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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

! ! ! !幼小衔接，究竟应该如何准备？从幼儿园
的小娃娃到小一新生的转变中，孩子容易存
在哪些方面的不适应？从 !""#年起，杨浦区
开展了市级课题“区校联动 小幼结对———区
域整体推进幼小衔接的实践与研究”的探索，
推出幼小衔接课程，结果显示，$%&的孩子比
较喜欢小学课程，!'&的孩子非常喜欢小学
的课程。!'&的孩子进入小学后没有压力，
$!&的孩子觉得压力适度。

教会家长陪孩子玩
别人家孩子都抢跑，我不跑就是落后。这

样的焦虑情绪，在家长中蔓延，也让一个个孩
子早早告别了草地、操场，坐在书桌前，被书
海禁锢。以数学为例，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教
研员陈谨介绍，课题组对 (""名来自不同层面
的家庭问卷调查显示，)!&的家长为儿童选择

的数学学科类书籍是教辅类，("*!+的家长从
来没有在家里和孩子一起玩过数学类游戏。

能否从玩入手，给孩子启蒙，提升孩子的
思维能力和品质？课题组为此展开探索，开发
了以小学一年级儿童为主要参与对象的小学
学科拓展科目《玩玩 做做 想想》，也让家长
们情不自禁和孩子一起“玩”。学习分类，何必
纸上谈兵，书中给出的任务是，“回家整理一
下书桌，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分分类，理整齐”。
全家一起上阵，上传照片至论坛交流。
《玩玩 做做 想想》中的搭建游戏最受孩

子喜爱，“用 ,$根小木棒，你可以搭出几个正
方形”“能否把手中的积木，搭出书中的图案”等
题目，成为很多家庭茶余饭后的节目。陈谨说，
课题组还发现，这样的游戏可以帮助男孩们更
快适应小学生活。很多老师反映，“注意力不集
中”“不会与人交往”是小一男生容易出现的问

题，而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不少男孩发挥了特
长，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也更自信了。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衔接课程也从细
微处关注着孩子的需求。小学语文要求阅读
时间，一年级不少于 ,(分钟，二年级不少于
!"分钟。小学阅读总量达到 ,"万字左右。小
学老师习惯开出长长的纯文本阅读书单，让识
字量较少的孩子望而生畏。经过和幼儿园老
师的共同研讨，大量的绘本阅读进入了课堂，
帮助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体验文学的妙趣。

特殊任务培养习惯
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朱清一认

为，(-'岁的儿童是想象力发展的最佳期，社
会情感和行为建立的关键期，家长应当关注
孩子的情绪是否愉悦安定，面对困难有无自
我调控情绪的能力，孩子的学习、生活快乐

吗？超前过度学习知识的孩子能一直领头吗？
在忽视玩耍、游戏和体育运动的生活中，儿童
的身体发展，社会性发展、认知发展、自我认
同有无得到关照，孩子身心健康吗？
“画一幅想象画，学一些礼貌用语，参加

一次集体活动，进行一项健身活动，增加一些
安全意识，学做一些小事情，每天固定一段时
间完成一件事情，亲子共读一本儿童绘本或
读物。”这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给
每个一年级新生的暑期任务书———“星星
榜”，与之一起发到家长手中的，还有一份《给
一年级新生家长的 )个建议》，引导家长从培
养习惯入手，助孩子起航。与此同时，课题组
也建议幼儿园老师，在组织游戏时，加强对过
程的关注。在手工活动中，哪些孩子是否遗漏
了指令，哪些孩子桌椅凌乱，丢三落四，哪些
孩子做事缺乏条理，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指
导，让每个孩子更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加快
节奏的学习生活。

!相关链接"

超过半数孩子提前起跑

课题组曾在全区 !""" 余名孩子中开展

调查! 结果发现! 超前学习已经是普遍现

象"""#$%的孩子在入学前能读拼音! 并拼

读#认识 &""字及以上的孩子占总数的 &$%#

会 !"以内$'" 以内$!"" 以内加减法占总数

()%#学过英语的占 ))%%然而!只有 !#%的孩

子听过音乐会!看过画展!大部分的孩子用大

量时间用于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知识类

的课外学习之中%进入小学以后!孩子们的压

力仍在延续"""课外学习语文 !*%! 数学

''%!英语 &*%!艺术 $&%!体育仅占 !$%%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玩”新意 要有后劲先培养习惯
专家建议注重过程尊重孩子成长规律

晒“牛蛙”培养经历，晒名校面
谈经，晒暑期补习计划……随着幼
升小的临近，各大育儿论坛上，相关
的讨论十分热闹。有家长自豪地告
诉网友，自家孩子围棋、英语、绘画、
钢琴，样样都有证书，识字量也达到
了 2000个以上，英语单词超过
500个，立刻引起“围观”。羡慕者
不少，但也有家长表示不解，“都学
成这样了，进了小学还学啥？”

幼小

衔接

! 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孩子需要老师和家长的鼓励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