一个提前学习的过程！ 

孩子经常在玩，每天在重复，特别是生活，每天在重复，所以他获得的经验

是长效的，因为这是在实际的运用中，是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解决实际的

问题中，他获得的经验是持久深刻的，他获得的知识是充实的! 

一个好的家长，一定会陪伴孩子游戏，让孩子在游戏中获得发展。家长应该

支持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催促幼儿园教小学的知识。 

 

家长如何帮孩子做好入学准备? 

入学准备，应从知识储备式的教育转向学习品质培养。 

知识储备式的教育转向知识品质的培养是当今整个世界教育的转向。因为知

识的总量在不断地增长，而获取知识的能力会更重要，学习的品质更重要。 

学习品质真的能让孩子走得更远，所以，家长们是时候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

孩子的学习品质了，例如:他是不是充满好奇和探究?他有没有时间观念?按时作

息、按时完成任务，有条不紊?(学习的效率都在这里面)他学习时的态度，他是不

是认真和专注? 

家长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在培养上述学习品质，包括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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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态度、学习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容。 

入学准备，包括家长的心理建设。家长们应做好的心理准备，很重要的一点

是理性对待孩子间的差异性。包括幼儿期建立学习常规的差异性，以及孩子学习

起点的差异性。 

比如有的孩子平时阅读多，识字多，没有丧失学习兴趣，没有压力，无形中

他的起点就会很高，而且这不是急功近利拔高式的起点高。而起点低的，只要呵

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激发他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好奇心，陪伴孩子慢慢成长，那

他也会上去的，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攀比，不要把家长的虚荣心施加给孩子，这样

是不值得的。 

家长这种虚荣心给孩子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孩子也会感受到。如果你的孩

子在高位就保持在高位，如果在低位，不要担心，陪伴你的孩子，他会慢慢跟上

来的。希望家长们都能不急功近利，帮孩子探索一条可持续性的学习成长成才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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