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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中家园共育的再实践研究
刘玉雷

临沂市河东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山东临沂，276000；

摘要：幼小衔接是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有效落实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不仅能帮助幼儿顺利过

渡到小学阶段，还能助力其良好习惯的形成。因此，本文将就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再实践策略进行探讨，旨在

通过对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价值与困境的分析，采取“树立科学家园共育理念”“构建家园共育和谐环境”“创

新家园共育实践形式”“尊重家园共育幼儿主体”“助力家园共育成果共享”五个环节促进家园的有效沟通，助

力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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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小衔接阶段是幼儿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良好的

幼小衔接教育对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有

着积极的意义。而做好幼小衔接的教育工作单靠教师的

力量还远远不够，家长作为第一任教育人也需要参与进

来。因此，在幼小衔接的教育背景下，教师要注重家园

共育的价值，搭建家园共育的良好桥梁，形成家园教育

的合力，落实幼儿多元素养的培养，让幼儿能在幼小衔

接阶段中获得全面且均衡发展的同时，实现幼小衔接教

育实践的高质量发展。

1 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价值

1.1 对幼儿

（1）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幼小衔接中家园共育教学活动的实施会对幼儿身

体、心理、认知、社交等多方面做好幼儿园向小学的过

渡工作。家园共育会让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的双重作用

下更好地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要求，让幼儿的综合素养

获得初步的培养。同时，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实践还

能引导幼儿形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使其更快更好

地适应小学阶段的教育，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

意义。

（2）提高幼儿适应能力

幼小衔接阶段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帮助幼儿顺利向

小学阶段过渡。而幼小衔接中的家园共育能让幼儿初步

了解小学阶段的生活方式，使其建立对小学阶段学习和

生活的初步认知，使其能良好地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

减少幼儿对小学阶段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同时，幼小衔

接下的家园共育还能集结家园共同的力量为幼儿营造

良好的氛围，以便幼儿逐步适应小学阶段的规则，从而

提高其适应能力。

1.2 对家庭

（1）加强教育认知

幼小衔接下的家园共育能搭建幼儿园和家庭二者

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让家长了解现阶段的教育理念

和所采用的教育形式，这一情况能让家长了解如何给予

幼儿正确的引导，在家庭教育中给幼儿提供更加契合的

教育。同时，幼小衔接下的家园共育还能加强家长对教

育的认知，学习并掌握结合幼儿发展规律正向引导的方

法，从而形成家园教育合力，为幼儿的发展奠定基础。

（2）增进亲子关系

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活动的开展能有效增加家长

和幼儿之间的沟通机会，家长会参与到幼儿的学习活动

中，并引导幼儿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让幼儿感知到家

长的关心和爱护，有助于增进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同时，

家园共育也能让家长和幼儿在相互沟通中进行磨合，形

成良性的沟通关系，进而构建更加和谐的亲子关系，对

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1.3 对幼儿园

（1）丰富教育资源

家长作为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长是幼儿园最重要

的教育资源。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能从

家长和幼儿的沟通中让幼儿了解更多的生活常识，让幼

儿了解更多的内容，丰富幼儿园的教育资源。同时，幼

儿园的教育内容也会在家长、幼儿之间的沟通下进一步

丰富、拓展幼儿的认知，有助于幼儿的多元化发展。

（2）提高教育效果

幼小衔接下的家园共育能让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

育进行有机结合，以共同的目标和方法向幼儿传授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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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令幼儿更加顺畅地接受，能极大程度地提高幼

儿园的教育效果。同时，教师和家长的良性沟通也能及

时获得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反馈，并及时调整家园

共育的策略，形成家园教育的合力，共同促进幼儿的全

面发展。

2 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困境

2.1 家园双方的观念差异

观念指导行为，家长和教师作为幼儿成长的重要引

导者，他们的教育观念会对幼儿的成长发展产生直观的

影响。而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教师和家长的观念

是促进共育的关键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幼小衔接的教育

效果。针对现阶段幼小衔接家园共育的困境分析，其实

践活动的开展存在观念差异的直接因素。

第一，由于家长缺乏对幼小衔接阶段教育的正确认

知，他们普遍认为幼小衔接的主要教育者是教师，且这

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对幼儿进行知识的讲授，期望幼儿

在幼小衔接中获得读写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为小学阶段

学习生活的开展奠定基础。

第二，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需要幼儿具备良好的生

活自理能力，且具备一定的学习习惯。但由于家长和幼

儿园阶段教育理念的差异，导致即使幼儿在幼儿园内获

得了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但却在家庭教育内缺

乏对幼儿的引导，致使幼儿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养成

效果并不理想，不利于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阶段的顺利

过渡。

2.2 家园双方的沟通不足

想要实现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良性效果，需要幼

儿园和家庭之间的良好沟通交流，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

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而努力。而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

育中，家长和教师的良性沟通是达成家园共育良好教育

效果的关键。针对现阶段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困境分

析，其实践活动的开展存在家园双方沟通不足的因素。

第一，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的沟通形式较为单一。大

多数是幼儿园教师主动和家长沟通联系，通过多样化的

方式和家长沟通、宣传幼儿园的基本教育内容，而家长

却很少向教师反馈家庭教育的内容以及自身的教育建

议，缺乏家园的双向反馈，影响家园教育合力的形成。

第二，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的沟通时间较少。一方面

因为家长的工作较忙，尽管在接送孩子时会和教师沟通

交流，但缺乏沟通交流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且部分家长

也很少会和教师沟通交流，导致家园内的教育反馈信息

收集较少。另一方面幼儿园会定期组织家长会等亲子活

动，但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沟通通常会在发现问题后，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主动沟通和交流，影响了家园教育

的相互沟通和融合，难以形成家园教育的合力，不利于

幼儿全面且均衡的发展。

3 幼小衔接中家园共育的再实践策略

3.1 树立科学家园共育理念

幼小衔接对幼儿的综合发展有着直观的影响。想要

做好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需要做到科学衔接，引导幼

儿平稳度过。因此，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实践要先树

立科学的家园共育理念，明确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目标

和教育方向，以积极正向的教育思想落实对幼儿的教育，

让幼儿获得自身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的良性发展，为其

小学阶段学习生活的良性适应奠定基础
[1]
。

例如，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首先，家长和教

师要纠正自身对幼小衔接阶段教育的错误观念，关注小

学阶段学科衔接的同时，注重幼儿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

的培养，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入手，将教育的重心投

放到幼儿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中，逐步衔接小学

阶段学习规则的教育，让幼儿形成对小学阶段学习生活

的初步认知。其次，针对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建立家园

联动机制，在园内和家庭中帮助幼儿养成规律的作息，

如：早晨起床后要自主洗脸是刷牙、中午饭后要休息、

晚上十点入睡等。同时，为了达成预期的教育成效，教

师和家长要联合起来，引领幼儿学习时间管理、制定计

划等，如：晚上睡前要进行亲子阅读、在园内要主动进

行自我管理等。最后，制定幼儿表现评分表，针对幼儿

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培养进行每日评分，了解幼儿的

变化，并及时调整培养方法，实现幼小衔接阶段的科学

衔接。

3.2 构建家园共育和谐环境

沟通是形成家园教育合力的重要途径。幼小衔接下

家园共育活动的开展需要家长和教师的共同参与，在和

谐共育环境的衬托下才能引导幼儿平稳度过。因此，幼

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实践要落实和谐环境的构建，聚焦

和谐环境潜移默化地熏陶幼儿，令幼儿能以平稳的心态

接受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同时，和谐环境的构建也要

加强家园的沟通，真正形成幼小衔接阶段家园的教育合

力，共同为幼儿的发展提供力量
[2]
。

例如，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首先，建立家园

沟通的平台，如微信群等，在平台中分享园内和家庭中

对幼儿的教育和引导，如：园内：幼儿饭前便后洗手、

在饭后自主收拾碗筷等；家庭中：幼儿帮助收拾了垃圾、

并自主洗脸刷牙入睡等，用视频拍摄的方式进行家园共

育的沟通和交流。其次，为了让幼儿的自理能力和学习

习惯获得良性的培养，教师和家长也要从幼儿现阶段的

发展入手，制定明确的培养计划，达成家园共育的一致

性，如：园内引导幼儿生活自理，如自主就餐、自主入

睡等，家庭中也落实园内对幼儿教育的同时，引导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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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阅读，培养幼儿的学习习惯，以家园的教育合力构

建家园共育的和谐环境，帮助幼儿顺利完成小学阶段学

习生活的过渡。最后，家园之间要定期沟通，明确幼儿

的培养进程，i并针对幼儿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培养策

略，让幼小衔接的教育落到实处，为幼儿的发展奠定基

础。

3.3 创新家园共育实践形式

想要达成幼小衔接中家园共育的良性实践效果，需

要积极创新实践形式。因此，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活动

的开展要积极创新实践形式，从多个教育给予幼儿引导，

以创新性的实践形式助力幼儿向小学阶段的顺利过渡，

达成预期的效果
[3]
。

例如，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首先，家园之间

要共同探讨幼小衔接下教育课程的设置，聚焦小学阶段

学习生活的特点，采取“小课堂”的构建帮助幼儿适应

小学阶段的课堂教育方式。其次，家园共育的方式也要

向小学阶段过渡，让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契合幼儿现阶

段的发展需求，如：开展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在模拟

的课堂环境中扮演学生和老师，通过游戏的方式体验和

学习课堂规则和互动方式，借此培养幼儿对小学阶段的

向往生活。最后，幼儿园还可以组织家长和孩子一起参

与户外探索活动，如：亲子户外活动（一分钟亲子双人

跳绳、亲子合作夹球比赛、亲子自理能力大比拼等），

以实践活动的开展创新家园共育的实践形式，增进家长

和幼儿之间的互动和理解，在丰富幼儿学习体验的基础

上，促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借助家园共育的

实践活动致力对幼儿的引导，让幼儿能顺利适应小学阶

段的教育，为其后续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4 尊重家园共育幼儿主体

幼儿主体性的发挥能让幼小衔接阶段的教育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实践要

尊重幼儿的主体，通过对幼儿入小学薄弱环节的分析，

聚焦家园共育的合力给予幼儿相应的引导，让幼儿形成

自理和学习的主动意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以此促进

幼儿能力和习惯的培养，达成良性的教育成效
[4]
。

例如，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家长和教师要注

重幼儿主动意识的培养， 以互动的形式引导并激励幼

儿，如：1.老师/爸爸/妈妈看哪位小朋友能叠好自己的

衣服呢？2.老师/爸爸/妈妈看哪位小朋友能积极完成

绘本的阅读呢？3.这位小朋友你最积极了，老师/爸爸/

妈妈看你完成得最好，希望你能保持哦等，以引导和激

励的话语培养幼儿自理和学习的主动意识，潜移默化助

力幼儿良好能力和学习品质的形成，为小学阶段学习生

活的到来做好准备。

3.5 助力家园共育成果共享

家园共育对幼小衔接教育工作的落实有着促进的

作用。如何紧密结合家庭和幼儿园的教育，持续达成家

园共育的良性效果，需要落实家园共育成果的共享。因

此，幼小衔接下家园共育的实践要注重成果的共享，以

多元化的方式搭建家园沟通、分享的途径，真正实现家

园共育的合力，为幼儿对小学学习生活的顺利适应提供

保障
[5]
。

例如，在幼小衔接的家园共育中，幼儿园教师可以

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家长建立沟通的桥梁，如：建立园内

交流群、家长交流群等，提供家园共育沟通的平台。首

先，在沟通平台中，教师要和家长沟通幼小衔接阶段教

育的重要性，让家长参与到对幼儿的教育中，形成教育

合力。其次，教师可以在平台中分享园内对幼儿的教育，

如：所学习的知识点（声母、韵母等）、幼儿自理能力

（自主就餐、自主入睡）的培养等，让家长能了解现阶

段幼小衔接的教育内容。并鼓励家长在平台中分享家庭

中的教育内容，在家长和教师的双重沟通下，保证幼小

衔接阶段家园共育的一致性，共享家园共育的成果，共

同为幼儿的发展保驾护航。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幼小衔接是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

重要阶段，家长作为教育的第一梯队，家庭教育对幼儿

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幼小衔接背景下，教师

要注重家园共育的重要价值，借助家园共育为幼儿提供

平稳的过渡期，通过家园共育的再实践落实幼儿相关能

力和学习品质的培养，提高幼小衔接的教育质效，为幼

儿小学生活的顺利适应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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