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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习习惯培养的实践 

缪 婷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香悦澜山园  江苏南京 

【摘要】幼儿园阶段学习后，幼儿即将升入小学，开始面对全新学习挑战。在实际幼小升入小学过渡阶段能

够发现，多数幼儿在进入到小学时，常会出现无法适应小学学习生活现象，导致在小学学习中学习效果较弱。因

此在幼儿大班阶段适当进行学习习惯培养十分重要。幼儿园和小学虽然是衔接的教育阶段，但是两种活动方式区

别较大。小学学习制度化较强、规范性较高，多数幼儿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导致学习效率不高，会直接影

响幼儿今后学习状况。对于幼儿园和小学学习组织、教学方法上的不同，需要从幼儿大班开始培养课堂学习习惯，

优化幼儿大班课堂教学，创建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为幼小衔接教育提供保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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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children's learning hab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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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learning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are about to enter primary school and begin to face new learning 
challenges. It can be found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the actual primary school transitioning to primary school that most 
children often fail to adapt to primary school learning and life when they enter primary school, resulting in a weak learning 
effect in primary school 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perly cultivate study habits in the large class of young 
children. Although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are connected educational stages, the two types of activ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 learning is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Most children do not develop good study 
habits, resulting in low learning efficiency,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children's future learning. For th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between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classroom 
learning habits from the large class of children, optimiz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large classes of children, create a good 
classroom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provide a guarantee foundation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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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幼小衔接意思是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衔接。幼儿

园阶段和小学阶段学生具有不同的身心发展特征，做

好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衔接，能够促使学生可持续发

展，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教育部分《关

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提

出，针对长期存在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分离、衔接意

识较弱，过度重视知识准备，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实施针对性措施，保证幼儿学生过渡到小学能够适应

小学学习生活，保证幼儿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1]。幼小

衔接问题是长期被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关注但未得到良

好解决的问题。幼儿过渡到小学，学生常出现厌学、

做事拖拉、粗心大意、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和幼小

衔接不当密切相关。所以对于幼小衔接视角下对幼儿

学习习惯培养尤为重要[2]。此次研究则针对幼小衔接视

角下幼儿学习习惯培养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

为幼小衔接教育提供参考内容，不断促进幼小衔接教

育发展。详细内容见下文： 
1 幼小衔接概念及幼儿学习习惯培养意义 
幼小衔接是为保证学生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实施

的具体准备工作。幼小衔接概念主要包括两种，一种

为幼儿园需要做好幼儿进入小学的过渡性教育，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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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学需要做好幼儿入学后适应准备。幼小衔接需要

家长、幼儿园、小学相互配合，通过合作，从而实现

幼儿到小学学习习惯转变、学习环境适应以及思维方

式改变[3]。幼儿园活动方式主要以游戏为主，小学活动

方式则以学习活动为主，课堂教学则是主要活动方式。

幼儿过渡到小学如果没有衔接好，则会导致今后小学

生活较困难。幼儿在大班时需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才能更好的适应小学学习生活，保证学习效率。 
2 幼小学习习惯培养现实性和区别 
有关研究发现，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对幼

小衔接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主要是为幼儿过渡到小

学阶段做好充分准备，提高幼儿学生知识技能，保证

幼儿学生身心发展，减少入学苦难和压力。美国教育

家认为，幼儿过渡到小学准备包括学校、家庭以及幼

儿自身、社会。幼儿入学需要做好语言锻炼、学习方

式准备、情绪准备、认知准备以及运动技能准备等。

我国较多教育家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我国幼

儿过渡到小学存在认知、语言、学习方式、情绪、社

会五个方面不同。 
2.1 幼小学习习惯培养现实性 
学习习惯对小学学习影响较大，同时对今后学习

生涯也存在一定影响。有调查研究发现，存在 15%到

36%幼儿不符合小学入学水平，尤其是在课堂学习习

惯上，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听课稳定性不强，自主

思考能力较低，无法配合学习等不良习惯，严重阻碍

小学阶段学习。部分学生还会因为不良课堂习惯导致

出现厌学情况，长时间如此，丧失学习兴趣，沦为问

题学生。做好小学入学衔接准备工作，在幼儿园大班

开始培养学习习惯，提前做好小学学习准备。帮助幼

儿学生能够尽快适应知识化学习，减轻学习压力，增

强学习信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2 幼小学习习惯培养区别 
幼儿园学习性、思维性、纪律性要求不高，但是

在小学学习中要求则较高。幼儿学习方式主要为体验、

模仿，而小学学习方式主要为表达和思考。小学学习

为统一标准化模式，学生通过学习需要达到统一化。

幼儿学习没有严格要求，两者学习行为、要求存在较

大差异性，导致幼儿学生进入小学学习缺乏自主思考

能力，标准学习行为。较多幼儿进入小学学习往往需

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所以在小学阶段则会造成学习

分化情况，对学生发展影响极大。幼儿课堂教学一般

游戏为主，课堂形式规范性较低，一般较自由，灵活。

小学课堂则是以统一、规范为标准，教师引导开展课

堂教学。两种课堂氛围、行为也存在较大区别。如果

学生无法适应规范化小学学习方式，则会导致学生出

现较多不良行为[4]。所以在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习习

惯培养尤为重要，家长、学校、社会需要高度重视。 
3 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习习惯培养存在问题 
3.1 家长在幼小衔接学习习惯培养上的认知不足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家长对子女学习要

求也不断增高。由于对幼小衔接幼儿学习习惯培养认

知不到位，部分家长盲目选择学习培训班，导致幼儿

学习压力较大，休息时间过少。部分家长之间相互攀

比，对子女期待、要求过高，忽略了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和特点，较大压力导致幼儿对学习产生恐惧感[8]。家

长认为会读、会写、会算的学生才是聪明学生，要求

幼儿园要教会汉语拼音等，部分家长不想自己孩子落

后他人，开始随波逐流，忽视孩子能力培养，违背了

幼儿学习特点。3 至 6 岁幼儿学生以形象记忆为主，数

学符号和汉字对幼儿学生相对抽象，较难理解，容易

造成幼儿学生厌学，不愿意去幼儿园。人一生学习时

间占四分之一，如果将学习当作一项任务完成，则会

适得其反。 
3.2 幼小衔接学习习惯培养单面性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小学共同衔接实施的，不能

单面性完成。两方面应该保持有效沟通，保持连接性。

部分幼儿园会忽略这一问题，在幼升小阶段和小学之

间沟通性较差，幼儿教师防止小学化，没有进行超前

教育。没有提前进行拼音、识字、算术等小学课程内

容教育。在小学新生报名中家长反映，在面试环节会

让幼儿识字、计算 20 以内加减法、背诵古诗等。幼儿

和小学之间衔接存在问题。 
4 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学习习惯培养方法 
4.1 建设幼小衔接环境，激发幼儿学习欲望 
环境是重要教育资源，所以需要有效利用环境，

促使幼儿在环境互动中养成良好的习惯。为提前做好

幼儿升入小学心理准备，激发幼儿上小学欲望，可以

根据环境和教育目标一致原则，建设我要上小学等主

题环境。引导幼儿认识小学学习内容、目标等，引导

幼儿制作手抄报等，将其粘贴在班级背景墙上，让幼

儿自行欣赏，以此吸引幼儿，激发幼儿上小学欲望。

另外，还可以将班级桌椅摆放为小学桌椅模式，营造

小学学习氛围，提前培养幼儿小学坐姿，让幼儿提前

适应小学课堂。创建小学课堂学习要求。 
4.2 积极开展丰富活动，培养幼儿良好学习习惯 
①培养幼儿良好语言习惯，在幼儿园学习中，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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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专注力较弱，倾听能力较弱，表现为上课走神、上

课插嘴、喜欢打断教师说话等，对幼儿学习影响较大。

教师应该引导幼儿学会倾听，正确表达内心想法。引

导幼儿在他人讲话时需要保持安静，这样才能听清他

人想法。引导幼儿在同学发言时，学会等待，等他人

发言后，再举手回答。②培养幼儿勇于表达，教师在

日常学习中，要重视幼儿表达培养，鼓励幼儿勇敢表

达内心真实想法。在教育过程中，积极为幼儿创造说

话条件。③培养幼儿阅读兴趣，阅读不仅能够提高幼

儿语言能力，还能丰富幼儿知识面，增强文字兴趣爱

好。教师需要引导幼儿正确阅读，同时爱护阅读书籍。

在班级中设置语言区角，放置适合幼儿阅读书籍，引

导幼儿餐后、自由时间阅读书籍。引导幼儿分享书籍

内容，交换书籍阅读，不断提高幼儿阅读兴趣。④培

养书写良好习惯，引导幼儿进行手指游戏，培养幼儿

手指灵活度。引导幼儿掌握正确握笔姿势，画画姿势

等，如果发现幼儿存在书写错误行为，需要及时纠正。

引导幼儿学会书写自己姓名，书写 10 以内数字。⑤培

养幼儿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独立思考、独

立解决问题是良好的学习品质，是小学学习重要基础

保障。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学会观察、分析、

探索。遇到困难后，学会思考，分析、讨论，自行尝

试解决问题。幼儿遇到问题时，教师应该给足幼儿思

考时间，引导幼儿通过各种方法寻找答案。 
4.3 开展鼓励引导，增强幼儿自信 
一般小学后学习越好学生对学习兴趣越高，自信

度越强，学习越差学生学习自信度越低，导致成绩不

断下降。所以幼儿学习习惯培养过程中，需要遵循幼

儿需要，积极鼓励引导，对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给予

表扬肯定，强化幼儿良好行为，增强幼儿自信度。 
4.4 家园配合，培养幼儿学习习惯 
幼小衔接是学校、社会、家庭共同任务，需要家

长、教师等共同努力。家长在幼儿学习习惯培养中占

据重要地位，家长认知、行为尤为重要。学校积极开

展有效衔接讲座会，不断提高家长对幼衔接认知和重

视，积极宣传科学教育理念，重视幼儿良好学习习惯

培养。利用和家长联系，让家长主动在家教授和纠正

幼儿书写姿势，以便于更好适应小学阶段书写任务。

家长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制定阅读任务，

监督幼儿坚持阅读。 
5 结言 
综上所述，幼小衔接需要从幼儿思维方式，学习

习惯，环境适应以及社会能力等方面进行培养和提升，

保证幼儿能够尽快适应小学规范化教育环境，适应小

学课堂教学要求。在幼小衔接时，建设幼小衔接环境，

激发幼儿学习欲望，积极开展丰富活动，培养幼儿良

好学习习惯，开展鼓励引导，增强幼儿自信，积极进

行家园合作，这样能够提高幼儿学习习惯培养效果，

保证幼儿顺利进入小学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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