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专家提醒：幼小衔接需全方位准备，不可一味在文化课上抢跑
□本报记者 孙艳 盛丽 任洁/文

接地气 广覆盖 促凝聚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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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小小衔衔接接班班””到到底底有有没没有有用用？？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又一批 “小豆包” 就要迈入
小学门槛了。 一些家长早就开始盘算着让孩子做到 “幼升
小” 的无缝衔接， 给孩子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北京
市早已明令禁止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公办幼儿园也早已取
消了小学化的课程， 但公办园禁止的课程在校外却发展的
火热。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 一些公办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便参加了幼小衔接班。 “幼小衔接班” 到底有没有用？ 教
育专家认为， 幼小衔接需要全方位的准备， 一味在文化课
上抢跑， 只会让教育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入学准备≠提前教育

【教育专家提醒】

担心幼小衔接不好 让孩子笨鸟先飞

辅导机构的生意火爆 ， 这
边公立幼儿园大班却流失了大
量的适龄幼儿 。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近年来 ， 教育行政部门三
令五申 、 严查的幼儿园 “小学
化”。 这一现象， 也引起了幼教
工作者及职能部门的关注。

“我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
总有家长反映， 孩子都4、 5岁，
幼儿园什么都不教 ， 连十以内
的加减法都不会 ， 自己的名字
都 不 会 写 ， 上 小 学 可 怎 么 办
啊！” 丰台区一所公立幼儿园的
徐园长表示 ， 幼儿园的 “禁止
小学化 ” 让不少家长对教学大
纲表示担心 ， 生怕孩子在幼儿
园什么都学不到 。 目前 ， 上完
中班就退园的现象非常普遍 ，
要占到1/3， 大班孩子留不住 ，
上完一学期后 ， 下半学期也就
剩一半的孩子 。 走的这些孩子
基本上全去了外面培训机构的
幼小衔接班。

徐园长到幼儿园任职之前

一直在小学工作， 她认为到培训
机构去上幼小衔接班不仅没必
要， 反倒会阻碍孩子身心的正常
发展。 “国家为什么要制定教育
大纲， 这肯定有它的道理， 4至6
岁是幼儿游戏关键期， 孩子在这
个年龄段并不适合学习大量知
识 ， 而最适合通过游戏感知世
界， 从游戏中获取观察、 认知、
思考等综合能力， 在游戏中学会
应用自己的能力。”

在徐园长看来， 很多上过幼
小衔接班的孩子由于之前学过很
多小学知识， 升入小学后， 在重
复接受知识时就失去了好奇心和
兴趣， 上课时容易不注意听讲，
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而小学一年
级是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
键时期， 孩子在这个阶段最重要
的是养成课前预习、 上课时认真
听讲、 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的良好
学习习惯， 但重复学习同一知识
的孩子相对更难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针对家长们的焦虑和盲目储
备 小 学 知 识 现 象 ， 教 育 部 和
市 教 委多次明确表态 ， 要求幼
升小时严禁笔试面试等选拔考
试 ， 防止和纠正幼儿园 “小学
化” 现象， 保障适龄儿童健康快
乐成长。

教育部曾专门下发文件， 严
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
容 。 幼儿园不 得 以 举 办 兴 趣
班 、 特 长 班 和 实 验 班 为 名 ，
进 行 各 种 提 前 学 习 和 强 化 训
练 活 动 。 各 地 要 严 格 执 行 义
务教育招生政策， 严禁小学举办
各种形式的考核、 面试、 测试等
招生选拔考试， 不得将各种竞赛
成绩作为招生的依据。 存在 “小

学化” 现象的幼儿园， 举办招生
选拔考试的小学一律不得参与评
优、 评先。

市教委表示， 本市依法坚持
就近免试入学制度， 严禁一切形
式的小学入学考试， 不得将各种
竞赛成绩作为招生依据。 坚决禁
止公办学校单独或与社会培训机
构联合或委托举办各类以选拔生
源为目的的培训班。

“不打好基础怕跟不上”， 家
长们也可以打消这个顾虑。 市教
委表示， 小学一年级要坚持 “零
起点” 教学， 不得随意改变教学
计划， 加快教学进度。 市教委要
求各小学落实教育部和北京市有
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规范教学

行为和学科教学改进等文件精
神， 深化综合改革， 着力规范作
业教辅、 考试测试、 评价评选等
教学行为， 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
学各个环节。

课程标准是指导、 规范教学
行为的基本根据， 是明确课程定
位、 确定教学目标、 规范教学进
度、 开展教学评价的首要标准。
市教委明确表态， 要切实防止教
学 “抢跑 ” ， 不培养 “超学儿
童”。 特别是小学阶段语文、 英
语学科， 要严格坚持 “基于课程
标准开展教学 ”， 不得赶进度 、
增难度。 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
义务教育课程计划。 依照课程标
准设置课程、 开展教学。

上周五， 王女士正式给上中
班的儿子办了退园手续，9月1日
再开学，刚好满5周岁的小家伙就
要上学前班了。 在王女士看来，
孩子必须要上学前班， 不然上小
学肯定跟不上，尤其是因为她家
是男孩，心智比女孩发育晚，而且
又是8月底出生的，在班里是最小
的，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到底让不让孩子上学前班？
王女士的家人各持己见。 “我父
母和我爱人都不赞成， 说提前学
课本内容， 孩子太累， 有点儿拔
苗助长的感觉。” 王女士说， 孩
子的教育问题必须得听妈妈的，
干脆先斩后奏 ， 找好了培训机
构， 提前就把名报了， 而且一下
子交了一年的钱， 家里人也就不
能再反对了。

每月1800元课时费 ， 300元
饭费， 一年算下来两万多。 “确
实比之前上的公立幼儿园要贵出
一倍， 但我觉得这钱花得值， 等
到孩子上小学跟不上， 失去自信
心， 那可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事
了。” 王女士说， 身边几个朋友、
同事的孩子， 都准备上幼小衔接
班， 如果她的孩子不上， 那就真
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不过王女士也表示， 她在给
孩子选择幼小衔接班的时候， 也
特别注意， 专门考察了好几家，

现 在 给 孩 子 报 的 这 个 班 ， 也
不 是 纯粹地学习拼音 、 数学 ，
也有音乐、 美术、 体育等其他兴
趣班课程。

孟女士和王女士的想法差不
多， “我们家孩子上的是公办幼
儿园， 幼儿园里基本不教知识，
孩子现在只会十以内数字的加减
法， 可邻居家在私立幼儿园的孩
子都会三个数字连加了， 如果不
上衔接班， 我怕孩子上学以后跟
不上。”

记者调查发现， 有类似想法
的家长不在少数， 有的已经在辅
导班交钱报名， 有的则还在 “货
比三家”， 想给孩子选一个最好
的培训班。 家长们认为， 让孩子
笨鸟先飞虽然累点儿， 总比输在
起跑线上强。

而社会上的辅导机构正是抓
住家长的心理， 打出 “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宣传语， 各
种名目繁多的 “幼小衔接班” 宣
传单纷至沓来， 课程安排上也多
以小学一年级的语文、 数学、 外
语课程为主。 记者走访市区几大
教育培训机构发现， 虽然暑假还
未真正开始， 但报名现场人气火
爆， 许多班级都已满员。 有的为
期一年的 “幼小衔接班” 甚至要
提前半年报名， 三个月的暑假冲
刺班家长最青睐。

幼儿园“禁止小学化” 大班留不住孩子

调查中， 记者发现， 对于幼
小衔接， 很多家长虽然在思想上
很重视， 但是却在实际操作中存
在着不少误区。 而像以上家长片
面重视知识的衔接， 就是其中一
项。

幼小衔接作为儿童成长历程
中的一次重要身份转变， 也引起
了教育界的关注。 今年5月20日
至6月20日是第五个全国学前教
育宣传月， 主题是 “幼小协同·
科学衔接”。 一些专家认为， 幼
儿园中的幼儿转变成小学里的小
学生， 是儿童在人生路上继续前
行的一个里程碑。 但这种转变并
非天壤之别， 应该成为童年生活
的一种自然延伸和过渡。 入学准
备≠提前教育， 幼小衔接不是幼
儿园小学化， 它需要幼儿园、 小
学、 家庭三方共同合作， 才能促

进儿童全面发展。
有专家认为， 一些幼小衔接

班太关注知识的灌输， 这其实是
对幼小衔接非常片面的理解。 靠
提前学知识获得暂时 “领先” 优
势， 其实是很难持续的， 而且会
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 特别是
过早识字， 会抹杀孩子的天性，
比如想象力、 空间思维能力。

很多家长过分的追求技能和
知识的储备， 实际上心理准备比
什么都重要。 幼儿园升小学期间
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家
长与其花高价送孩子去培训班进
行应试教育， 不如引导、 帮助孩
子做好融入新环境的心理建设。
专家建议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
成长规律， 科学合理地帮助孩子
做好幼小衔接的过度。

教育工作者们也认为， 目前

家长在学前教育确实存在一定的
误区 。 把幼儿提前变成 “小学
生 ” 会中断孩子对基本生活能
力 、 探索能力 、 学习能力的发
展， 无异于揠苗助长。 过早地将
学业负担向学龄前孩子 “前移”，
恐怕只会欲速则不达。

小学教师认为， 在幼小衔接
过程中习惯的准备比知识更重
要。 北京小学某分校的一位一年
级班主任深有感触地说： “每年
一年级新入学的小朋友很多都有
习惯准备不足的现象， 上学后不
会整理书包、 不会交朋友、 不遵
守课堂纪律、 很难融入集体生活
中。 建议幼小衔接的过程一定要
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才能适应小学
的基本生活节奏， 希望家长能更
加关注孩子专注力和自我约束能
力的培养。”

保障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