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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幼小科学衔接机制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项佳楚）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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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就《指导意见》有关内容回答

了记者提问。 

1.请介绍一下出台《指导意见》的背景。 

答：促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全面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工作，

确保儿童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向小学生活过渡，对其身心健康和终身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一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

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小学起始年

级必须按国家课程标准坚持零起点教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小学一年级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注重做好幼小

衔接”。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多次要求深入做好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工作。 

二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紧迫任务。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和学制影响，

幼儿园和小学分属不同学段，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两个学段

相互分离、互不衔接，很多儿童入学适应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成为基础教育的

痛点难点问题。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加强统

筹协调，切实解决好幼小衔接问题。 

三是规范办学行为的迫切需要。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家长普遍感到焦虑，

对孩子怀有过高期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超前培训，推波助澜；一些幼儿园提前

教授小学课程内容迎合家长。这些不规范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破坏了教育生态，必须加强规范引导，确保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2.请介绍一下《指导意见》的研制过程。 

答：我司高度重视文件研制工作，组建由高校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课程专家、

基础教育教研员、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参加的专家团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开

展研究论证和文件起草工作。 

（一）问卷调研。选取东、中、西五个省份，面向幼儿园、小学和教育行政

部门开展了问卷调研，全面了解幼小衔接的现状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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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研究。搜集整理其他国家幼小衔接的政策经验和国别案例，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地方有关幼小衔接的政策规定，总结借鉴有关经验。 

（三）研制文本。多次组织专家召开线上会议和现场研讨会，围绕文件框架

和主要内容进行反复研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文件初稿。 

（四）征求意见。组织召开多场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小学校长、幼儿园

园长、骨干教师和家长的意见。面向战线征求了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意见，

并根据意见建议对文稿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3.请问推进幼小衔接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答：《指导意见》坚持科学导向，提出了四条基本原则，确保幼小衔接工作

沿着科学方向推进。 

一是坚持儿童为本。准确把握儿童学习发展特点与规律是促进科学衔接的根

本，文件提出关注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尊重儿童的原有经验和发展差异，帮助儿

童做好身心全面准备和适应，培养有益于儿童终身发展的习惯与能力。 

二是坚持双向衔接。衔接工作是幼儿园和小学共同的责任，文件强调树立衔

接意识，幼儿园和小学协同合作，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减缓坡度，促

进儿童顺利过渡。 

三是坚持系统推进。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文件提出整合多方教育资

源，行政、教科研、幼儿园和小学统筹联动，家园校共育，形成合力。 

四是坚持规范管理。强调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加大治理力度，纠正和扭转校

外培训机构、幼儿园和小学违背儿童身心规律的做法和行为，为做好幼小衔接工

作提供良好的教育生态。 

4.《指导意见》对实施幼小衔接提出了哪些工作举措？ 

答：《指导意见》包括一个主文件和两个附件。主文件聚焦幼儿园和小学两

个主体，强化衔接合力，提出了五条主要举措。针对幼儿园，要求帮助幼儿做好

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多方面的准备。针对小学，要求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

适应期，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式，强化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针对教研部门，

要求建立幼小联合教研制度，指导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加强课程、教学、管理等方

面的合作交流与研究。针对家园校合作，要求幼儿园和小学建立家园校共育机制，

帮助家长认识过度强化知识准备、提前学习小学课程内容的危害，积极配合做好

衔接。针对教育部门，要求整合各方资源，统筹推进衔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校

外培训机构违反教育规律行为的持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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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附件从儿童发展的视角，分别对幼儿园做好入学准备教育和小学做好入

学适应教育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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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和具体表现重点明晰了影响儿童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的关键指标

和合理期望，解决“衔接什么”的问题，力求做到科学性、专业性。教育建议重

点列举了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和适应的教育途径和方法，解决“如何衔接”的

问题，力求增强指导性、操作性。 

文件立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育人体系一体化，幼儿

园和小学同步行动，不仅要转变观念，还要推动实践落实，切切实实把衔接的“陡

坡”变成“缓坡”，着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改变衔接意识薄弱，小学和幼

儿园教育分离的状况，推动双向衔接；二是改变过度重视知识准备，超前学习、

超标教学的状况，做好科学衔接；三是改变衔接机制不健全的状况，实现有效衔

接。 

5.幼儿园做好入学准备教育应重点把握哪些方面？ 

答：针对幼儿园做好入学准备教育，《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突出

问题导向，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准确把握入学准备的内涵。针对社会上过度重

视知识准备的问题，强调将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等方面有

机融合和渗透，不能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准备，或用小学知识技能的强化训练替

代全面准备。二是处理好循序渐进与把握重点的关系。既强调将入学准备贯穿于

幼儿园三年保育教育全过程，从小班开始逐步培养幼儿身心基本素质，又强调大

班根据即将进入小学的特殊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入学准备教育。三是尊重幼儿

身心发展规律。强调用科学的、符合幼儿学习特点的方式，不仅帮助幼儿做好入

学准备，还要帮助幼儿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 

6.小学做好入学适应教育应重点把握哪些方面？ 

答：针对小学做好入学适应教育，《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从教育观

念到课程实施，对小学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要求，着力改变过去让学生适应学校

的传统做法，强调为儿童入学适应准备好学校。主要把握四点：一是强化主动衔

接。要求小学教师树立牢固的衔接意识，转变教育观和儿童观，主动了解幼儿园

教育特点，积极倾听儿童需要，创设包容和支持性的学校环境。二是注重适应过

渡。要求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幼小衔接适应期，在班级环境、作息安排等方

面与幼儿园相衔接，解决幼儿园与小学教育中衔接坡度过大问题。三是关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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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为防止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个儿童，挫伤其入学积极性，强调尊重儿童原

有经验和发展水平，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儿童提供个别化的指导。四是深化课程改

革。要求小学探索与幼儿园相衔接的入学适应教育，合理安排一年级课程内容，

改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为每个儿童搭建入学适应的阶梯。 

 

                                      来源: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年 05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