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第一，坚持科学的儿童发展观，避

免片面的“小学化”。

做好“幼小衔接”，需要遵循儿童

学习与发展的规律与特点，避开片面

的“小学化”误区。这种“小学化”主要

是指采用成人强制的、违背幼儿学习

特点与兴趣，不适宜地提前将小学阶

段的学习任务或教学内容移植到幼儿

阶段，例如生硬而机械地让孩子学拼

音、写汉字、珠心算等。

第二，树立正确的教育评价观，关

注孩子的核心素养。

做好学习
适应的入学准备

第一，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产生

入学愿望。

幼小衔接阶段，家长应更重视激

发幼儿直接学习兴趣，引导幼儿对小

学阶段的知识和生活产生兴趣，产生

入学的向往和愿望。

首先，支持幼儿的好奇与探索。

当幼儿展现好奇心时，家长予以及时

的回应和支持，有意识地给幼儿提供

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

其次，给予幼儿成功的机会。孩

子天性是喜欢成功的，在保护孩子

好奇心的基础上，幼小衔接阶段家

长给幼儿的学习任务，应是跳一跳

就能够到的难度，并赞许孩子的每

一次小进步。

有针对性地引发幼儿的入学愿

望。可以和幼儿讨论小学生活是什么

样的，小学老师都教什么，哥哥或姐姐

在小学都发生过哪些趣事等话题。这

样，既能引发幼儿对小学生活的兴趣

和期待，也可避免入学后陌生的环境

使幼儿产生紧张感。

第二，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适应

小学学习特点。

幼儿园集体活动一般为20至30

分钟，而小学一堂课长达40分钟，对

注意力持续时长的要求提高，训练孩

子的注意力。其次，给幼儿明确可以

完成的学习目标。根据幼儿的注意力

水平，给幼儿一个明确的时间期限。

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时间期限，孩

子学习时能保持一定的紧张状态，有

利于专注力的发展。

升入小学后就要有家庭作业。为

了避免孩子入学后产生拖欠作业、忘

记作业的坏习惯，需要引导孩子树立

任务意识和规则意识，养成今日事今

日毕的习惯。

做好生活
适应的入学准备

第一，督促孩子生活自理，以适应

小学生独立性的要求。

首先，家长需要教会孩子必要的

生活自理技能，如整理书包及文具盒、

按天气增减衣物、扫地等。其次，家长

需要帮助孩子形成生活自理的责任

感，让孩子多做力所能及的事，意识到

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做。比如，可以

让孩子自己决定第二天要穿的衣物、

自己根据课程表收拾书包、自行制定

简单的学习计划。再其次，引导孩子

形成时间概念，适应小学的一日作息

要求。

第二，锻炼孩子的人际交往，以适

应入学后的社交关系。

进入小学后，孩子有了陌生的新

老师和新同学，会出现“同桌”“班长”

“组长”“值日生”等新名词，这对于孩

子来说是全新的学校社交关系。如果

不能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

能力，不能主动地和老师、

同伴互动与交往，遇到难题

也无法向他人求助，极易产生孤独、畏

缩、害怕上学等消极情绪。

家长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和

锻炼孩子人际交往的意识与能力。

首先，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是儿

童社会交往的“底色”。因此，家长应

创造出民主开放的家庭氛围，尽可能

让孩子对家中大小事有发言权，尤其

是与孩子相关的事情，应该听听孩子

的意见，鼓励孩子主动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要求。

其次，幼儿园为儿童与儿童之间

的交往提供了大量机会，而家庭和社

区就是儿童与成人交往的理想场所。

教孩子给长辈打招呼，带孩子去别人

家里做客，请孩子帮忙去便利店买东

西，鼓励孩子到邻居家借东西

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

交往，都会帮助孩子克服羞

怯、怕生的心理，培养孩

子主动交往的意识和礼

貌大方的社交品质。

如何理性应对幼小衔接？

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孩子面临着

从外部环境到内在心理的转变与适

应。基于儿童学习与发展在幼儿园和

小学的学段差异又前后连续，如何应

对“幼小衔接”，为孩子入小学做好准

备，更是为家长所关切。

■ 记者 谢静 整理

记者搜索发现，淘宝上“加油

鸭”、励志可乐罐、袜子等物品，近

期也销量暴增。

数据还显示，这些物品的大

多数购买者是父母，还有朋友，不

少人留言表示来讨个好意头。这

些受欢迎的励志物品，除了设计

多数萌趣，文案方面也是很对年

轻人胃口，类似“考神附体”“考的

全会蒙的全对”“你要偷偷的拔

尖，然后惊艳所有人”，让人会心

一笑。

在评论区，很多买家都表达了

“希望一举成名”“金榜题名”等愿

望。店铺工作人员还表示，最近此

类产品销量大。

励志可乐罐、袜子 高考励志品销量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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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临近
避免过度关心增加孩子压力

不止学生紧张，家长内心也

不轻松，一些家长担心自己的无

心之举增加了儿子的压力。最

近，家长林丽（化名）在和其他陪

读妈妈交流时，发现了一种新式

的“鼓励+减压”方法——就是

淘宝上各种新奇的高考励志物

品。林丽和先生分别挑了一条

紫色内裤和红色袜子送给儿子，

内裤背面有个大大的勾，寓意“考

试全对”“紫腚对（指定对）”。

收到礼物时，儿子既惊讶，又

有掩饰不住的开心，林丽也觉得满

意，“二三十来块钱的东西，我们的

心意与祝愿达到了，也不至于让他

产生什么压力，他虽然笑话内裤太

土，但还是开开心心地穿上了。”

尽管有人觉得“没必要搞这些

花里胡哨的”，但也有教育专家认

为，“（孩子们）减压而已，也算是一

种良好的心愿祝福，对这些所谓的

迷惑行为，没必要过于上纲上线。”

幽默鼓励表心意
避免过度关心增加孩子考前压力

还有二十多天，2021年高考

将开启。为缓解考前的紧张气氛，近两

年，各种新潮的幽默减压方式流行开来。淘

宝数据显示，近一个月，“高考励志风”袜子、T恤等

物品销量暴增。

尽管有人觉得“没必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但也有

教育专家认为，“（孩子们）减压而已，也算是一种良好的

心愿祝福，对这些所谓的迷惑行为，没必要过于上纲上

线。”虽然适当的焦虑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但如果强

压或助长本来正常的焦虑情绪，情绪量值超出正常

的波动范围，就不利于考生考场的发挥了。因

此，考前掌控焦虑情绪是减压的关键。

■ 记者 谢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