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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化”问题是当前幼儿教育中一个顽疾，幼小双向科学衔接是一条破解

的路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两个子系统，是以促进幼

儿身心发展为遵旨的教育共生体。注重幼儿园和小学的整体联动、交互融合和多

元共生是共生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更符合幼儿身心发

展的连续性特点，更有利于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因此，研究将共生理论引入幼

小衔接教育系统中，以期能在共生理论指导下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共

生发展，为幼儿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研究在分析共生理论与幼小双向衔接契合性、共生理论对双向衔接指导意义

的基础上，以访谈法开展预研究编制问卷，并经过信效度检验编制科学的测量工

具，在小学和幼儿园发放问卷 1200份，有效回收 1016份，并进行 SPSS数据统

计分析。在资料搜集、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了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儿

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的困境，发现幼儿园与小学

各自为政，双方教师不仅对双向衔接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双向衔接的实践也极

度匮乏，小学上位思想严重，幼小衔接还处于小学单方面靠拢的状态，极大地影

响了幼小衔接工作的成效。

为改变当前幼儿园单向衔接的现实困境和状态，研究从共生视角出发，引导

幼儿园和小学树立共生意识，使双方教师形成双向衔接的基本认知，认识到自身

在衔接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交流合作，助力幼小衔接有

效工作。研究建议：双方教师形成统一认识，坚定衔接意志，促进双方课程、教

学和环境等要素的衔接，为幼儿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对于促进幼小双向衔接具有

指导意义。

关键词：共生理论，幼小衔接，双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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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primary school" is a persistent problem in curren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 two-way scientific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school is a solution.

As two subsystems of the school education ecosyste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are educational symbiosi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 core value of symbiosis education is to focus on the overall linkag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and multiple symbiosis of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The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inuity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children's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will introduce the symbiosis theory into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wo-way connection and symbiosis

development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ymbiosis theory,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symbiosis theory and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ymbiosis theory in guiding

two-way connection,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a preliminary study and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

by interview method, and developed a scientific measuring tool throu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12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prim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and 1016 were

effectively recovered, and SPSS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literature reading, 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lemma of symbiosis

units, symbiosis environment and symbiosis modes of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in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and finds that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go their own way. The teachers of both sides have not forme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wo-way connec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two-way connection is also extremely scar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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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chool has a serious upper-level thinking,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is still in a state of unilateral close to the primary school, It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 of connecting children and childre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current dilemma and state of one-way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s,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guides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to establish a symbiotic awareness, so that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can form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wo-way connection, recognize their main role in the connection work, thus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and

helping the effective work of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connec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form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strengthen the will to connect, promote

the connec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environment, and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children's

growth, which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young children.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Connection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Two-way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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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选题缘由

幼小衔接问题既老又新,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和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但却一

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明确

指出：幼儿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对个体之后的教育生涯产生重要影响，该报告直

接指出了学前教育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幼儿园向小学的过渡，是个体在生命

历程中面临的第一次转折，是从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的大跃升，能否顺利衔接和

过渡，对个体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1幼小衔接教育备受国家关注

国家关于幼小衔接的政策文件有很多，相关政策文件对幼小衔接做出了顶层

设计上的规定。其中，幼儿园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以下简称《纲要》）对幼儿园与小学衔接工作的重点做出了重要指示，

《纲要》指出，幼儿园、家庭、小学和社区都是幼小衔接的主体，这几个单元之

间应该密切合作，发挥好各类教育资源的优势，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彼此之间形

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更加优势的环境。该文件表明，

幼小衔接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小学、家庭、社区与幼儿园的良好配合

和共同努力，通过这几个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和配合，为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

奠定良好的基础。《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中也对幼小衔接做

出了规定，《规程》明确表示幼小衔接涉及幼儿园和小学两个教育阶段，促进衔

接就是要这两个不同教育阶段形成横向联系和纵向合作关系。2011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幼儿园要防止教育环境、教

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的小学化，各种教育活动的开展都要在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的基础上，为幼儿成长创造适宜且良好的条件，幼儿园和小学要按照国家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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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严格落实政策要求，杜绝各种形式的小学入学考试，同时相关部门要

加强对幼小衔接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外宣传，帮助

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以上重要指示对防止小学化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对于

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9 年上半年，教育部办公厅拟发了

《关于开展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通知》，指出活动月的主题是：为幼儿顺利过

渡到小学科学做好入学准备。该活动月的主题突出了小学和幼儿园的主体作用，

强调小学和幼儿园要同步做好幼小衔接宣传工作，共同为幼小衔接努力，该活动

主题明确提出小学应该在幼小衔接中发力，对于改变以往的幼儿园单向衔接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双向衔接。可见，幼儿园与小学的双

向衔接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双向衔接具有重要引领作用。2021 年教育部

出台的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工作要以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为前提，同时遵循教育

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从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做好幼小衔接工作，明确了建立

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长效机制的重要性。2022 年阳春三月，教育部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指出该活动月的主

题是：“幼小衔接，我们在行动”
①
。除此之外，教育部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22 年版）中也明确指出，小学也要注重幼小衔接，小学一至二年级

课程设计要在对学生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发展水平评估的基础

上，合理设计低年级的课程内容，同时要注重课程设计的游戏化、生活化，在活

动中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由此可见，幼小衔接受到政府高度关注的同时，近

年来，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也得到了逐渐重视。

1.1.2双向衔接更符合幼儿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

OECD 国家在 2017 年发布的《强势开端 V：幼小衔接》报告中明确指出幼儿

园到小学的过渡是幼儿漫长人生中第一次向正规教育的跃升，能否顺利过渡到小

学，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对幼儿今后的身心发展、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良好

行为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的各方面还未成熟，

在进入小学后需要面对不同的教育环境、陌生的老师和不熟悉的小伙伴，还要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学穿越活动的通知, http://www.moe.
gov.cn/srcsite/A06/s3327/202204/t20220407_614387.html(2022-3-1日）



第一章 绪 论

3

习文化知识，方方面面都与幼儿园有较大差异，势必会为幼儿适应小学学习生活

带来挑战，而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幼儿的不适。

幼儿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点。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直接对

幼儿身心发展的连续性产生影响，幼儿园向小学的过渡不顺利，必然会使幼儿身

心发展的连续性受到干扰甚至中断。幼小双向衔接是一种幼儿园与小学双向互动

的过程，需要二者的双向奔赴和共同努力，与以往的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靠拢截

然不同，更强调小学在这一工作中主要作用的发挥。没有小学和幼儿园的双向衔

接，而只靠幼儿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幼小衔接的效果将是微弱无力的。因此，

从儿童身心发展主要规律和特点来看，小学和幼儿园的双向合作与互动，更符合

幼儿的身心发展的连续性规律和特点，更能使幼儿园小朋友在升入小学低年级时

各方面得到适应，使其在幼儿园养成的良好习惯得以保持并持续发展，为幼儿的

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

1.1.3当前幼小双向衔接存在问题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不能只靠幼儿园来解决
①
。在当前的国内学术界,对于

幼小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幼小衔接有什么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的思

考，但对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关注和研究成果都比较少，大部分学者没有意

识到幼小衔接问题的双重性，都忽略了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重要意义。《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明确了幼小衔接的重要性，指出幼儿园要为幼儿的

入学适应工作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推动衔接工作的开展。2021 年，幼小双向衔

接相关政策密集发布，具有双向协同特征的“幼小衔接”工作进入强势推进期。

但在幼小双向衔接的探索中，幼小双方协同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边淑文在其研究

中指出：幼小衔接效果不理想，是幼儿园单方面的衔接和小学在衔接中的缺位造

成的。

虽然在政策和理论层面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幼小衔接，但幼小双向衔接的提法

最近几年才受到关注。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幼小衔接工作还存在很多亟

需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幼小衔接工作道路道阻且长。首先，在幼小衔接的责任主

体上，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靠拢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目前幼小衔接的相关研究中，

①
刘晓东.中国小学教育亟待战略转型——兼论“幼小衔接”应向“小幼衔接”翻转[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报,2019,1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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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幼小衔接存在幼儿园单向衔接的问题，而单向衔接背后的

主要表现则是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突出，小学化成为单向衔接走向极端化后出

现的主要误区
①
。其次，在幼小衔接的主要内容上，都特别注重读、写、算等知

识性内容的培养，忽视了幼儿的身心发展、社会适应、生活适应等方面的衔接。

在衔接的具体方式上，忽视幼儿才是教育的主体，无视幼儿的互动创造性和自觉

选择性，使幼儿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也忽视了游戏教学的重要性。再次，在整

个衔接的过程中，小学教师和管理者始终处于“上位”思想，认为幼小衔接不是

自己工作范畴内的事情，缺乏与幼儿园主动的联系和交流。最后，幼儿园教育小

学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解决，是困扰幼儿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主要问题。

幼小衔接作为一个老旧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但在实际的衔接中还是存在很多

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明确小学和幼儿园的主体责任，共

同促进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工作的进行。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任何教育都以促进个体发展为最终目的。幼小双向衔接，需要幼儿园与小学

首先意识到自己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地位，从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出发，

进行互相的合作交流和讨论，了解各自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等，

就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历程进行沟通，促使小学教师在施教的过程中更加

注重儿童心理状态的变化，打破“唯分数”的教学状态，树立幼儿本位的教育教

学观念。

1.2.1研究目的

双向衔接旨在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年龄特征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幼儿

的发展。本研究以共生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来研究并

发现作为共生单元的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环境等各要素衔接时存

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结合共生理论，从幼儿园和小学

两个共生单元出发，提出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更有利于幼儿发展的优

化策略。

①
程伟,董吉贺,刘源.近十年我国“幼小衔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上海教育科研,2021(07):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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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不仅对论文写作具有理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在实践层面发现幼小双向衔接存在的问题，为幼儿园和小学开

展双向衔接提供实践依据。

（1）有利于丰富幼小双向衔接的相关理论

以共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探讨幼儿园和小学在幼小双向衔接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双向衔接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优化

路径。有利于丰富幼小双向衔接的理论，使利益相关者知悉，良好的幼小衔接绝

不是幼儿园、小学或家长单方面的努力可以实现的，需要各个共生单元的共同努

力，实现共生单元间的互惠性互利共生，最终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2）有利于为双向衔接的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与一些一线教师交谈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很多老师

苦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自己开展幼小衔接无从下手。本研究通过调查和访谈

等方法，以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为载体，来了解一线幼儿园和小学在以上四

个衔接维度上存在的问题，以共生理论为指导提出能够促进双向衔接的建议，为

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指导。同时，能够为一线幼儿园和小

学教师进行衔接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使他们在实践中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各种

问题，促进一线教师双向衔接工作的顺利开展。

（3）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任何教育研究的开展都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宗旨。双向衔接的目的是增加幼儿

园和小学的联系，在交流过程中使小学老师更好地了解幼儿，促进双向衔接，更

好地为幼儿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以往的幼小衔接更多是幼儿园向小学的衔接，

而小学缺乏向幼儿园衔接的意识，更缺乏双向衔接的相关实践，导致幼儿在进入

小学后面临包括学业、人际、教师、环境等各方面的不适和压力，不利于幼儿的

健康成长。因此，本研究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从双主体（幼儿园和小学）、四维度

（教师、课程、教学、环境）出发，能够使幼儿园和小学的一线教师更好地理解

以上四个维度目前衔接的主要问题所在，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促进双向衔接，有

利于解决幼小衔接中的小学化问题，最终以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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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核心概念界定

对与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能够使研究问题更加清楚明了。既能为

笔者研究提供便利，又能为读者阅读带来方便。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幼小衔

接和双向衔接。

1.3.1幼小衔接

陈鹤琴先生在他的教育著作中提出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核心所在是要尊重

教育的系统性和各个阶段的整体性，不能将教育的各个阶段割裂开来，即要把幼

儿园和小学当成一个整体，设置连贯性的课程和环境
①
。华中师大的蔡迎旗教授

指出，衔接在教育学中表现为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联系，幼小衔接则是幼儿园教

育与小学教育这两个不同教育阶段在教育各要素上的相互联系
②
。

通过以往学者对幼小衔接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幼小

衔接进行了界定。他们都关注到幼儿园和小学两个衔接主体，即不同学者都强调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衔接，但在衔接方向上，都侧重于幼儿园向小学

的单方面衔接。而且都没有关注到幼小衔接到底应该衔接什么。本研究在综合其

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幼小衔接定义为：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幼

儿园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帮助幼儿更好适应小学

学习和生活的教育过程。

1.3.2双向衔接

蔡迎旗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指出了双向衔接的重要性，认为幼小双向衔接涉及

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体，是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靠拢。需要幼儿园向上做好幼儿

的入学准备工作，小学向下做好幼儿的入学适应工作，双方承担好各自的责任，

尽好该尽的义务。姚丹在研究中指出幼小双向衔接是指大班幼儿教师改变自己的

教育教学方式，采取更加倾向于小学的教育教学方式进行活动设计和实施。同时，

小学教师则要采取倾向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方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入游戏化

设计，体现教育教学的趣味性，寓教学于游戏，采取更加适合幼儿的方式进行教

①
陈鹤琴.陈鹤琴教育文集(下)[Ｍ].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38.

②
蔡迎旗.学前教育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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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使幼儿在直接感知中获得知识，减少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心理上的不适应。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并依据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纲要》和

《小学入学适应指导纲要》，本研究将双向衔接界定为：为了促进幼儿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教师为了使幼儿在进入小学后更快

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而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各方面做出的教育努力，促

进幼儿园和小学在以上四个方面的衔接。这一衔接强调幼儿园和小学都要投入到

衔接的工作中来，认识到自己在衔接中的主要责任，以更好地促进幼儿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

1.4文献综述

对与幼小衔接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阅读、梳理和分析，有利于了解

国内外学者关于幼小衔接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了解该主题当下的研究进度和存在

的问题，为当前研究寻找突破点。

1.4.1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衔接课程和教学一致性的研究

幼儿在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过程中，会面临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诸多

方面的不适应。其中，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同对过渡期的幼儿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有学者提出，幼儿园和小学在课程和教学方面的一致性，是幼儿从幼儿园

向小学过渡成功的关键所在。国外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课程衔接和教学衔接，主

张幼儿园与小学要保持课程和教学的一致性。美国为促进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的

过渡，发布了“P-3”政策，即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教育政策，主张幼儿园到

小学三年级的教育，要在学习标准、课程计划和评价方式上形成连贯一致，促进

幼儿园孩子向小学的顺利过渡
①
。为了促进幼儿向小学的顺利过渡，斯洛文尼亚

国家极力主张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要与全国教育研究所、教育委员会、著名教

育研究院和教育专家通力合作、沟通交流，听取专家意见，积极参与到衔接课程

的开发中，通过开发适合双方的衔接课程来缩小幼儿园与小学的差距，使二者的

课程和教学能够统一起来，促进衔接工作的进行。除此之外，芬兰打破了传统的

① Daily, S. Initiatives from Preschool to Third Grade: A Policymaker's Guide[R]. Denver, CO:Education C
ommission of the State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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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分科教学，确定小学不再进行分科教学和学习，而是将传统的学科划分转变

为一般的学习领域，这意味着芬兰用更加广泛的学习领域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小

学分科课程。更为重要的是芬兰以早期教育中的整体学习理念为指导，在小学的

前两年就比较注重同一学科的横向联系和跨学科的纵向连接。这一理念与幼儿园

的五大领域的融合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更利于幼儿在小学阶段的适应性发展。

（2）关于儿童立场下入学适应的研究

儿童是衔接的最终获益者，也是在衔接工作中最具话语权的人，通过幼儿的

立场来研究幼小衔接最能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也最能展现衔接的成效，

国外很多学者都比较重视幼儿在这一衔接过程中的话语权。有学者以大班幼儿

（即处在幼儿园向小学过渡期的幼儿）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项研究，借助深度访

谈来了解这些入学前的幼儿对入学压力的基本认知和应对策略，而不是像其他研

究者一样，站在成人的角度、以成人的方式了解幼儿的在校经历。并在研究中就

过渡期幼儿对预期压力的预测是否与他们在校期间感受到的真实压力相一致进

行访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幼儿在入学前对压力有以讹传讹的倾向，采取相应

的应对措施可以帮助幼儿在入学后更好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真实压力。Einarsd

ottir 及 Evans 等人也站在儿童的角度，考虑幼儿的真实想法，将幼儿的观点纳

入研究以捕捉幼儿的多维声音。

（3）关于幼小衔接中家长角色参与的研究

家长作为幼小衔接工作开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协助者之一，其在幼小衔接中的

角色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幼小衔接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研究指出，充分的入学准

备是衔接成功的关键，也是幼小衔接工作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幼儿园的入

学准备教育中，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对于幼儿的入学适应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能够促进幼儿读、写、算等方面能力的发展。小学阶段是为孩子今后学科知识学

习打基础的重要阶段，每个家长在幼儿进入小学后，会对幼儿提出各种学习和习

惯要求，父母的各种要求使得幼儿对自己的学习也产生期待，并希望能够达成父

母的期望，但一旦期望落空，孩子便会变得焦虑不安，无所适从。所以，家长应

该对孩子提出合理的要求和期望，不能挫伤孩子的积极性。也有研究指出，对于

刚入学的幼儿而言，第一天入学时如果家长能够陪送，在送的过程中慢慢地了解

幼儿在小学的学习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这能够促使家长对幼儿的学校形成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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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通过这种途径家长可以认识到小学不仅仅是知识学习的地方，幼儿的人际

交往和生活活动也是小学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更有研究表明，在有移民的学校，

家长的积极参与可以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帮助缩小移民幼

儿与本土幼儿之间的各种差距。道格拉斯等（Douglas R.Powell）在研究中进一

步指出，家庭氛围、家庭学习环境和家长对幼儿教育历程的参与，对幼儿今后学

习成绩的提升和基本技能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作用。

（4）关于教师专业发展连续性的研究

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是幼小双向衔接工作的执行者和实施者，其专业发展

会直接影响幼小衔接效果。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之间缺乏幼小双向衔接的相关联合

培训，两个教育系统的教师之间缺少合作、沟通和交流，这一直以来制约着幼儿

向小学的过渡，影响幼小衔接的成效，能否建立良好的教师学习共同体是制约幼

小衔接工作发展的主要瓶颈。OECD 国家的《强势开端 V：幼小衔接》报告中就幼

儿发展的连续性、教师发展的连续性、课程的衔接和教学发展的连续性进行了专

门研究，指出了幼儿、教师、课程和教学连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措施
①
。OECD

各个国家的教研实践表明，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密切合作，是促进幼小衔接

的有利保障，因此需要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共享幼儿发展信息，建立幼儿教师

和小学教师的联合培训，共同为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创造有利的条件
②
。幼儿园教

师和小学教师间联合培训机制的建立，合作、沟通和交流机会的增加，能够在促

进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连续性的基础上，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连续性

和教育发展的连续。

1.4.2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

○1关于“幼小衔接”内涵的研究

个体差异性决定了个体想法的差异。目前对于幼小衔接的概念，不同学者给

出了不同的界定。程伟等在研究中指出，幼小衔接是指为了促进幼儿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幼儿园、小学、家庭和社会等需要形成教育合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为

① OECD. Starting Strong V. Transitions Fro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to Primary [EB/OL].
[2019-05-07].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ducation/starting-strongv_9789264276253-en#page1.

② 刘柃采.《强势开端Ⅴ:幼小衔接》的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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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做的入学准备教育和入学适应教育，帮助幼儿顺利从幼儿园向小学的过渡
①
。

刘海红等人将幼小衔接分为狭义的幼小衔接和广义的幼小衔接。其中，幼小衔接

在狭义方面主要是指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幼儿园大班），幼儿园和家庭帮助幼儿

做的各种入学准备活动和进入小学后给予幼儿的入学指导，帮助其适应小学生活

和学习的过程。这里的衔接涉及到幼儿的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而且是在特定的

教育阶段进行的衔接教育。在广义方面，一指幼儿进入大班后与小学一年级的衔

接，是在此期间教师所做的工作，二指从小班开始就为幼儿后面成功进入小学所

做的各种努力和准备工作，是贯穿整个幼儿园阶段的衔接教育。岳亚平认为幼小

衔接是涉及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体的教育活动，要根据该时期幼儿的身心发展规

律和特点，两个主体通过合理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

打基础的入学准备工作，目的在于使幼儿进入小学后快速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为幼儿今后的发展奠定各方面基础。刘晓晔在研究中指出，幼儿园阶段是以五大

领域活动课程为主要内容，以游戏化教育方式为主要手段而进行的教育，小学则

是以课堂知识学习活动为主要内容，是一种与幼儿教育截然不同的教授式课堂学

习。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是幼儿在学段上面临的首次转换，因此，幼小衔接

对于幼儿今后的学习适应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幼小衔接涉及幼儿园、小学、家庭等多主体，同时在

衔接时间上各有分说。有的学者认为幼小衔接在时间上应贯穿幼儿园小班到大班

的全过程，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幼小衔接是在幼儿大班时需要进行的工作。同时，

有的学者只关注到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忽视了幼儿心理发展的变化。总体而言，

幼小衔接教育是幼儿园小朋友于某段时间或某个时间内在身心各方面的入学准

备过程和小学低年级小朋友身心各方面的入学适应过程，是帮助幼儿适应小学生

活学习，并为其终生发展奠基的过程，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

○2关于幼小衔接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幼小衔接作为一个比较老旧的话题在最近几年又重新受到关注，表明其之前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有不足，难以解决幼小衔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文献阅

读、梳理，以及与身边从事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工作朋友的交谈中，可以发现目

前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程伟,董吉贺,刘源.近十年我国“幼小衔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上海教育科研,2021(07):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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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明显。俞文等人在研究中提出，一方面，

家长都会让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提前开始学习小学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校外培

训机构也打着各种名义，进行超前教学、超纲教学
①
。与此同时，很多民办幼儿

园为了迎合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和家长的功利化追求，不顾幼儿的身心发展而实

施读、写、算等知识教学，将幼小衔接的目标窄化、偏化为读、写、算等知识的

学习，将幼小衔接理解为为了上小学而做的事情
②
，而忽视了学前教育自身的独

特之处，忽视了幼儿当下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未来全面发展的需求，小学化倾向愈

演愈烈
③
。曹晓薇等在研究中也指出，本该为儿童终身学习和发展做准备的、涉

及幼儿身心发展等各方面的衔接教育，被窄化为读、写、算等知识教育的衔接，

幼小衔接教育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知识准备过程
④
。虽然国家为防止幼儿园的小学

化倾向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相关的研究学者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危害再三强

调，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迫于社会舆论和各方面的压力，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问题依然存在。

第二，很多小学迫于家长和各方面的压力，并未坚持国家主张的符合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的“零起点教学”。如张旭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小学在幼小衔接工作

中处于终端，但小学却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和开端，受传统的应试教育的严重影响，

家长往往只看重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学校更是以高升学率为努力方向。加之当

前学校教育评价尺度的单一，学生、家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正在逐渐沦为考试

和分数的奴隶，小学也并未按照政策所提倡的进行零起点教学，招生入学中面向

幼儿的各种考试和测验也屡禁不止，人为加大了衔接的坡度与难度
⑤
。

第三，幼小衔接中小学缺位，小学主体意识不清。在现存的已有研究中，大

部分研究将幼儿园作为幼小衔接的主体，很少提及小学在衔接中的地位和扮演的

角色。在幼小衔接的相关实践中，小学这一重要主体也并未真正参与，幼小衔接

只是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的靠拢，小学并没有主动与幼儿园衔接的意识。如曹晓

薇在其研究中表明，幼儿园和小学作为主要的衔接主体，并没有就衔接形成有效

的合作交流和互动关系，缺乏有效协作机制，双方处于闭门造车、各行其是的封

①
俞文,涂艳国,李露,刘庆.儿童健全成长取向下幼小衔接教育观差异分析——基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调查[J].
学前教育研究,2019(04):16-31.

②
郭良菁.幼小衔接不是提前“为小学”做事[N].中国教育报.2016-05-22(001).

③
杨文.当前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学前教育研究,2013(8):61-62.

④
曹晓薇,蔡迎旗.复杂性理论视野下幼小衔接观念与实践的重构[J].早期教育(教科研版),2016(12):22-24.

⑤
张旭.北京市“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上海教育科研,20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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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状态，在进行衔接工作的实践时，衔接主体间缺乏理解与合作，造成幼儿园和

家庭向小学“一边靠”、小学更多地是配合而非主动向下衔接。刘晓东在研究中

也指出，目前的幼小衔接是以幼儿园和幼儿以外的小学文化为标准的，是对小学

教育目标、任务、学法、教法的效仿，要求幼儿从幼儿园迈入小学的那刻起，便

要迅速适应小学的教育目标、任务、教法和学法。为了适应小学的教育目标、任

务、教法和学法，长期以来，使“幼小衔接”成为了幼儿园大班的主要任务，这

很大程度上窄化了幼小衔接的时间。可见，目前为止小学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

幼小衔接中的责任和发挥的主要作用，缺乏衔接的主人翁意识，没有主动向幼儿

园衔接的意识和趋势。

第四，与幼小衔接有关的理论研究中存在“儿童失语”现象，即在已有的研

究中，很多学者都从成人视角出发进行幼小衔接的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幼儿在这

一过程中的主体感受。如王小英在研究中提到，在以往有关幼小衔接的研究中，

成人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衔接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幼儿对衔接的看法，幼

小衔接工作中缺少来自儿童的声音。也有学者指出，幼小衔接研究中，儿童作为

当事人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是被经常忽视的，研究多是站在成人的立场来看衔接问

题，以成人的角度考虑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各利益主体的作为，忽略儿童对衔接

的真实感受和体验。父母通常对幼儿具有较高的要求和期望，在这种高要求和高

期待下，幼儿失去了自身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作为衔接当事人，幼儿失去了在幼

小衔接中的主要话语权。同时，李召存在研究中也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幼小衔接

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成人手中，幼小衔接是什么或怎么样，都是成人站在自己的

角度进行建构的。可见，在以往的幼小衔接研究中，幼儿作为幼小衔接活动的当

事人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在衔接中没有话语权，成为被成人掌控的对象，其话

语权和主动性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幼儿丧失了在幼小衔接活动中本该拥有的地

位和个人话语权。

○3关于促进幼小衔接对策的研究

幼小衔接问题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国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为解决问题，国

家、学者及相关人员做出了诸多努力，针对幼小衔接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以政策引领实践，以政策促进观念转变。全面的衔接制度是幼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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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
①
。张豫在研究中建议以政策为导向，提议在政府倡导和引领下，建

立完备的、高质量的幼小衔接体系，完善幼儿园与小学共同育人的幼小衔接机制，

以制度和政策为引领，以建立幼小双向衔接的课程体系为内容，主要包括设置可

操作的、切实可行的幼小衔接课程计划，合理的双向衔接课程内容，更好地促进

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工作的推进
②
，为实现双方的高效衔接在课程方面奠定基

础。也有研究者指出：幼小衔接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幼儿园与小学的体制差异，

制定的政策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同时也要考虑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因地制宜

③
。曹晓薇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国家和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令政策，使衔接

有“法”可依。同时，地方要制定专门的幼小衔接实施方案
④
，保证幼小衔接能

够真正落地。健全的衔接政策是衔接工作开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能够使衔

接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其次，调整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内容。幼小衔接的课程内容应该

严格遵守与“幼小衔接”有关的规定，同时以幼儿的平稳过渡为目标，充分考虑

幼儿的发展特点，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教学内容的设计要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

能够激发幼儿对事物的探索欲望和主动求知的欲望，在教学大纲的要求内确定教

学内容，降低难度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⑤
。张豫在研究中也提到：教学内容的合

理设置是幼儿顺利过渡到小学的关键所在，为了促进幼儿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工作

的高效运行，教师在设置教学内容时可以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比如日本有

关幼小衔接的相关标准，参照幼儿日常的人际交往活动、学习生活活动和日常交

流活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幼小衔接的内容更加日常化、多样化和直观化
⑥
，

以更加利于幼儿接受的方式进行施教。

最后，基于不同视角，促进幼小衔接。曹晓薇在复杂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研

究了幼小衔接的有效路径，她认为传统视角下的幼小衔接在教育主体上忽略了儿

童的话语权，存在儿童失语现象；在时间上以短期内的衔接为主，衔接时间短而

集中（大班），以突击为主，存在重形式、轻过程的弊端；在衔接主体上，衔接

①
曹晓薇,蔡迎旗.复杂性理论视野下幼小衔接观念与实践的重构[J].早期教育(教科研版),2016(12):22-
24.

②
张 豫.幼小衔接现状调查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1.

③
王 谦.国际学校幼小衔接现状及对策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21.

④
曹晓薇,蔡迎旗.复杂性理论视野下幼小衔接观念与实践的重构[J].早期教育(教科研版),2016(12):22-
24.

⑤
王 谦.国际学校幼小衔接现状及对策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21.

⑥
张 豫.幼小衔接现状调查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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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不明确且衔接主体各行其是，缺乏有效合作等导致衔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

传统视角下存在的问题，曹晓薇从复杂性理论出发，指出复杂性理论视域下的幼

小衔接在时间上应该是阶段性和持续性的结合和统一；在衔接观念上，要树立基

于幼儿为本的全面发展的衔接观、保证小学零起点教学、尊重儿童话语权等幼小

衔接的策略
①
。方艳基于共生理论，对幼小衔接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探析

②
。

（2）关于幼小双向衔接的研究

关于幼小双向衔接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但通过文献阅读可以发现，在国

家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双向衔接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如刘晓晔等在研究

中认为幼儿园属于“前识字”阶段，小学处于“识字”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

的比较，提出促进双向衔接需要统筹幼儿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教学大纲，建立双

向衔接制度，小学幼儿园应该在教育内容、方式方法、评价模式等方面相互借鉴，

互相为参照，防止以上方面的断裂，并客观分析家长诉求，重视学科的横向联系

和纵向连接等措施来促进幼小双向协同发展。古丽曼和郭宇进行了幼小双向衔接

的个案研究，其中古丽曼分别从幼儿园和小学的维度论述了双向衔接存在的问题，

指出部分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存在错误认知、衔接教学形式化比较

严重，忽视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缺乏必要的双向衔接实践等；小学问题则

更加突出，主要有双向衔接意识不足、对自身主体责任认知模糊、管理层参与幼

小衔接工作的热情不高，参与度偏低等。在此基础上，古丽曼提出了促进双向衔

接的措施：首先，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要对幼小衔接的时间形成统一认识，使幼小

衔接贯穿于整个幼儿园阶段；其次，幼儿园和小学要以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和品

质为共同目标，统一明确幼小衔接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小学要认清自己在衔接工

作中的主体责任和地位，放下身段积极向幼儿园衔接
③
等措施。

郭宇在研究中发现，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缺乏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二者

互相都不关注对方的教育教学内容、方式方法与手段，幼儿园教师可能会偶尔询

问小学的相关情况，但小学并没有与幼儿园交流的意向。因此他提出我们在促进

双向衔接的过程中，应该学习国外的一些衔接理念，为我们的双向衔接提供理念

指导。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让各种力量在组织、实施、监督、评估检

①
曹晓薇,蔡迎旗.复杂性理论视野下幼小衔接观念与实践的重构[J].早期教育(教科研版),2016(12):22-
24.

②
方艳.共生理论视角下幼小衔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0.

③
古丽曼·叶森别克.幼小双向衔接的个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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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方面贡献力量
①
。

（3）关于国外幼小衔接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介绍

在已有研究中，很多学者就国外幼小衔接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介绍，旨在为

我国幼小衔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一方面，国外幼小衔接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如许浙川等人研究了对 OECD

国家的幼小衔接，并对其先进经验进行了介绍，幼小衔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

的开展要尊重幼儿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关心幼儿内心的声音，由“让儿童准备”

转变为“为儿童准备”
②
，尊重儿童在衔接中的地位，展示儿童的话语权。崔春

龙等人在研究中对日本幼小衔接的背景、内容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他

们对日本幼小衔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研究，介绍了日本的先进理念，认为日本幼

小衔接工作的开展以促进幼儿发展为目标，日本幼小衔接工作非常注重对幼儿日

常生活的丰富，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幼儿

更好地成长。澳大利亚也注意倾听幼儿在衔接中的声音，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

主观体验、内在心理诉求。可见，国外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都比较重视儿童在衔

接中的地位，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研究的。

另一方面，政府比较重视幼小衔接政策和法令的制定
③
。如丹麦 2004 年颁布

《教育课程法案》的目的之一就是做好幼小衔接，积极为儿童入小学做准备
④
。

日本 2007 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是为义务教

育及其后续教育奠定基础，这体现了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在教育目标方面的一

致性与连贯性；同时，在《保育园保育指针》《幼稚园教育要领》《小学学习指

导纲要》中均把幼小衔接问题纳入进来
⑤
。

1.4.3研究述评

关于幼小衔接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国外研究方面，幼小衔

接研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理论研究成效，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相比国外

研究，国内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加强，忽视了幼儿在衔接中的主体性，

①
郭宇.幼小双向衔接的个案研究[D].长春:长春师范大学,2019.

②
许浙川,柳海民.OECD国家推行幼小衔接的目的与举措——基于对《强势开端Ⅴ:幼小衔接》报告的考察[J].
比较教育研究,2019,(01):85-91.

③
黄 爽,祁继.OECD国家实施幼小衔接的经验与启示[J].人民教育,2019(23):73-76.

④
黄 爽,祁继.OECD国家实施幼小衔接的经验与启示[J].人民教育,2019(23):73-76.

⑤
王小英,邓宏,曹书楷.日本幼小衔接的新举措[J].比较教育研究,2013(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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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国内的实践研究和实践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在国外研究方面，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课程与教学衔接的研究、

儿童视角下的衔接研究、衔接中的家长参与研究及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专业发展

连续性的研究。其中，美国专门发布了“P-3”政策，用以指导幼儿园到小学三

年级的课程与教学的衔接研究与实践，对有效衔接指明了具体方向；OECD 国家

也陆续发布了《强势开端 I-V》对幼小衔接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其中《强势开

端 V》明确提出要注重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幼儿园小学教学的衔接和一致性以及

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和交流，同时也明确了社区在衔接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日本将幼小衔接课程的编制作为其衔接工作的重点，注重幼儿的可持

续发展和衔接目标的连续性，通过系统计划，综合实践和环境渗透
①
来推进衔接

工作的开展，强调双向衔接和儿童的主体地位。总体而言，国外研究多强调教师、

课程、教学和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及家长在衔接中的重要作用，且比较关注幼儿对

衔接的看法和来自幼儿的声音。

相比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幼小衔接的问题研究和对国外理念的

介绍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儿童失语”现象普遍存在。对于幼儿在

衔接中的主体地位，相关研究大都忽视了孩子对衔接的认识和看法，忽视了幼儿

是具有积极主动性的、发展中的个体；第二，缺乏对衔接课程和教学的研究。课

程方面，幼儿园主要以五大领域为主进行主题活动，而小学则以分科课程为主，

关于如何对其进行衔接，至今尚无定论；在教学方面，幼儿园以游戏化、生活化

的教学为主而小学则以讲授式、传授式教学为主，二者存在根本上的断裂，同时，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衔接课程和教学的研究基本没有。第三，在研究方

法上，目前的研究以学理分析为主，主要侧重于国外经验介绍，但缺乏关于双向

衔接的行动研究。

通过中外研究对比可以明显发现，一方面，中外学者的研究出发点有很大不

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儿童立场明显，关注到儿童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比较

注重幼儿对衔接的认识，即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看待幼小衔接，而国内则恰恰相反，

儿童“失语”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国外研究都重视幼儿园和小学课程、教

学和教师的连续性发展，国内很少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层面的衔接，而更关注衔接

①
蔡美辉.日本幼小衔接课程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日本五个都道府县幼小衔接课程指南的文本分析[J].教
育研究与实验,2022(03):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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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问题。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相比国外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幼小衔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在借鉴国外相

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做深、做透，关注到教师、课程和教学的连续性，促

进幼儿的连续性发展，真正做到惠及幼儿、服务家长。

1.5研究方法与思路

1.5.1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文献法是以文献搜集、阅读、整理为基础进行研究资料收集的方法。第一，

在研究开展的前期，笔者对幼小衔接相关的文献、书籍、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

进行了搜集、阅读、分析和整理，发现目前幼小衔接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了解国

家关于幼小衔接的政策动向，为本研究的选题提供了主要参考；第二，在研究报

告撰写阶段，笔者主要运用文献法来搜集、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和著作，寻找幼

儿园和小学针对幼小衔接的相关理论，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坚实的文献基

础。

（2）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通过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的形式来搜集资料的方法。本研究在

文献阅读和梳理的基础上，在与导师反复沟通后采用自编问卷，主要从幼儿园和

小学教师对幼小双向衔接中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要素的认知、态度和

行为等方面进行问题设计和调查，了解幼儿园与小学这两个共生单元在教师、课

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衔接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为后续进一步分析提供分析依

据。

（3）访谈法

访谈法是与访谈对象面对面交谈以获取研究资料的方法。首先，在研究开展

的前期，笔者对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及学生家长进行了预访谈，旨在了解他们

对幼小衔接的看法，证实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其次，在研究开展中期，为

了弥补问卷调查法的不足，笔者主要运用访谈法深入了解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对衔

接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进行资料互证，并深入探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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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研究思路

本研究在共生视角下探究幼小双向衔接的优化路径，主要遵循：“理论梳理

——现状调查——实证分析——优化路径”的整体思路展开研究，具体的研究思

路如下：

首先，采用文献法了解研究现状与不足。在前期文献阅读的基础上了解研究

主题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幼

小双向衔接的研究比较少，但已有学者提出幼小双向衔接需要引起重视。同时，

国家政策层面一直比较重视幼小衔接，而且最近几年国家政策也开始强调幼儿园

与小学的双向协同，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方向指引。因此，研究的第一步是在文

献阅读和梳理的基础上确定“幼小双向衔接”为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同时在文献

阅读的基础上确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为“共生理论”，并对共生理论的内涵、特

征及对幼小双向衔接的指导的适切性和彼此的契合性进行理论分析，梳理出共生

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其次，以河南省域内的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以教师、课程、教学

和环境为衔接的载体，从这几个载体出发设计问卷。此外，在问卷设计完成后及

时发放并回收问卷，对问卷数据采用 SPSS26 进行实证分析,了解幼小双向衔接的

现状、双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双向衔接的影响因素，从整体上把握双向衔接的

现状，为后续研究分析做准备。

再次，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访谈，了解教师对该

研究主题的深层次想法，深入挖掘幼小双向衔接存在的问题及根本原因，与问卷

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资料互证，验证问卷调查的真实性。

最后，在共生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幼儿园与小学的真实情况，在文献阅读、

问卷调查及访谈的基础上，提出幼小双向衔接的有效策略，找到促进幼儿园与小

学双向衔接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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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思路图

1.6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1.6.1研究的重难点

（1）重点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问卷的设计和对共生理论的理解。一方面，问卷设计的科

学性是保证研究结果有效性的前提，因此，笔者认为问卷设计是本研究的研究重

点，包括问卷维度的确定，问题的设计，及后续的修改都需要在资料搜集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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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反复斟酌，以确定适用于本研究的合理维度和问题，为后续研究的进展

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共生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需要在对该理论充分理

解的基础上，将该理论与本研究的问题相结合进行数据分析，只有在充分理解理

论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运用理论。

（2）难点

本研究的难点在于笔者对共生理论的理解和钻研及如何将共生理论与本研

究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共生理论起源于生物学，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还不是

很多，且由于笔者的理论功底薄弱，因此将其与本研究的问题结合起来，从共生

视角出发分析研究问题，对笔者来说是一大难点。

1.6.2创新之处

研究视角新。本研究在共生理论视域下来剖析双向衔接的问题，把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并在共生理论指导下提出双向衔接的优化路径，以期实现幼儿园与小

学的协同、共生发展。因此，本研究拟从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

研究问题新。本研究是对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对单向

衔接的研究，注重从两方面来考察幼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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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理论概述

2.1共生理论的内涵及特征

共生理论产生后，首次在生物学领域得到应用，后被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

如经济金融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生态学领域及旅游学领域内。近

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将其运用于教育学领域来研究师生关系，不同学段课程、教

学的关系，共生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内逐渐发展并趋于成熟。

2.1.1 共生的概念及发展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这一概念于 1879 年由德国真菌

学家德贝里（Antondebary）在生物学领域内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他将共生定

义为：不同种属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状态
①
，即他认为共生是不同物种一起亲密生

活的状态，此时，共生仅局限来描述不同生物间的关系，而未拓展到其他领域，

共生是一起生活，它暗示了不同物种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物质联系。后经范明特、

斯科基发展，才形成比较完整的共生理论。共生，是指各个共生单元在某种共生

环境下，按照一定的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

2.1.2 共生要素

依据学者们提出的共生理论的概念，共生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即共

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1）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形成共生体或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单位，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

在不同的共生体系中，共生单元是有差异的
②
，即在不同的共生系统中，共生单

元会产生变化，例如，在生物学领域，以细胞作为共生体，细胞核、细胞质、线

粒体就成为相应的共生单元；在社会学领域，如果我们把家庭作为共生体系，那

①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2.
②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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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就相应地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共生单元，如果以我们的整个

社会为共生体，则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一体系内的共生单元；在教育领域内，

如果以幼儿园作为一个共生体系，那么幼儿园中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共生单元。而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也可以是共生单元，如以整个教育体系

作为共生系统，共生单元可以是不同学段的学校教育，即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都可以是这一体系中的共生单元，但如果我们

选取教育体系中的教学这一共生体系，那么共生单元则相应的变为各个学段的教

学及教学的各个要素，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因此，共生单元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因个体需求和共生体系的特征而有

所变化。

（2）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主要是指各个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

系。共生模式是各个共生单元进行互动的主要方式和基本载体，在共生体系中起

关键作用，共生模式这个载体能使不同共生单元以合适自身的强度和方式在系统

中实现物质交换、资源共享，共生关系多种多样，共生程度和共生模式也不尽相

同。按照共生单元的共生程度又可将其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

体化共生
①
。通过共生单元间不同的共生模式，可以反映出共生单元间的共生程

度，同样两个或多个共生单元间的共生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会根据共生单

元性质的变化或共生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点共生模式可以演化成间歇共生模

式甚至一体化共生模式。

（3）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得以存在的大环境、大背景。共生单元以外所有的成

分和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个共生环境。影响共生模式的环境往往是复杂多样的，不

同类型的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按不同的分类方式，共生环境可以

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主要环境和次要环境。比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

治环境、社会环境等这些都是影响共生关系的共生环境，但面对不同的共生单元，

这些环境对其影响又有所不同，有主次之分，在不同的两个共生体系中，一个体

系内的主要共生环境可能是另一个共生体系内的次要环境。共生环境与共生单元

①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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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双方都对另一方起着正向、中性、反向三种类型的作用，

这三种作用相互交错。一般而言，我们都希望共生环境对共生单元产生积极的正

向推动作用。

共生单元(U)、共生模式(M)与共生环境(E)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多样、

多层、差异明显的共生体系。其中，共生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共生要素关系图

2.2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要素及关系解析

共生并不是不同生物间和平共处的状态，更多的指向不同物种间的一种亲密

关系，它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同类生物或不同生物间之间和谐共处，达到一种

比较协调、平衡的状态，并能够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的整体
①
。幼小衔

接问题由来已久，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幼小衔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幼儿园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还未做好，长期以来，幼小衔接只是幼儿园面临

的任务，只是幼儿园要做的工作，小学在这一工作中要发挥的作用已然被完全忽

①
成竹.基于共生理论的滇越国际旅游合作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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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最近几年也有研究者指出要重视小学在幼小衔接中的作用，边淑文在研究

中指出，“幼小衔接工作需要幼儿园与小学的共同努力，做好幼小衔接工作，小

学责无旁贷”
①
。刘晓晔等人在研究中也对双向协同的幼小衔接做出了说明，提

出促进幼小衔接，首先要将两个阶段的“教学大纲”进行统筹协调，从制度设计

上进行引领。其次，幼儿园与小学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上相互观

摩、相互借鉴，弥补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得断裂。最后要重视幼儿园与小学课程、

教学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与横向衔接。既然有研究者指出小学应该在幼小衔接中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小学在幼小衔接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小学是否

应该承担起幼小衔接的工作？幼儿园与小学是否应该合作？合作与否是否更能

促进孩子的发展？如果幼儿园与小学的合作是有利的，那么是否可以更默契的合

作？带着以上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从共生理论出发，将教育体系视为一个完整

的共生体，以幼儿园与小学的教育衔接现状为主线，分析幼小衔接教育的现状，

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合作，共同做好幼小衔接工

作。

2.2.1 幼小双向衔接教育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形成共生系统的基础单元，结合共生理论和日本学者大桥薰提出

的教育过程的结构，本研究将幼儿园和小学确定为两个主要的共生单元，以教师、

课程、教学、环境要素等为载体来探究这两个单元之间的共生模式，在此基础上

提出有利于双方发展的、更加优化的共生模式，为实现更高效的双向衔接提出优

化建议。

本研究中的共生是指共生单元双方能够互学互鉴，使双方在合作中共赢，达

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良好效应，其归根究底是指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共生，即

幼儿园与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在双方合作下实现

上述方面衔接效果的最大化，使幼儿园和小学以最佳的合作、交流方式来促进幼

儿的成长。

（1）幼儿园

①
边淑文.做好幼小衔接,小学责无旁贷[J].人民教育,2019(Z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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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主要组织阵地和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承担者。3-6 岁是

幼儿各方面发展的黄金期和关键期，幼儿园是 3-6 岁幼儿教育的主阵地，也是幼

小衔接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在幼小衔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幼儿良好的生

活习惯、学习习惯和交往能力的培养均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抓起。教育工作者都

知道幼小衔接的内容不是很多家长口中所谓的读、写、算，而是幼儿各种习惯的

养成，比如专注性、好奇心、规则意识、整理习惯、交往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在

幼儿园中慢慢培养起来的。因此，幼儿园作为共生单元，在双向衔接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2）小学

小学作为共生单元之一，其在幼小衔接中的重要作用经常被忽视了。幼小衔

接涉及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体，但在真正的衔接工作中，往往是幼儿园一方面的

努力，是幼儿园在向小学衔接，追赶小学的教育步伐，而小学从未回头看幼儿园

的教育工作是怎样做的，做的好不好，因此导致这两个共生单元并未有效衔接，

也使得幼小衔接工作效率事倍功半。所以，小学作为衔接主体，即双向衔接的共

生单元之一，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动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情况和孩子的发

展水平，根据每个幼儿的发展特点，双方教师共同开发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特点的

课程、制定适应幼儿发展特定的教学方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中以幼儿园和小学作为两个共生单元，着重考察这两

个共生单元在教师、课程、教学、环境等方面的衔接状况。幼儿园和小学作为共

生单元，其共生的目标是：首先，在教师方面，使双方教师能够通力合作、相互

交流，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教师合作效应；其次，在课程方面，共生单元双方

能够就衔接课程进行研究、商讨，研发出适合幼儿发展的衔接课程，形成较为统

一的双向衔接课程；再次，在教学方面，在共生理论指导下，双方教师能够进行

相互的教学观摩、就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调整，最终以适合每个幼儿的教学

方式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最后，在环境方面，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更符合幼儿的

身心发展特点，且幼儿已经习惯了幼儿园的环境，所以，小学要适当地改变其班

级文化墙的建设，尽可能学习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理念，相互借鉴，创设能够促进

孩子身心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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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幼小双向衔接教育的共生环境

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环境是维系幼儿园与小学两个共生单元间共生关系的

各要素的总和。在幼小双向衔接教育共生体中，共生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

文化环境和资源环境。

（1）政策环境

国家政府颁布的有关幼小双向衔接的各种政策文件是幼小双向衔接的政策

保障和法律依据，能够从顶层设计上保证幼小双向衔接的合理性，证明双向衔接

的急迫性。在幼小双向衔接共生体系中，政策环境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等颁布的

各项政策文件和一些保障双向衔接得以进行的立法和相关规定，在各级政府网站

查阅可以发现，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幼小衔接问题，也颁布了许

多关于幼小衔接问题的政策文件和相关规定，但对幼小双向衔接做出规定的文件

数量还特别少，只有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规定，这说明双向衔接问题已然引起了

政府的关注，但关注度不够，由于关于双向衔接的政策文件还很少，难以为双向

衔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2）文化环境

在幼小衔接共生体中，文化环境集中表现为幼儿园的园所文化和小学的学校

文化。学校文化是全校师生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客观存

在性、渗透性和可塑性的特征
①
。大部分幼儿园和小学老师都认可双向衔接并致

力于幼小双向衔接工作时，整个教师集体便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文化氛围，

教师可以在日常交流和交往中就双向衔接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进而渗透、感染

周围的同事，使其他教师转变观念，减小衔接工作的阻力。

（3）资源环境

资源环境是双向衔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物质前提，主要包括物力资源、人

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主要指能够促进衔接工作的各种物质环境的总和，

包括开展双向衔接工作所需要的电子设备、教学器材、教师培训所需要的场所、

课程研发和讨论的场地等；人力资源包括校外聘请的幼小衔接的专家学者、为衔

接工作做出贡献的教师及相关人员、学校领导者等，人力资源的开发可以为双向

①
秦 瑕.共生理论视阈下乡村初中教师专业发展的管理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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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人多力量大的良好效果，为衔

接工作建言献策；财力资源是幼小衔接工作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在

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体系中，经济环境专指能够为衔接工作提供的资金支持，具

体表现为针对双向衔接的教师培训费用、改善教室的硬件设施费用、课程研发费

用、聘请专家进行讲座和培训的费用等。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和保障，只

能拥有足够多的幼小衔接专项资金，才不致因资金链的断裂而引发衔接工作的中

断，挫败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衔接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

在理想的状态下，双向衔接的共生环境都应起正向的作用，最终达到双向激

励的效果，在良好的共生环境影响下实现共生单元的一体化共生。但在实际的共

生环境中，存在很多反向共生环境，制约着幼小双向衔接的发展。

2.2.3 幼小双向衔接教育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间在合作、沟通、交流中形成的基本关系。按照共生理

论，共生行为模式主要有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共生组织模式有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性共生和一体化共生模式
①
。在此，笔

者主要讨论的是幼小衔接的共生组织模式。

（1）点共生模式

在幼小双向衔接教育共生体中，点共生主要表现为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在教师、

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片面的、零碎的和不系统的衔接。其中，表现在教师方

面主要是少数教师之间就衔接问题存在沟通、交流与合作，而大部分教师则是闭

门造车、各行其是，对幼小衔接问题不大关注或在教师联合培训方面，幼儿园和

小学双主体都不太重视，更不关注对方就衔接问题的态度；表现在课程方面是幼

儿园的五大领域活动与小学的分科课程，没有统一的衔接课程供幼儿园和小学使

用，以帮助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成功过渡；在教学方面，表现为双方就教学进行

的研讨和相互观摩机会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的异化；在环境方

面，双向衔接的点共生模式则表现为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与小学的主题墙建设有一

定的共性，或者其创设理念一致，或者其创设主体一致。点共生模式是共生模式

中，共生单元间的共生程度最小，发展受限程度最大，但也有一定发展，此模式

①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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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难以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良好教育效果，也不能多领域、全方位地促进幼

儿的成长。

（2）间歇共生模式

间歇共生是较点共生高一级的共生模式，是在点共生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与点共生模式相比，间歇共生模式下的共生单元的共生度更高，共生次数和共

生形式更加多样化，共生关系更加稳定。在双向衔接的共生体系中，间歇共生模

式表现为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存在间歇性衔接。在教

师方面，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就双向衔接存在交流，但一定

时期内双方又闭门造车各行其是，就衔接进行的教师联合培训也没有延续性，只

有偶尔的和间歇性的培训，没有形成长久的培训机制，同时，教师的衔接意识开

始转变，尤其是小学老师已经开始意识到小学在双向衔接中的主体地位，开始转

变观念，重视衔接工作；在课程方面，二者的课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共通之处，

会就衔接课程进行商讨研发，但这种商讨只局限于某一阶段，或在某一时期被要

求时才会出现，并没有长期就衔接课程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为研发共同的衔接

课程；在教学方面，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对对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有一定了

解，并试图改变各自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因此二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此模式下，幼儿园与小学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比点共生模式下多，

共生程度有所增加，但并未实现真正的共生,即在此模式下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

更可能是双方教师衔接观念的变化，二者并没有就双向衔接问题形成较为密切的

合作与交流，而是在某段时间间隔内存在联系，并未形成长久的亲密合作伙伴关

系。

（3）连续性共生模式

连续性共生模式下，共生单元双方能够在一定时间段内形成多次相互作用，

联系比较频繁，且这种作用和联系具有稳定性。在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体系中，

幼儿园与小学两个共生单元间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方面都存在较为密切的

衔接。在教师方面，教师间的衔接不仅仅体现在教师衔接观念的转变，双方教师

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也增加，并且能形成比较长久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能就衔接进行商讨，达成共识；在课程方面，二者能够积极参与衔接课程的开

发，共同进行研讨，致力于衔接课程的开发；在教学方面，双方教师能够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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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了解对方的教学内容，观摩课堂教学，知悉教学方法，并就与教学有关的内

容进行商讨，改进自身的教学，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环境方面，小学老师能够

积极参观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在参观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班级的文化墙建设，或为

所在班级的文化墙建设建言献策，创设符合儿童发展的班级主题文化墙。

（4）一体化共生模式

一体化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和深

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共生度最高，能够形成良好的共生体。在幼小衔接共生体系

中，一体化共生表现为幼儿园与小学无论在教师、课程还是教学和环境方面，都

形成了密切的衔接关系，在这几方面达成了共识，共同致力于双向衔接，促进衔

接工作的开展。具体表现如下：在教师方面，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已经就衔接问题

达成共识，共同意识到双向衔接的重要性，衔接工作不再是共生单元一方的问题，

而是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针对双方教师的联合培训机制也日渐完善，能够

针对衔接问题进行专门的和定期的培训；在课程衔接方面，能够形成适合幼儿过

渡、学习和发展的衔接课程体系；在教学上，能够形成幼儿园与小学教学衔接共

生体、在相互观摩的基础上探讨更利于幼儿发展的教学模式，调整教学内容；在

环境方面，教师在环境创设中应该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和参与，环境创设和班级

主题墙建设需要参考幼儿的意见，提高幼儿的环境参与能力，创设利于幼儿发展

的“真环境”。

幼儿园与小学的共生模式主要以双方的合作交流、联合培训为桥梁而形成的，

因此主要包括联合培训模式、合作交流模式和评价指导模式。

2.3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特征与原则

2.3.1特征

（1）以差异为前提

共生理论不仅强调同类共生单元的共生，更强调异类共生单元间的共生。自

古以来便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不能

忽视事物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原则是“求同存异”，强调我

们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时要尽可能的达成一致，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每个国家

的原则和个性，这些思想都突出了事物“个性”。放眼幼小双向衔接教育，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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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这个基本的衔接原则，幼儿园和小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共生单元，其有各自的

特点和特色。在衔接教育中，坚持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独特性是我们要坚持的首

要原则，双向衔接教育要在尊重彼此教育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尽可能寻求双方

的互动、交流与合作，以双方的差异为前提谋求双方的合作共生，相互借鉴、求

同存异、取长补短。

（2）以互动交流为过程

共生体系的形成强调共生单元间的互动、交流和合作，是在互动过程中达到

共生的，没有共生单元间的互动和交流，就没有共生模式，更谈不上形成共生体，

因此共生系统的形成需要共生单元的过程性互动、交流与合作。在幼小衔接教育

中，要实现双方的共生和发展，需要幼儿园和小学两个共生单元在诸多方面的沟

通、交流和相互协调，是一个取他人所长，补自己所短的互动过程，两个单元之

间的共生需要在双方互动中慢慢形成。

（3）以发展为目的

共生理论强调各个共生单元在互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促进各个共生单

元共同发展。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发展性是事物发展的基

本规律和必然趋势。共生理论下各个共生单元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促进各个共生单

元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共生单元进行互动、合作，促进双方共同的发展进步，

幼儿园与小学的共生过程是以促进双方发展为目的的互利互惠的过程。

（4）以整体为核心

整体即系统，在这一系统形成过程中，各个共生单元之间需要紧密联系，密

切合作，形成一个共生体，在整体中发展个体，以个体发展促进整体进步。共生

理论的整体性特点要求幼儿园与小学在进行教育时要有共生意识和整体意识，在

开展教育工作时，不能将两者看作独立的个体，而应该始终将二者看成一个有机

整体，树立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共同做好衔接工作。

2.3.2原则

（1）互动性原则

双向衔接涉及到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要的教育主体，衔接强调的是两个主体

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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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共生体，共同促进衔接工作的开展。自古以来闭门造车只能带来落后，幼儿

园和小学如果不进行交流和互动，衔接工作则永远无法做好。因此，幼儿园与小

学的互动、交流和合作是幼小衔接的前提和基础，其中主要涉及教师间的交流、

互动与合作，在双方教师的合作交流中就衔接课程、教学和环境进行交流协商，

最终达成双向衔接的共识。

（2）开放性原则

开放性原则要求幼儿园和小学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接纳对方的意见，

求同存异，就衔接问题进行协商，同时要注重听取校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欢迎

校外专家入校指导，开展合作和交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

教师主动走出校园参加相关培训学习先进理念，同时也不拒绝领域内专家对幼小

衔接工作的指导。

（3）发展性原则

衔接是以促进幼儿园和小学双方教育质量的提升，最终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

发展为目的的。共生理论下的双向衔接强调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和

环境等衔接要素上达成共生，推动幼儿园和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衔接课程开发、

教学和环境衔接，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促进幼儿的发展。

2.4 共生理论与幼小双向衔接的契合性分析

幼小双向衔接强调的是幼儿园与小学在互动、合作、交流过程中形成教育合

力，共同促进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共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共生单元间在互动中的

共同进步，这与双向衔接中幼儿园与小学的共赢是不谋而合的，具有很高的契合

性。

2.4.1 共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运用

共生理论最早在生物学领域内应用，其最早被运用于教育学领域是在 20 世

纪末 21 世纪初，日本民族教育学家小泽有作首次将共生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小

泽有作先生在“被差别的少数人”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共生 ”的理论
①
，

他认为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导致了各民族地位、享受权利

①
耿金声,崔斌子.日本民族教育学家小泽有作的生平及其教育活动[J].民族教育研究,1995(0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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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部分民族是被压迫、被奴役的，而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达到民族共

生，必须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来转变意识，提高文化素养，使被压迫民族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从而奋起反抗，实现平等、自由和独立，小泽有作先生将此种教育

称为“民族共生教育”。自此，共生理论被逐渐运用到教育的各个领域。

近年来，共生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运用共生理论来阐释教育

现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主要涉及共生理论指导下的农村教育振兴、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大中小学教育衔接、国际理解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

2.4.2 共生理论视域下双向衔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促进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一体化共生，于幼儿园、小学和幼儿均是有益的

举措，是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选择。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系统，由

不同的要素构成，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作为该系统的子系统，对整体系统的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要把这两个系统置于全局之中，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

它们。

（1）必要性分析

教育的系统性。教育虽然被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有机联系

的，各个阶段的发展和演进必须遵循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和规律，即遵循教育的

整体性、系统性特点。共生理论正是强调不同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系，注重共生单

元之间的整体联动和共同发展，因此，用共生理论来指导双向衔接，对于幼小双

向衔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强调在共生理论指导下来

促进幼儿园和小学这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的衔

接，使幼儿园与小学形成一种教育合力，互相沟通、相互交流，在了解各自发展

特点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幼小衔接道路，共同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实现

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教育效果，因此，以共生理论为基础的幼小双向衔接是非常

有必要的。

儿童身心发展具有连续性。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渐进性要求研

究者和教师不能将教育内部的各要素单独划分出来，而必须将教育的各要素、各

阶段统筹起来，使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在互动中促进各自发展。共生理论强调的正是共生单元间亲密无间的互动、交流



第二章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理论概述

33

和配合，在该理论指导下进行衔接教育，有利于促成幼儿园与小学的合作共赢和

共生，也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连续性特点。

（2）可行性分析

首先，共生理论以差异性为共生的前提，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共生。幼儿园与

小学是教育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既拥有教育的共性，又具有自身教育的独

特性，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对象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进行双向衔接，需要在遵

循自身独有特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所以在共生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双向衔接是合

理可行的。

其次，双向衔接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共生理论强调共生单元在互动中的

共同发展与进步，这种动态成长过程于幼儿园和小学来说都是受益的。为更好地

促进幼儿的发展，幼儿园与小学均要谋求对方的合作，所以二者都要走向彼此，

了解彼此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努力建构幼小双向衔接共生体。共生理论下的双

向衔接必须是双方在合作、交流中在教师、课程、教学、环境等诸多方面趋向统

一或达成一致，是一个逐渐实现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双方的共

同努力。

最后，双向衔接的目的是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共同进步与发展，最终以此为

基础促进幼儿更好地成长。共生追求的是各共生单元在互补、互惠、互利基础上

的共同发展，幼儿园与小学有着同样的育人目标和任务，都为培养人才而服务。

双方的合作更利于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它们没有理由可以拒绝双向衔接带来的

好处，虽然双向衔接可能面临多重阻碍，但幼儿园与小学必须做出尝试，在一次

次试错中构建双向衔接共生体，为幼儿的健康成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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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从整体上把握当前幼小双向衔接存在

的问题，在前期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笔者设计了幼小双向衔接的问卷，并制

定了相应的访谈提纲，供后期数据收集使用，为后续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分析资料。

3.1 调查设计

本调查分为前期的调查准备和后期的调查实施两个阶段。前期准备过程主要

分为：选择调查对象和范围、在文献阅读和导师交流的基础上设计研究所用问卷、

问卷信效度的预测试和问卷问题的修改；后期的调查实施主要包括问卷发放、回

收、信效度检验以及数据分析等。

3.1.1问卷设计与编制

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所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辅之以访谈法来进行资料互证、

充实。调查工具为自编式问卷和访谈，包括附录 A和附录 B两个问卷和访谈提纲

附录 C组成。附录 A：《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 (幼儿教师卷)》、附录 B：《幼

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小学教师卷）》、附录 C：《幼小双向衔接问题访谈提

纲》。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该部分设计主要用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

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龄、学历、职称等相关信息，为后续分析不同调查

对象对幼小衔接的认知差异奠定基础，也可以了解不同对象对双向衔接的不同看

法。附录 A中主要涉及 1-9 题，附录 B中主要涉及 1-7 题。

第二部分：共生单元对双向衔接工作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此部分是调查的

重点，也是整个问卷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对双向衔接的认知、

态度及行动等基本维度，如表 3-1 所示。

（1）对双向衔接的认知。包括对衔接开始时间和衔接主体的基本认识、对

衔接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要素重要性的基本认识

等方面。附录 A（幼儿园卷）为问卷第 10、11、12、18 题，其中第 10、11 题主

要是单选题，12、18 题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计分统计，1表示非常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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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示非常赞同。附录 B（小学卷）为第 8、9、10、15 题，其中第 8、9题为单

选题，第 10、15 题为量表题，对量表题同样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计分统计，

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

（2）双向衔接的态度。包括小学教师与幼儿园教师就双向衔接工作合作的

意愿和对衔接工作的毅力两个方面。附录 A（幼儿园卷）为问卷第 13、14 和 17

题，附录 B（小学卷）为第 11、12、14 题。均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计分统

计，1表示非常不愿意，5表示非常愿意。

（3）双向衔接的行为。双向衔接的行为主要是幼儿园与小学的幼小衔接实

践，包括教师衔接实践、课程衔接实践、教学衔接实践和环境衔接实践。附录 A

（幼儿园卷）为问卷第 15、16、19、20 题，主要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统计

分析，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附录 B（小学卷）为第 13、16、17

题，也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统计分析，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

表 3-1 幼小双向衔接的维度与指标

总维度 子维度

认知 时间、主体和政策

教师间的沟通交流

课程衔接

教学衔接

环境衔接

态度 是否愿意进行沟通交流

是否愿意为课程衔接做努力

是否愿意进行相互教学观摩和衔接教学教研

环境创设是否会与幼儿及小学（幼儿园）教师商议

实践 幼小教师间的交流和合作机会与次数

进行联合课程教研的机会与次数

联合教学教研和相互教学观摩

环境创设中幼儿的参与度

第三部分：幼小双向衔接问题的影响因素。附录 A为 21、22 题附录 B为 18、

19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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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部分除了基本信息及个别问题外，大部分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

量表法进行数据统计，五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赞同”、“比较不赞同”、“一

般”、“比较赞同”、“非常赞同”，并对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

为后续问卷回收后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提供便利。

3.1.2试测问卷的信效度

问卷的信效度检测是保证问卷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依据和关键步骤。由于

本研究中的研究工具是自编式问卷，因此，为保证问卷设计的科学合理，研究者

于 2022 年 10 月初进行了预调研，通过问卷星向身边的幼儿园教师共发放问卷

91 份，有效回收 79 份。在问卷回收后，将回收到的有效问卷导入 SPSS26 进行

问卷的信效度试测。本研究包括附录 A和附录 B两个问卷，由于附录 A和附录 B

除基本信息部分有差异外，其他部分均无差异，因此在试测问卷信效度时，并未

将二者分开测试，而是只试测一个问卷的信效度来代表整个问卷的信效度。根据

试测的信效度结果，对问卷做出修改和调整后再予以正式发放。

（1）问卷信度试测

表 3-2 问卷可靠性分析结果

信度是问卷可靠性、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衡量标准。本研究中对于问卷信

度的测试主要采用克隆巴赫系数法（Cronbach's Alpha 法）进行试测分析，一

般认为，当 Cronbach's Alpha 系数α高于 0.7 时，表示问卷的信度良好，即问

卷内部一致性较高，问卷数据稳定性强，问卷信度较好；当 Cronbach's Alpha

系数α低于 0.7 时，表明问卷的信度较差，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也较差，即问卷

信度不良。通过对回收到的 79 份有效问卷进行可靠性分析，发现问卷的克隆巴

赫系数为 0.886（如表 3-2），大于 0.7，表明该自编问卷的信度较好，可以进

行接下来的效度检测。

（2）问卷效度试测

问卷效度是问卷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常用的量表效度检验方法 KMO 和巴特利

特球形度检验，即探索性因子检验法，一般情况下认为 KMO 值高于 0.6 才适合进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88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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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子分析，即 KMO 值大于 0.6，表明问卷具有效度，而要保证问卷的效度良好，

则需要使问卷的 KMO 值大于 0.8。通过将预调研期间回收到的 79 份问卷数据导

入 SPSS26 中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表 3-3 的检测结果，结果显示，问卷的

KMO 值为 0.877，该数据从侧面反映出问卷是具有良好效度的。

表 3-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877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12.225

自由度 171

显著性 .000

3.2调查的实施过程

3.2.1调查过程

本研究的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前期于 2022 年 10 月初开始预调研，在保

证问卷信效度良好的基础上，于 2022 年 10 月中旬展开正式调查。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为河南省域内的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数据收集工作主要是在笔者导师帮

助下完成的。将提前编制好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发给调查对象，并通过线上“滚雪

球”的方式来扩大样本容量，调查对象所填写的问卷将通过问卷星自动保存。在

问卷设计中强调本研究仅用于科学研究，不会泄露研究对象的真实信息和个人隐

私，严格遵守科研伦理，避免在调查过程中为研究对象带来抵触心理。截止回收

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底，在研究者导师的帮助下，本研究最终回收问卷共 1200

份，其中包括幼儿园教师卷 900 份，小学教师卷 30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未填写

完整问卷和胡乱填写问卷）后，有效问卷 1016 份，包括幼儿园 797 份，小学 219

份，有效回收率为 84.7%。

3.2.2研究样本的基本结构

因研究涉及到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这两类群体，因此对样本结构的呈现也

分为幼儿园样本结构和小学样本结构。其中，幼儿园教师的样本结构统计结果如

下表 3-4 所示，小学教师的样本结构如下表 3-5 所示（调查对象的样本结构，主

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教龄、职位、职称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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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幼儿园教师样本特征统计

变量 类别 例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8 1.0

女 789 99.0

年龄 26 岁以下 215 27.0

26-35 岁 358 44.9

36-45 岁 185 23.2

45 岁以上 39 4.9

学历 研究生及以上 3 0.4

本科 388 42.8

大专 404 56.8

毕业专业 师范类 627 79.7

非师范类 170 21.3

教龄 3年以下 184 23.1

3-5 年 194 24.3

6-10 年 206 25.8

10 年以上 213 26.7

职位 园长 19 2.4

副园长 18 2.3

教研组长 47 5.9

教师 608 76.3

保育工作者 105 13.2

编制类型 正式编制 219 27.5

临聘教师 541 67.9

特岗教师 27 3.4

支教教师 10 1.3

幼儿园性质 公办园 451 56.6

民办园 346 43.4

园所地理位置 市级及以上城市 632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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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 21 2.6

乡镇 71 8.9

城乡结合部 73 9.2

表 3-5 小学教师的样本特征统计

变量 类别 例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6 7.3

女 203 92.7

年龄 25 岁及以下 20 9.1

26-35 岁 130 59.4

36-45 岁 57 26.0

46 岁及以上 12 5.5

教龄 3年以下 28 12.8

3-5 年 40 18.3

6-10 年 61 27.9

10 年以上 90 41.1

学历 研究生及以上 8 3.7

本科 195 89.0

大专 16 7.3

毕业专业 师范类 167 76.3

非师范类 52 23.7

职位 校长 5 2.3

副校长 2 0.9

教研组长 18 8.2

教师 194 88.6

编制类型 正式编制 202 92.2

临聘教师 13 5.9

特岗教师 4 1.8

由表 3-4 和 3-5 可知，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女教师人数为 992 人，占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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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数的 97.6%，男教师人数为 24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2.4%，女性数量远超男

性。

在年龄上，25 岁及以下的教师有 235 人，占比为 23.12%；26-35 岁的教师

有 488 人，占比为 48.03%；36-45 岁的教师有 274 人，占比为 26.96%；45 岁以

上教师有 51 人，占比为 5.01%。在以上四个年龄阶段中，25 岁以下教师人数和

36-45 岁教师人数数量占比相当，26-35 岁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一半，45 岁以

上教师人数最少。

在教龄上，教龄 3年以下的教师有 212 人，占比 20.86%；3-5 年的教师有

234 人，占比 23.03%；6-10 年的教师有 267 人，占比 26.27%；10 年以上的教师

有 303 人，占比为 29.82%。从教师教龄分布来看，各个教龄阶段教师占比比较

均匀。

在学历上，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为 11 人，占比 1.08%；本科学历人数

为 516 人，占比 50.78%；大专人数 402 人，占比 39.56%；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

为 20 人，占比 1.96%，其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只涉及幼儿园，小学教师并

没有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从教师整体学历来看，本科毕业人数最多，专科次之，

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最少，还有部分幼儿园教师学历为高中毕业。

在毕业专业上，师范类专业毕业教师人数为 794 人，占比 78.14%。其中，

幼儿园教师毕业于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数为 527 人，占幼儿园调查对象的

66.10%，毕业于师范类非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人数为 100，占幼儿园调查对象的

9.84%，非师范类专业毕业教师人数为 222 人，占比 21.85%，其中小学教师 52

人，幼儿园教师 170 人。

在职位上，园长/校长人数为 24 人，占比 2.36%；副园长/校长人数为 20，

占比 1.96%；教研组长人数为 65 人，占比 6.39%；教师人数为 802，占比 78.93%。

在职位这一变量上，园长/校长人数最少，教师人数最多。

从编制类型看，正式编制教师人数为 412 人，占比 41.42%，其中小学教师

人数较幼儿园教师多；临聘教师人数为 554 人，占比 54.52%，其中幼儿园教师

占比比小学大，为 97.65%；特岗教师人数为 31，占比 3.05%；支教教师 10 人，

占比 0.98%，都为幼儿园教师。在编制类型这一变量上，小学教师以正式编制居

多，而幼儿园教师临聘教师占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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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园性质来看，有 451 名幼儿园教师在公办园，占幼儿园教师的 56.6%，

民办幼儿园教师 346 名，占 43.4%。在这一变量上，公办园教师和民办园教师数

量相当。

从园所的地理位置来看，幼儿园位于市级及以上城市占比为 79.3%，县城为

2.6%，乡镇为 8.9%，城乡结合部为 9.2%。有 80%的幼儿园位于市级及以上城市，

县城及以下占比小。

3.2.3正式问卷的信效度检测

在正式试测前笔者已经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了试测，试测结果显示问卷信效

度良好，因预测试之后笔者对问卷的部分问题进行了简单调整和修改，因此在正

式问卷回收后，再一次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以确保试测结果的真实有效，检验结

果如下：

（1）信度检验

通过 SPSS26 对回收后的一千多份问卷进行可靠性检验后获得的幼儿园卷和

小学卷的克隆巴赫系数如表 3-6 所示，从认知、态度、行为等维度分别进行了可

靠性检验，两份问卷在以上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 Alpha 值均大于 0.8，最后又对

两份问卷的整体信度进行了检验，二者的值分别为 0.864 和 0.877，克隆巴赫系

数也均大于 0.8，说明自编问卷的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较高。

表 3-6 问卷可靠性结果统计

幼儿园卷 小学卷

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认知层面 0.891 11 0.936 11

态度层面 0.832 7 0.866 6

行为层面 0.850 11 0.902 8

整体 Alpha .864 30 0.877 25

（2）效度检验

幼儿园卷和小学卷的 KMO 值如表 3-7 所示，分别为 0.941 和 0.911，二者的

值均高于 0.9，表明问卷的效度良好。

表 3-7 问卷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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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卷 小学卷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41 .91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6748.114 12546.221

自由度 741 561

显著性 .000 .000

3.3 幼小双向衔接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3.1 教师双向衔接的认知现状

本研究中，教师对幼小衔接的基本认知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调查：对幼小时

间、主体、政策认知、其他维度认知，即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主要方面的

基本认识，因此在进行统计分析时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运用 SPSS26 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

（1）对幼小衔接开展时间的认知

幼小衔接工作开展的时间与衔接工作的成效息息相关，衔接工作开始的时间

越早，衔接成效越好。

表 3-8 教师对幼小衔接时间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主体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幼小衔接工作开始的时间

幼儿园 797 3.47 0.860

小学 219 3.21 0.954

表3-8和图3-1是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开展时间的基本认

识，由表3-8可知，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在这一维度的均值分别为3.47和 3.21，

远低于良好值 4.00，表明双方教师对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存在内部差异，对衔

接工作开始的时间没有达成统一认识。

图 3-1 也有所反映，无论是幼儿园教师内部还是小学教师内部，对幼小衔接

工作开始的时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对衔接工作开始

时间的看法差异性较大。其中，有 8%左右的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认为幼小衔接开

始的时间是幼儿园大班毕业后的暑假；有 43%左右的幼儿园老师和 23%左右的小

学老师认为幼小衔接应该贯穿整个幼儿园阶段；有约 40%的幼儿园老师认为开展

幼小衔接工作的时间是大班，小学教师该部分占比甚至高达 65%；另外，认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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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衔接工作开始时间是中班和小班的幼儿园教师占比分别为 5%和 3.76%，该部分

小学教师占比分别为 2.28%和 1.37%。

图 3-1教师对幼小衔接时间的认知（%）

（2）对幼小衔接工作主体的认知

幼小衔接的主体指在幼小衔接工作中的相关责任方，如下图 3-2 所示，幼儿

园教师、小学教师对衔接主体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差异。幼儿园教师认为幼小衔接

的主体以幼儿园为主、小学次之、家庭最后，而小学教师则认为要以幼儿园为主、

家庭次之、小学最后，说明小学大部分教师还未认识到小学在衔接中的主要责任。

其中双方有 90%以上的教师认识到幼儿园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有 70%左右的教

师也认识到小学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此外，在幼儿园教师中，有 60%的人认为

家庭也是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责任方，小学教师则有 70%的人认为家庭是幼小衔

接的主体之一，但小学教师认为在小学与家庭这两个主要责任方中，比起小学，

家庭对幼小衔接的责任更大。与此同时，双方部分教师也认识到了社区在幼小衔

接中的主体地位，占比 30%左右。说明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都不同程度地认识

到了幼儿园、小学、家庭和社区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地位，其中以幼儿园为主要

责任方，家庭和小学并列位居第二，社区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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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教师对幼小衔接主体的认知（%）

（3）对幼小衔接政策的基本认知

表 3-9 和表 3-10 分别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中政策这一要素

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主要包括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幼儿园教师的总均

值为 4.02，小学教师的总均值为 3.90，幼儿园的均值较小学稍高一点，小学的

均值为 3.90，这从侧面反映出小学教师对政策的不认同。

表 3-9 幼儿园教师对政策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接的政策动

向 797

4.10 0.882

4.02 0.964

认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政策导向 3.95 1.046

表 3-10 小学教师对政策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您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接的政策

动向 219

3.86 0.877

3.90 0.868

您赞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政策导向 3.95 1.207

（4）对教师衔接的基本认知

表3-11和表3-12分别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中教师衔接这一

要素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主要包括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幼儿园教师的

总均值为 4.38，小学教师的总均值为 4.36，表明幼儿园和小学老师都认为教师

这一衔接要素对幼小双向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的衔接是促进双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46

向衔接工作开展的重要动力。

表 3-11 幼儿园教师对教师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教师衔接的重要性

797

4.58 0.893

4.48 0.851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交流很重

要

4.39 0.810

表 3-12小学教师对教师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5）对课程衔接的基本认知

表3-13和表3-14分别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中课程衔接这一

要素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主要包括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其中，幼儿园

教师在这一维度的总均值为 4.45，小学教师在这一维度的总均值是 4.41，表明

双方教师对幼小衔接课程的认知高度一致，都认为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衔接对双

向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双向衔接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要素之一。

表 3-13 幼儿园教师对课程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课程衔接的重要性

797

4.51 0.902

4.45 0.839研发适合幼儿园和小学双方的衔接课程很

重要

4.41 0.777

表 3-14 小学教师对课程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课程衔接的重要性

219

4.41 1.085

4.41 0.993研发适合幼儿园和小学双方的衔接课程很重要 4.41 0.781

（6）对教学衔接的基本认知

表3-15和表3-16分别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中课程衔接这一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教师衔接的重要性

219

4.39 1.084

4.36 0.952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交流很有必要 4.34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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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主要包括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其中，幼儿园

教师在这一维度的总均值为 4.43，小学教师在这一维度的总均值是 4.34，与良

好值 4.00 相比较高，说明双方教师都比较认可教学衔接在双向衔接中的重要作

用，认为幼儿园与小学的教学衔接是影响双向衔接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表 3-15 幼儿园教师对教学衔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教学衔接的重要性

797

4.54 0.909

4.43 0.856
双方教师进行相互的课堂教学观摩

很有必要

4.32 0.804

表 3-16 小学教师对教学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7）对环境衔接的基本认知

表3-17和表3-18分别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中环境衔接这一

要素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主要包括每个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总均值和

总标准差。其中，幼儿园教师在这一维度的总均值为4.48，小学教师在这一维

度的总均值是3.87，说明幼儿园教师能够认识到环境衔接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

要性，但小学教师倾向于忽视环境要素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认可双

向衔接中环境这一要素的衔接。

表 3-17 幼儿园教师对环境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教学衔接的重要性

219

4.42 1.087

4.34 0.976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之间的教学观摩

很重要

4.27 0.886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环境衔接的重要性

797

4.51 0.902

4.48 0.823
创设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环境

很重要

4.46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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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小学教师对环境衔接认知的描述性统计

综上所述，双方教师对教师、课程、教学等衔接要素的认可具有内在一致性，

即幼儿园和小学教师都认同其在衔接中的重要意义，但对时间、主体等要素，双

方教师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对环境和政策的认可度低。

在幼儿园教师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中，题项“幼小衔接工作开始的

时间”均值为 3.47，表明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的开始时间存在意见分歧，关

于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幼儿园教师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存在错误认知或认

知偏差。其他维度的均值都大于 4.00，说明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政策比较了

解，也比较认同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基本要素对开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

在小学教师基本认知的描述性统计表中，题项“环境衔接的重要性（3.82）”、

“创设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环境很重要（3.93）”、“您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

接的政策导向（3.86）”、“您赞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政策导向（3.95）”等的

均值都小于 4.00，其他维度的均值大于 4.00。说明小学教师对环境这一衔接要

素的认可度不高，且对幼小衔接政策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不够，对其他衔接要素的

认可度较高。

3.3.2教师对双向衔接的基本态度的现状

只有双方教师对幼小衔接予以充分认同并积极引导衔接工作的开展, 幼小

衔接工作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因此，教师对幼小衔接的态度是衡量其对幼小衔接

工作认同的重要衡量指标。

表 3-19 是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态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19

所示，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态度的总均值为 4.08，大于 4.00，表明大部

分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持正向积极的态度。其中，题项“就衔接工作，您

与小学教师合作的意愿”的均值最高（4.45），说明幼儿园教师很乐意与小学教

师一起促进双向衔接工作的开展；而题项“您愿意与小学教师合作，但常因时间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总均值 总标准差

教学衔接的重要性

219

3.82 0.961

3.87 0.981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之间的教学观摩

很重要

3.93 0.776



第三章 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

49

精力不足而想要放弃”的均值仅为 2.69，说明幼儿园教师在愿意合作的同时，

其对幼小衔接工作的意志力和坚持性不够，会因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中断甚至

放弃衔接工作的进行，同时也表明教师用于衔接工作的时间精力不够；在课程、

教学和环境衔接意愿方面的均值都大于 4.0，表明在这几方面的衔接意愿较强。

但总体而言，无论是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哪方面的衔接，幼儿园教师因时间

精力不足而放弃衔接的可能性较大，表明幼儿园教师总体的衔接意愿较好，但进

行衔接工作的意志力和坚持性不够，容易放弃。

表 3-19 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态度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就衔接工作，您与小学老师合作的意愿 797 4.45 0.845

您愿意与小学教师合作，但常因时间精力不足

而想要放弃

797 2.69 1.166

与小学老师就衔接工作沟通交流的意愿 797 4.36 0.820

与小学教师合作进行衔接课程开发的意愿 797 4.33 0.826

去小学进行课堂教学观摩的意愿 797 4.38 0.811

就环境创设咨询小学老师意见的意愿 797 4.31 0.842

总计 4.08 0.885

表 3-20 是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态度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20 所示，小

学教师对幼小衔接态度的总均值为 4.17，说明大部分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

持积极的态度。

在具体题项上，题项“与幼儿园老师就孩子的发展情况进行交流的意愿”均

值最高，为 4.35，题项“您愿意与幼儿园老师合作，但常因时间精力有限而想

要放弃”的均值最低，为 3.83，表明小学教师与幼儿园教师就幼儿发展情况进

行沟通交流的意愿较强，但合作的意志力和坚持性不够，会因时间精力不足而无

法坚持，中断甚至放弃衔接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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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态度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就衔接工作，您与幼儿园老师合作的意愿 219 4.10 1.057

您愿意与幼儿园老师合作，但常因时间精力有限而想要放弃 219 3.83 1.199

与幼儿园老师就孩子的发展情况进行交流的意愿 219 4.35 0.918

去幼儿园进行课堂教学观摩的意愿 219 4.31 0.926

与幼儿园老师一起研发幼小衔接课程的意愿 219 4.23 0.989

就班级主题墙的建设咨询幼儿园教师的意愿 219 4.22 0.991

总计 4.17 1.01

综上所述，观察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基本态度的描述性统计表（表

3-19 和表 3-20）可以发现，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基本态度的总均

值大于 4.00，表明双方教师都愿意与对方合作进行衔接工作，但涉及到教师在

衔接工作中的毅力和坚持性题项的均值都小于 4.00，幼儿园教师的均值为 2.69，

小学教师的均值为 3.83，表明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面对繁杂的日常教育教学

工作时，无法继续坚持开展衔接工作，其中幼儿园教师的均值最低，幼儿园教师

的时间精力更少，这与幼儿园繁杂的工作事务有很大关联。

3.3.3双向衔接实践的现状

幼小衔接工作不能只停留于思想观念层面，最终必须见诸于具体的幼小衔接

行动中来，在实践中检验成效，才能有效促进双向衔接工作的开展。

表 3-21 是幼儿园幼小衔接实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观察表格数据可以发现，

幼小衔接行为的总均值为 3.04，远低于良好值 4.00，说明幼小衔接工作在实践

层面并未采取措施积极进行衔接，或实践成效并不理想。

在具体题项上，题项“您会积极主动地了解小学的教学情况，积极与小学衔

接”的均值最高（4.14），说明幼儿园教师会积极主动地向小学靠拢，了解小学

的教学情况，积极进行衔接工作；在题项“您会及时关注并上网查找有关幼小衔

接的政策文件”的均值为 4.04，表明幼儿园教师平时比较关注幼小衔接的政策

动向，了解上级部门关于幼小衔接的最新指示；在幼小衔接行为这一具体维度上，

除以上两个题项的均值大于 4.00，其他题项的均值都小于 4.00，表明幼儿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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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实践工作做的并不理想，尤其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这写衔接要素

上的实践不足。

表 3-21 幼儿园教师对幼小衔接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您会及时关注并上网查找有关幼小衔接的政策文件 797 4.04 .859

您会积极主动地了解小学的教学情况，积极与小学衔接 797 4.14 .862

您与小学老师一起参加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 797 3.77 1.084

园所为您提供有关幼小衔接培训的次数 797 3.06 1.176

您与小学老师就衔接工作沟通交流的次数 797 3.65 1.091

您与小学老师就幼儿发展情况进行沟通交流的次数 797 3.65 1.111

您与小学老师进行相互教学观摩的次数 797 3.76 1.081

您与小学教师就幼小衔接课程进行研讨的机会 797 3.75 1.097

一学年内小学老师来园参观教研和讲座的次数 797 2.84 .804

一学年内您去小学参观教研的次数 797 2.79 .812

一学年内您组织孩子参观小学的次数 797 2.83 .744

一学年内园所组织专门的幼小衔接讲座的次数 797 2.15 .859

一学年内园所接受教育相关部门对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

或评价的次数

797 2.17 .848

总计 797 3.04

表 3-22 是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行

为的总均值仅为 2.76，远远小于良好值 4.00，说明小学对幼小衔接实践工作的

重视度不够，幼小衔接的实践工作不到位。

在具体题项上，“您会主动了解幼儿园的教学情况，积极进行衔接工作”这

一题项的均值最高（4.21），说明小学教师已经开始了解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情况，

积极向幼儿园衔接，但题项“一学年内您组织孩子去幼儿园讲座的次数”的均值

最低（2.16），除此之外，涉及幼小衔接行动的题项均值大多数都小于 3.00，

说明小学基本没有进行幼小衔接实践工作。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52

表 3-22 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题项 N X� S

您会及时关注并上网查找幼小衔接的相关政策文件 219 2.43 1.168

您会主动了解幼儿园的教学情况，积极进行衔接工作 219 4.21 0.815

班级主题墙建设中孩子的参与情况 219 2.36 0.622

您与幼儿园老师一起参加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 219 3.20 1.272

学校为您提供有关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 219 2.95 1.207

您与幼儿园老师就衔接工作沟通交流的次数 219 2.99 1.204

您与幼儿园老师就幼儿身心发展情况交流的机会 219 2.96 1.192

您与幼儿园老师进行相互教学观摩的次数 219 3.08 1.230

您与幼儿园老师就幼小衔接课程进行研讨的机会 219 3.08 1.230

一学年内幼儿园老师来校参观教研和讲座的次数 219 2.33 0.819

一学年内您去幼儿园参观教研的次数 219 2.24 0.840

一学年内您组织孩子去幼儿园讲座的次数 219 2.16 0.839

一学年内学校组织幼小衔接的培训或讲座的次数 219 2.31 0.787

一学年内学校接受教育部相关部门指导评价的次数 219 2.32 0.795

总计 2.76 1.001

综上所述，对于双向衔接实践的现状，主要借助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

教学和环境等方面开展的幼小衔接实践来说明。无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衔

接理念多好，衔接意愿多强烈，最后如果不能付诸于幼小衔接的具体实践，正确

的理念和坚定的衔接态度最终都是无效的，只有在正确衔接理念的引导下，教师

秉持坚定的幼小衔接态度，使幼小衔接工作走向真正的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双向

衔接。

通过对幼小衔接行为的描述性统计表（表 3-21、表 3-22）的分析可以发现，

幼儿园和小学在幼小衔接的具体实践上付出的努力不够，无论教师、课程、教学

和环境哪一衔接要素，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并未真正落实（各个题项的均值均小于

4.00），说明幼小衔接的实践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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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共生理论强调各个共生单元之间亲密无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幼儿园与小学的

“共生”表现为幼儿园与小学在有效互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深层次、

全方位、多领域的衔接关系，最终达到合作共赢，共同促进幼儿成长的理想化状

态。通过上述调查可以发现，幼儿园与小学在幼小衔接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二

者之间就幼小衔接进行的合作、交流和互动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说明二者之间并

未建立有效的共生关系。有效的共生不仅需要共生单元之间形成共识，建立亲密

无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更需要各个共生单元之间共生模式的最优化，同时要

以良好的共生环境作为共生的保障，只有在良好的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之间形

成最优化的共生模式，共生单元之间才能形成良好有效的共生关系，达到共生状

态。通过挖掘幼小双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可以为提出有

效的幼小双向衔接路径提供充分的依据。

4.1 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归纳

有矛盾就有问题，问题源于矛盾，矛盾存于现实，任何行动所采取的价值立

场与价值判断，都与其思想观念和问题意识紧密联系。而正确的思想观念与明确

的问题意识，需要基于对现实问题的真实认识与综合判断来获得
①
。幼小双向衔

接的目的在于使幼儿园与小学形成一体化共生，在互动、合作交流中就幼小衔接

问题达成共识，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建立有效的衔接关系，形成一

体化共生模式。但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幼儿园与小学作为两个共生单元，它们在

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①
邱燕楠.走向“教育共生”之路[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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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幼儿园和小学各自为政

(1) 教师对幼小衔接存在错误认知

○1将幼小衔接工作开始的时间窄化、片面化

由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题项“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

小衔接开始时间”的均值分别为 3.47 和 3.21，远较良好水平低，而且小学教师

的值比幼儿园教师的值低 0.26，说明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存在的争

议更大。同时，部分幼儿园教师和大部分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的时间存在理解偏

差，认为幼小衔接工作是幼儿园大班的一项工作，将幼小衔接的时间窄化为大班。

尤其是小学教师，大部分认为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是幼儿园大班和大班毕业后的

暑假（如表 4-1）。在问到幼小衔接开始的时间时，小学教师 A说到：“幼小衔

接工作在幼儿大班开始就可以了，没必要太早进行衔接工作。”小学教师 B则认

为：“衔接工作从大班毕业后的暑假开始就可以。”幼儿园教师 A则说到：“幼

小衔接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小班就开始，但现在很多老师将其理解为大班的一项工

作,对衔接工作开始的时间存在诸多误解。”

表 4-1 教师对幼小衔接工作开始时间的认识

幼儿园 小学

时间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小班 30 3.8 3 1.4

中班 40 5.0 5 2.3

大班 321 40.3 143 65.3

整个幼儿园阶段 341 42.8 49 22.4

大班毕业后的暑假 65 8.2 19 8.7

总计 797 100.0 219 100.0

○2小学教师未认识到自身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责任和地位

幼小衔接涉及到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要责任主体，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与

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幼儿园应该做好幼儿的入学准备工作，小学

则应该做好幼儿的入学适应工作。如图 4-1 所示，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大约

90%的教师认为幼小衔接是幼儿园的责任主体，70%的教师认为小学也是幼小衔接

工作的主体，还有部分教师不认可小学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访谈资料也进一步

显示：教师对幼小衔接主体存在错误认知，尤其是小学教师会忽视自己在衔接中

的主要责任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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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小学教师 A在访谈时说到：“我认为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责任方是幼儿

园，小学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小学只要做好日常的教学工作就行。”小学教师

D则说到：“幼小衔接一直都是幼儿园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我们小学还是要以教

学为主，做好日常的知识教学。”

幼儿园教师 C说到:“衔接工作不能只靠幼儿园单方面的努力，如果小学教

师不加以配合，那幼儿园的工作成果最后会大打折扣，起不到良好的衔接效果。

只有小学与幼儿园相互配合，共同推进衔接工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见，目前幼儿园教师已经认识到没有小学与之配合进行衔接工作，幼小衔接的

效果会减半，但小学教师的意识还未转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

责任，还是传统的幼小衔接观念。

图 4-1 教师对幼小衔接主体的认知（%）

○3双方教师对幼小衔接政策的关注度低

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对幼小衔接政策文件的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小学教师，

对国家关于幼小衔接政策文件的关注度低。在描述性统计中，小学教师对政策认

知这一维度的总均值为 3.90，其中题项“您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接的政策动

向”的均值为 3.86，可见小学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并没有积极关注教育部关于

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政策文件。访谈资料也进一步证明一些教师对幼小衔接政策

的漠视和忽略：

小学教师 C说到：“作为班主任，我平时的教学工作繁杂，但对于政府下发

的政策文件，我们一般都会仔细研读，比如新近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56

版）》，学校一般都会组织我们进行学习，因为该文件与我们的日常教学教研活

动息息相关。而对于幼小衔接的相关文件，平时不太关注，主要还是觉得幼小衔

接和我们小学的教学任务无关。”

小学任教老师 C说到：“平时还是对与我们教学相关的政策和文件关注多一

点，对于幼小衔接的相关文件没太关注。”幼儿园教师 A说到：“平时政府发布

了什么政策我们都会关注，只要是和幼儿有关的，我们基本都会关注。”

幼儿园教师 D则谈到：“我平时对一些教育热点和政策文件的关注不多，主

要是没兴趣，感觉关注那个没啥用，而且我们幼儿园也没有要求我们去关注这

些。”

无论是问卷调查数据还是教师访谈资料，都表明部分教师对幼小衔接的政策

关注度低，没有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要求和导向。

（2）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的意识不强

在衔接意愿方面，部分教师的衔接意愿有待提高。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与小学

（幼儿园）教师合作推进衔接工作时（如图 4-2），有 60%的幼儿园教师表示非

常愿意与小学老师合作开展衔接工作，有 25%的教师比较愿意与小学教师合作开

展衔接工作，另有 10%左右的幼儿园表示一般或不愿意与小学老师合作开展研究；

而小学教师进行合作的意愿则不强，有 44%的教师非常愿意与幼儿园教师合作开

展衔接工作，约 33%的教师比较愿意，另外有 25%左右的教师则表示一般或不愿

意与幼儿园教师合作开展双向衔接的研究。

图 4-2 教师幼小衔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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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衔接毅力方面，当问及会不会因时间精力不足而放弃衔接工作时（如图

4-3），有 60%的教师表示自己会因为其他事情而没办法投入衔接工作，并不确

定自己是否能坚持衔接工作。小学教师 D在访谈中说到：“我其实很愿意配合幼

儿园老师进行衔接工作，但平时我们的教学任务也很重，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投身于衔接工作，出于自身时间精力考虑，我很可能会放弃衔接工作，不能

坚持到最后。”幼儿园教师也有此顾虑，例如幼儿园教师 E在访谈中提到：“幼

儿园平时的教学任务本来也挺繁琐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到幼儿的身体发展，更要

关注其心理健康和生活教育，平时特别忙，再赶上这两年的疫情，教学任务更是

异常繁杂，很难抽身专门从事衔接工作。”

图 4-3 教师幼小衔接的毅力（%）

（3）缺乏有效的双向衔接实践

双向衔接的实践主要通过双方教师的交流合作与互动、联合课程教研、互相

的教学观摩等要素来体现。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幼小双向衔接实践的总均值为

2.9，远低于良好值 4.00，说明幼小衔接工作在实践层面并未采取措施积极进行

衔接，主要表现为：

○1教师间交流互动机会少、频率低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互动、交流、合作的机会和频率是检验双方双向衔接

实践的标准之一。经数据分析发现，双方教师就幼小衔接工作、幼儿身心发展交

流的机会和次数少，总均值仅为 3.65，同时在与双向衔接有关的培训中，无论

是教师间的联合培训、联合课程教研还是相互的教学观摩，其均值都特别低，说

明双方教师之间的互动频率和交流合作机会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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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有效的衔接课程和相互教学观摩活动

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有效衔接课程。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幼儿园中，有

一半幼儿园没有衔接课程。如图 4-4 所示，题项“您与幼儿园（小学）教师一起

就衔接课程研讨的机会”均值为 3.41，远低于良好值 4.00，说明幼儿园与小学

关于幼小衔接课程的实践比较少。

4-4 幼小衔接课程开发情况（%）

同时，在谈到学校为教师提供参加课程培训的机会时，有 33%的幼儿园教师

表明几乎没有参加课程培训的机会，另有 24%的幼儿园教师表明参加关于幼小衔

接课程交流研讨的机会很少，仅有 10%左右的幼儿园教师认为学校提供有关幼小

衔接课程培训的机会或与其他教师一起就衔接课程研讨的机会较多；小学则有

40%左右的教师认为学校为自己提供课程研讨机会比较少或几乎没有，27%的小学

教师认为学校提供的课程研讨和培训机会较多。所以，总体而言幼儿园和小学并

没有为教师提供好的交流平台和足够多的课程培训机会，阻碍双方教师课程开发

的进度和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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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进行幼小衔接课程联合调研的机会（%）

另一方面，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只关注自己所在学段内的教学研究，并未关注

对方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与手段，缺乏对双方教学现状的基本了解，

闭门造车只能导致双方教学的断层和不连贯。题项“您与小学（幼儿园）教师进

行相互教学观摩的机会”的均值为3.42，远低于良好值4.00，表明幼儿园教师和

小学教师平时的相互教学观摩机会非常少，二者对双方的教育教学现状全然不知。

○3环境创设中的“假环境”和幼儿主体地位的缺失

尽管环境对孩子身心发展有重要作用，但环境这一要素却经常被教师们忽视。

有的教师认为环境不重要，有的教师认同环境的重要意义，但在真正的环境创设

中，却存在一系列“假环境”现象，环境创设中缺少幼儿的参与和互动。根据调

查数据显示，小学教师问卷中题项“环境衔接的重要性”均值为3.82，低于良好

值4.00，说明学校教师不认可环境这一衔接要素对幼儿身心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作用。同时在实践中，幼儿在环境创设中的参与率低，有50%以上的幼儿未参与

到环境创设中。而幼儿园教师虽然明白环境创设的意义，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环

境创设工作不是老师包办就是家长代替，幼儿的参与率极低。

表 4-2 幼儿环境创设参与情况

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仅为环境创设提供建议 797 1 5 3.39 1.293

全程参与环境创设 797 1 5 3.94 1.003

部分参与环境创设 797 1 5 3.55 1.195

未参与环境创设 797 1 5 2.68 1.473

幼儿园教师 C提到： “孩子们自己做的手工不美观，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我们平时教学任务多、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手工一般交给家长来完成，偶尔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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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由教师集体出动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在节假日，一般过节的时候环境创

设的主题也需要跟着换，这时候我们教师一般会集体出动，合作分工，加班加点

的完成环境创设工作，在节假日之后带给孩子新的视觉刺激和体验。”

幼儿园教师 E也说到：“我们园的环境创设工作一般都是教师们紧赶慢赶

完成的，孩子的参与度很低，不过平时孩子的作品如果有比较贴合主题的，作品

质量还算可以的话，我们会把孩子的作品也放到环境一角予以展示。”

小学教师 D 则提到：“孩子还小，平时班级主题墙的建设都是由老师来完

成，文字的书写，绘画的完成，都由教师亲历亲为，班级主题墙的建设主题要不

根据重大节日确定，要不根据学校安排确定，我们和孩子们都不能做主，孩子们

最多就是按照教师要求，从家中带来一些自己的作品或买的植被以供环境布置。”

通过与上面几位教师的谈话可知，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幼儿在环境创设

中的参与度是极低的，尤其是小学的孩子，在班级主题墙建设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幼儿园孩子的环境创设参与率较小学儿童高一点，但在环境创设中还是存在许多

不尊重幼儿主体性和参与性的“假环境”。

4.1.2反向消极的共生环境

良好的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间形成良好共生模式的重要外部保障，本研究中

将影响幼儿园和小学这两个共生单元环境归纳为政策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

根据调查数据和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幼小衔接的环境主要以反向消极环境为

主，消解了共生成效，具体如下：

（1）政策环境缺位

幼小衔接相关的政策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小学在衔接中的主体地位。虽然关于

幼小衔接的政策文件很多，但在已有的幼小衔接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哪一政策文

件明确指出小学在幼小衔接中的主体地位或小学应该在幼小衔接工作中承担怎

样的责任，导致小学在衔接工作中一直处于上位甚至缺位状态，不能意识到自身

的责任。例如教育部新颁布的《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虽然提出

要促进双向衔接，但对于如何落实，小学在双向衔接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双

向衔接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政策中并未提及。该《意见》的颁布只是从宏观层面

为双向衔接做出了指导，但具体到中观和微观层面，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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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匮乏，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2）文化环境缺失

校园文化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目前，

幼儿园和小学并未形成幼小衔接的良好文化氛围，没有建立幼小衔接的物质和精

神文化，严重制约着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幼小双向衔接工作中，教

师间未形成良好的交流研讨氛围和合作文化，制约衔接工作的成效。如小学教师

D说到“平时教师的工作特别繁忙，没有时间就幼小衔接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更

没有教师会主动带头做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大家都是各自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没有过多地考虑其他的事情。” 幼儿园教师 B也谈到“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之间

平时没有交流，更不存在合作关系，除非我有朋友在小学，才会聊起幼小衔接的

相关事宜，否则我们不会有交流的机会，也没有要交流的想法，但是如果学校有

老师带头，相信双方教师的交流合作机会能有所增加。”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缺乏

良好的合作环境和文化氛围。

（3）资源环境匮乏

幼小衔接的资源环境指保证衔接工作顺利开展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资

源的地区差距、校际差距一直都是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人力

资源方面，没有建立幼小衔接的专业团队来引领衔接工作，领导者和教师因教学

任务繁忙而无暇顾及衔接工作，没有专门的幼小衔接团队的引领，幼小衔接工作

将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湾；物力资源方面，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教师，更

需要支撑教师进行教研的物资，例如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进行研讨、交流的场地，

但目前幼儿园和小学并未建立专门的供幼小衔接使用的教室和场地，制约衔接工

作的进展；财力资源方面，幼小衔接的专项资金投入不足。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

的保障，一直以来，学前教育是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教育资金、人才都极度匮

乏，面临着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导致学前教育质量难以提升，严重制约

着衔接工作的开展。

4.1.3点共生模式阻碍一体化合作关系的形成

共生模式是在共生环境影响下，共生单元之间形成的连结和关系，良好的共

生模式是以正向共生环境为基础，以共生界面为桥梁，以共生单元的相互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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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为依托而形成的。幼儿园与小学共生模式的形成是以政策、文化和物质等共

生环境为基础，以双方教师的联合培训为纽带和桥梁，是在双方教师就教师、课

程、教学、环境等因素的交流、互动和合作中形成的，是幼儿园和小学相互作用

方式和作用强度的反映，双方教师的联合培训、共同的课程调研、相互的教学观

摩和环境创设，能极大促进双方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共生模式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教师培训模式的机械化、合作交流模式的间歇性、评价指导模式的浅表化。

（1）教师培训模式的机械化

目前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的培训方式主要有师范教育、岗前培训和在岗培

训，师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主要进行专业理论知识

的学习。岗前培训是新手教师在步入教师职业生涯前参加的培训，主要目的是帮

助新手教师尽快适应岗位工作，尽快投入工作状态；在岗培训是挑选一些骨干教

师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种培训，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的国培计划。尽管关于教师的培

训有很多，但是针对幼小衔接工作对教师的培训几乎没有，培训形式和内容比较

机械单一，缺乏针对性。最重要的是没有关于幼小双向衔接工作的专门培训，针

对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联合培训则更少，培训模式内容、方式机械化。

（2）合作交流模式的间歇性

间歇性的教师合作交流模式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共生界面的缺失。

从数据调查和分析结果来看，在衔接过程中，幼儿园与小学教师无论是教师间的

合作交流机会还是双方的联合培训机会都特别少，没有为教师的培训、交流和学

习提供最基本的平台，缺乏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通道，即共生界面的形成具

有随机性，无法形成确定的共生通道和共生界面，导致双方的合作是一种点共生

关系模式。虽然双方教师都认为教师间的交流、研讨、合作和联合培训对衔接工

作的开展是必要的，但实践层面的幼小衔接行动还很欠缺，不仅没有形成良好的

沟通交流和合作的良好氛围和机制，而且没有建立双方教师的联合培训机制，严

重制约着幼儿园与小学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共生界面的不稳定性是伴随着幼

儿园与小学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而发生变化的，而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与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方面的物质、能量和

信息交换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此，双方发生作用的共生界面是缺乏的。

（3）评价指导模式的浅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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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评价指导次数少、频率低。调查数据显示（如图 4-6），在被调查

对象中，有 20%的教师认为幼儿园在一学年内接受相关部门对园所幼小衔接工作

的指导和评价次数为 0次，大约 54%的教师认为一学年内接受相关部门评价和指

导的次数是 1-3 次，另外有 20%左右的教师认为一学年内接受指导和评价的次数

是 4次及以上。综上所述，相对来说，相关部门对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和评价次

数较少。

图 4-6 相关部门对幼小衔接工作的评价和指导频率（%）

评价指导形式化和表面化严重。相关部门对衔接工作指导和评价的全面性和

针对性是保证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推动力，但访谈资料显示目前相关部门对衔接

工作的指导和评价还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如幼儿园教师 C在访谈中提到：“平

时接受关于相关部门对衔接工作的指导和评价次数本来不多，但上级部门来园巡

视时，一半都会把老师们搞得特别紧张，生怕哪里做的不好。我总觉得上级部门

的检查都是表面工作，对衔接工作的推进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小学老师 D也说

到：“没有专门的有效衔接工作指导评价小组，一般来视察组来校主要是检查学

校相关教学任务的完成度和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估，并不会专门针对有效衔接进

行指导，本来我们也没有有效衔接的专项任务，所以对有效衔接工作的指导和评

价无从谈起。”因此，评价指导制度的形式化和表面化严重制约着衔接工作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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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幼小双向衔接的影响因素分析

前面一节主要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等方面分析了幼小双向衔接

存在的主要问题，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双向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存在问题的原

因进行剖析。

4.2.1幼小双向衔接的政策法规建设不完善

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政策是衔接工作开展的催化剂。由于缺乏相关的政

策规定，使得我国的幼小衔接工作长期处于单向衔接的困境，幼儿园单方面向小

学靠拢而小学无动于衷导致衔接效果一直不理想。

2021 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

意见》，此文件首次正式提出双向衔接，要求强化幼儿园尤其是小学的衔接意识，

强调幼儿园向上做好幼儿的入学准备工作，小学向下做好幼儿的入学适应工作，

同时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整合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小双向衔接

发力，并建立幼小衔接的动态监管机制，帮助幼儿顺利向小学过渡。《意见》在

宏观层面正式提出了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为幼小衔接指明了方向，但并未

指出幼儿园和小学今后在幼小相衔接工作中的努力方向，只做出了方向指引而没

有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步骤，可操作性不强。同时，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 版）》第五条指出要加强学段间的衔接，注重幼小衔接
①
，但对于如何衔

接并未明确规定，和《意见》一样，新《课程方案》的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并未

明确指出小学应该在幼小衔接中扮演的角色，在宏观层面提出纲领性要求和指导，

但具体如何落实还需要幼儿园和小学双方付出努力，积极探索。

教师对政策法规的漠视。相关政策的出台能够优化双向衔接的政策环境，为

幼小双向衔接提供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调查数据显示，部分教师对幼小衔接相

关政策的认可度低，不认可教育部提倡的“小学零起点教学政策”，也不会主动

了解国家对于幼小衔接的政策指向。幼儿园教师 E在访谈中说到“除非学校组织

或要求教师学习相关政策，不然我不会主动去学习政策精神。”小学教师 C也提

到：“虽然国家主张小学要坚持零起点教学，但在实践层面，每个孩子的身心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
4/t20220420_619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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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点和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我不太认同国家的零起点教学政策”可见，教师没

有主动了解幼小衔接政策的意识。

4.2.2幼小双向衔接体制机制不健全

其一，未建立教师合作交流机制，缺乏有效的教师合作交流平台和通道。调

查结果显示，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就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要素展开的交

流、研讨与合作机会特别少。如图 4-7 所示，在幼儿园教师的统计数据中，只有

大约 15%的教师认为学校为自己提供的交流培训的机会多，而大约 80%的教师认

为学校为自己提供的交流培训机会一般或比较少，甚至有 10%左右的教师认为学

校并没有为自己提供关于幼小衔接的培训机会；而在小学教师的问卷统计中，有

大约 30%的教师认为学校没有为自己提供关于幼小衔接的交流或培训机会，40%

左右的教师认为学校为自己提供的培训交流机会一般，总体而言学校和政府并未

建立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交流合作的良好机制，没有为教师间的沟通搭建桥梁，导

致教师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

图 4-7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交流互动频率（%）

访谈资料也进一步证明共同学习平台的缺失制约了幼儿园与小学幼小衔接

共生体的形成。如幼儿园教师 A说到：“在教育部发布《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

的指导意见》之前，幼儿园基本没有提供关于幼小衔接的相关培训，只是在文件

发布后，为响应上级号召，幼儿园才开始组织一些与幼小衔接相关的培训，但这

种培训只是针对幼儿园部分教师的，并不涉及与小学教师一起参加幼小衔接的相

关培训，平时和小学教师基本没有过多交流和来往，尽管有的幼儿园教师可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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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幼儿的相关情况与小学教师进行交流，但因平时疏于联系，突然和小学教师

交流也显得有点唐突，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小学教师是否愿意与自己就幼儿情况进

行交流讨论。”幼儿园教师 B则在访谈中提到：“我们园所平时很少与小学有来

往，幼小衔接工作的落地主要是在园所内部进行的，教师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特点

的基础上变换思路，增加教学趣味，主要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和良好的生活学

习习惯，并不会就衔接工作与小学有过多的交涉，小学也很少安排教师入园了解

幼儿园的一些基本情况，二者基本处于消息封闭的状态，教师之间很少有联系和

互相走动。”小学教师 C：“我们和幼儿园教师平时没有交流，都是各自在自己

的岗位忙碌着，没有交流，更没有一起学习的机会。”显然，幼儿园和小学教师

之间这种自我封闭、相互隔离的状态阻碍了双方教师之间思想的碰撞与升华，削

弱了相互合作带来的良好衔接效应。

其二，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缺乏教师联合培训机制。健全的教师联合培训

制度是促进双向衔接的重要保障，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之间缺乏针对幼小衔接的相

关培训支持、教师之间的合作协调存在一定的障碍等一直是制约幼小衔接的瓶颈

①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并未建立有效的联合培训制度，无法为教师

提供双向衔接的培训，导致教师双向衔接意识不足，共生意识不强。题项“您与

小学老师一起参加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均值为 3.77，而题项“园所为您提供

有关幼小衔接培训的次数”均值仅为 3.06，远低于良好值 4.00，充分说明小学

和幼儿园并未为其建立良好的培训制度。可见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平时进行联合课

程教研的机会很少。

其三，缺乏联合教学教研活动和协同教学机制。好的教学衔接效果需要以幼

儿园和小学教师间教学、教研的互动学习为基础，幼儿园与小学就教学进行的教

研活动能够促进双方教学的衔接。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处

于相互的自我隔离状态，无论是相互的教学观摩活动还是双方就教学进行的相关

教研活动，教师参与的机会都非常少。幼儿园和小学作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联系的教育发展阶段，要形成良好的教学衔接效应，必须在了解双方教学现状

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研讨活动，取长补短，形成良好的衔接机制和衔接效应。但目

前联合教研活动和培训是幼儿园和小学在实践探索中非常缺乏的模块，是造成幼

①
黄 爽,祁继.OECD国家实施幼小衔接的经验与启示[J].人民教育,2019(2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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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和小学两个教育阶段教学的断层，阻碍良好教学衔接效果形成的主要原因。

幼儿园教师 E说到：“偶尔我们也会带孩子去小学参观，但参观小学只是流于形

式，主要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进行拍照，衔接工作都是一些表面形式，没有实

质性作用，而且平时我们和小学就衔接工作进行教研活动的机会很少，没办法了

解对方的教学模式，导致双方的教学存在断层。”小学教师 E则说到：“我们学

校平时不会去幼儿园现场参观他们的教学，也不会主动带领孩子去为幼儿园小朋

友讲述小学的生活学习状态，除非应幼儿园要求才会去，而且这种活动主要在幼

儿大班时进行。”

4.2.3传统的单向幼小衔接观念根深蒂固

一方面，小学“上位”思想严重。传统意义上的幼小衔接一直是幼儿园单方

面的衔接，有研究者指出，一直以来，幼小衔接工作在小学教师心中就是一项阶

段性的接待任务，原因是他们缺乏对幼儿教育的认知与研究
①
。幼儿园虽然一直

在为幼儿的顺利过渡努力，但幼儿园为幼小衔接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尝试，并没有

建立在与小学多方面深度交流和研讨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需求确定的正确方向，

而是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的靠拢。同时，与幼儿园所做的努力相比，小学则一直

处于上位思想，坐等幼儿园来主动向小学靠拢，而并没有俯下身子主动了解幼儿

园的真实情况和幼儿的真实需求，缺乏向下衔接的意识，更没有主动了解幼儿入

园现状。

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专业理论素养低。小学老师将幼小衔接的责任归于幼儿

园主要是受传统的单向衔接理念的影响，习惯性地认为幼小衔接是幼儿园的事情，

与自身无关。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对象中，研究生学历以上的教师

占比最低，尽管大部分老师都是本科毕业，但很多都专业不对口，在招聘初期对

专业限制不严格，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的三支一扶教师和特岗教师招聘考试，对报

考者的学历、专业限制不严格，使一些业外人士进入学校成为教师，导致教师整

体的专业水平低、理论素养不足，不能在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教育，

容易忽视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无向下衔接的意识。

①
王冬娟.基于儿童真实需求探索科学衔接之道[J].中小学管理,2022(07):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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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双向衔接后备资源力量不足

一方面，高校研究者参与机制不健全，未发挥高校研究者的资源优势。高校

研究者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是幼小衔接的重要后备力量和资源，高校研究者的

参与能够为衔接课程开发注入不竭动力，能够利用其巨大的理论和专业优势，为

微观层面的课程开发和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专业化指导。但在与被访谈者的

交流中可以发现，基层教师受高校研究者工作指导的机会和次数都非常少，高校

研究力量对基层学校的衔接工作指导有限，高校研究资源后备力量不足。

另一方面，新手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足，难以为双向衔接提供充足的

后备师资。新手教师很难将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自身的工作实践相结合，尤

其是面对双向衔接，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与小学教师进行工作交涉，新手教

师正处于职业适应期，分身乏术，难以投身到幼小衔接工作中。在被调查的幼儿

园和小学教师中，有 63%的小学教师和 46%的幼儿园教师声称平时教学任务繁杂，

时间紧迫，无暇顾及幼小衔接工作，这一结果在访谈中也得到验证，如幼儿园教

师 D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作为班主任，平时除教学工作之外，还要忙其他行政

类的工作，尤其疫情期间，需要统计孩子的各种信息，要填的表格非常多，老师

们经常在休息日也需要抱着电脑工作，忙的焦头烂额。”同时，缺乏课程专家和

学者对衔接工作的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 A说到：“我们一线教师的专业水平有

限，更需要业内专家学者的指导，在专家指导下，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共同开

发衔接课程，但我们的衔接课程开发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衔接课程的开发是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

4.2.5应试教育观念下“唯分数”理念影响深远

应试教育下学校“唯分数”教学依然经久不衰，在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下，

分数作为学生升学考试的唯一依据，一直在发挥着主要作用，学校的升学指标也

与学生分数高低直接挂钩，导致学校教师“重分数，轻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中学阶段，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有了明显的下移趋势，

不仅小学、幼儿园也开始盛行应试之风。小学教师迫于家长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压

力，形成了以孩子的成绩作为其发展的唯一评判标准，不重视孩子其他方面的发

展，导致他们容易忽视向下的衔接。笔者在与小学二年级一位班主任的交涉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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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老师对学生评价的好坏主要从其学习成绩出发，进步的标准是学习成绩有

没有进步，课堂表现好不好，而忽视了孩子的社会交往和身心健康。应试教育思

想影响下人们已经形成了“唯分数”论。不管是老师、家长还是孩子，都以取得

好成绩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表现在幼儿园和小学则是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和辅导

班，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小学老师也无暇顾及与幼儿园的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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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建议与策略

幼小双向衔接教育具有复杂的内外部生态环境，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实现幼

小双向衔接的难度在于衔接主体和衔接维度的多元性，各衔接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各衔接要素的共生是建构双向衔接路径的关键。幼小衔接工作是涉及多方利益的

系统性工程，为推动双向衔接的步伐，必须创设积极向上的共生环境，为共生单

元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同时要努力促进各共生单元的有机协同和各共生要素的

深度衔接，使各个共生单元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形成一体化

的共生模式，构建多元、稳定的幼小衔接共生体，实现高效衔接。

但目前幼小双向衔接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环境都有待优化。因此本

研究结合共生理论，针对双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

模式三个方面提出促进双向衔接的建议，以期推动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为幼小

双向衔接的合理性、可行性和科学性提供保障。

5.1共生单元：统一衔接理念引领实践

本研究的共生单元包括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体，在研究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

现状时，以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为主要载体来展开调查，故在策略路径方

面，也欲以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要素为抓手进行路径

建设。

5.1.1教师层面：建立幼小教师学习共同体

教师是衔接工作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是

教育工作的实施者和主体，课程衔接、教学衔接和环境衔接的实现均需要借助教

师之手。衔接工作的开展首先要促进双方教师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建立良好的教

师合作机制，促进教师的双元融合和互动。

（1）唤醒教师的专业自觉，统一共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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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觉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原动力，能从根源上促进教师

衔接观念的转变，树立慢过渡、稳落地、后博发的正确衔接理念，统一对双向衔

接的正确认识。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小学教师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幼小衔接中

的主体地位，将衔接工作视为与自己无关的琐事和杂事，并没有树立良好的双向

衔接工作意识。因此，要做好衔接工作，必须激发“局内人”的变革动力，即教

师树立高度自觉，形成对双向衔接正确且统一的认识，积极探索双向衔接的有效

路径。“局外人”或“合作方”即校外专家学者只是引路人，不可能一直于一线

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幼儿园和小学老师一起探索衔接路径。许多幼儿园

或小学总是在专家的督促下推进衔接工作，但当专家离开一线时，衔接工作又陷

入瘫痪状态，这种衔接是一种僵硬的、形式主义的衔接。因此，促进衔接工作的

开展，必须激发教师的变革动力，让教师树立高度的专业自觉性，推动真正意义

上衔接工作的开展。所以，双方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对双向衔接形成统一的认

识。

（2）建立教师联合培训机制，加强沟通交流

良好的外部保障机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保证和衔接工作顺利进行的前

提。首先，从小学的角度出发，为教师搭建学习平台。例如请幼小衔接领域的专

家学者入校讲座或为教师提供外出培训的机会，使小学教师积极参与到幼小衔接

的相关培训和专项活动中，在培训和活动中学习关于幼小衔接的新理论和新知识，

进一步认识处于过渡期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和年龄特点，转变旧有的衔接理念，

确认自己衔接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其次，从幼儿园角度出发，幼儿园也要为教师

提供学习平台和机会。很多幼儿园教师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衔接中的主体责任，但

双向衔接的意识还不够。所以，幼儿园要提倡教师继续保持正确的衔接理念，强

化双向衔接的意识，也要为教师提供关于幼小衔接的培训机会，了解专家学者对

幼小衔接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培训学习双向衔接的正确理念，在正确理念的指导

下探索双向衔接的道路，为园所的衔接工作建言献策。

（3）搭建教师互动交流平台，促进教育主体双元融合

良好的沟通交流是实现双方合作共生的桥梁。加强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沟

通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双向衔接的前提和基础，双方教师只有在沟通交流中才能

发现各自在衔接工作中的做法，取长补短。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搭建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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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平台，设立交流目标：一方面，建立“幼小衔接交流答疑会”制度。交流答

疑会可以是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但必须确保每个月有 2次以上的交流答疑机会，

目的是为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的沟通交流搭建桥梁，在交流答疑会上，每位教

师可以带着对幼小衔接的疑问参与到教师交流和讨论中，明晰幼小衔接存在的问

题，实现答疑解惑的良好效果，形成对幼小衔接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建立教

师研讨会制度。教师研讨会制度需要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共同参与，以《义务

教育新课标》、《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载

体，幼儿园教师就《指南》和《纲要》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理念进行解读，帮助小

学教师了解幼儿园的教育遵旨和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同时小学教育就《义务教

育新课标》进行解读，向幼儿园教师传达新课标的核心内容和教育目标，帮助幼

儿园教师了解小学的教育遵旨和教育目标。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已经将帮助孩子入

学适应作为小学一二年级的教育教学任务，教师通过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学习

和研读，能够使教师明确其教学任务，可以使课程、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安排

形成一体化设计。通过这种双向传达和沟通交流，使二者能够明晰双方的教育目

标与理念，在践行幼小衔接工作实践时能够相互配合、相互理解。因此，幼儿园

和小学必须为教师衔接提供通道，建立教师合作交流平台，促进双方教师的衔接。

5.1.2课程层面：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体系

（1）注重学段间课程要素连续性的建构

幼小双向衔接课程建设和完整的课程体系是衔接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衔接课程是促进幼儿从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重要载体，良好的衔接课程必须既考

虑幼儿园的活动课程目标，又兼顾小学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不能顾此失彼。要

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开发以幼儿园和小学课程需求和目标为基础的衔接

课程，必须对双方已有的课程目标和体系进行调研，在了解现有课程体系、目标

和需求的基础上，基于双方需求，开发适合双方的衔接课程。日本学者河田圣良

在调查中发现：幼儿园和小学共同制定的衔接计划能够促进双方课程、教学等各

方面的互动和衔接，提升双向衔接的效应。一方面，建立双向衔接课程研发小组。

幼儿园与小学的教师就幼小衔接课程进行联合调研、商讨，在了解双方现有的课

程方案，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以“促进幼儿良好发展”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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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双向衔接的课程目标，结合二者的课程目标制定新的双向衔接的课程方案，

调整已有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将一年级的课程目标与幼儿园大班的活动目标进

行联系和对接，区分不同课程内容与要求的层次性，使衔接课程方案更加重视儿

童的情绪、兴趣、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和规则、任务、合作意识等。然后，根据制

定好的幼小衔接课程方案，幼儿园需要联系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学习经验和小

学的课程内容，调整现有的课程目标并补充相应的课程内容；小学则需要考虑到

幼儿在幼儿园的各种表现和生活经验，调整学科课程进度，降低学科知识难度，

减缓课程实施节奏，设置幼小衔接课程的周计划、月计划和学期计划，按照计划

放低要求、稳步推进、分层引导、减缓坡度，使幼儿平稳过渡到小学。

（2）以行动研究引领课程开发

在具有实践改进意向的课程衔接共生体中，教师进行衔接课程的开发必须遵

循以下基本样态：一是专家理论应用式。专家理论应用式即教师在进行衔接课程

开发时，可以按照领域内专家、学者给出的既定课程方案，指导课程衔接工作的

开展。该模式下，专家拥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通过专家与

幼儿园及小学教师的交流、互动和生成，能够开发出适合双方儿童发展的衔接课

程，丰富专家自身理论的同时，提升教师自己的专业素养。二是学校内部生长制。

即在幼儿园与小学教师在就双方课程方案和计划充分交流、研讨的基础上，双方

共同研讨制定新的课程方案以指导课程衔接工作的开展。这两种课程开发模式是

科林·巴奥特(Colin Biott)所说的“执行模式”(implementation partnershi

p)和“发展模式”(development partnership)
①
的衍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幼

儿园和小学的一线教师应该树立与国内知名学者合作探讨的意识，并尝试与领域

内的学术泰斗进行通力合作、沟通和交流，听取专家意见，积极参与到衔接课程

的开发中。通过开发适合双方的衔接课程来缩小幼儿园与小学的差距，使二者的

课程和教学能够统一起来
②
，促进衔接工作的进行。

（3）以“考察实习制”为课程载体进行幼小互访交换

建立幼小儿童考察实习制。将考察实习制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始终，使幼

儿在三年的学习成长中深入了解小学，消除幼儿对小学的惧怕心理。

①
邬志辉.学校改进的“本土化”与内生模式探索——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伙伴关系的维度[J].教育发展研

究,2010,30(04):1-5.
② OECD. Starting Strong V. Transitions Fro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to Primary [EB/OL].
[2019-05-07].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ducation/starting-strongv_9789264276253-en#page1.



第五章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建议与策略

75

一方面，设立小学考察见习日。在幼儿对小学的考察实习中，尊重幼儿的主

体性地位，满足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充分观察并感受小学的学习、生活方式和

老师的授课方式，充分感受小学生的身份特征。考察见习的时间可以从刚开始的

半天到后面的一天，逐渐延长考察时间，让幼儿充分感受小学的生活、学习和环

境氛围，给予幼儿生理、心理上的支持与鼓励。每次考察完后教师要及时进行总

结评价和反馈，了解幼儿的整个心理变化，给予幼儿充分自由，鼓励幼儿大胆说

出考察后的感受和想法，慢慢地帮助幼儿认识幼儿园和小学的不同。

另一方面，设立幼儿园演讲交流日。让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定期地来幼儿园，

为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述在小学的学习生活，也可以由小学生来扮演演讲者的角色，

为幼儿讲故事、和幼儿一起做游戏、讲述小学的趣事。长此以往，能够让幼儿真

正地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状态，使幼儿从心理上接受小学。

如此，幼儿园与小学共同努力，从多个维度了解小学和幼儿园的不同，使每

一个幼儿都能顺利完成幼儿园生活并能融入到小学新的学习生活中去，可以很好

地帮助幼儿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平稳过渡。

5.1.3教学层面：建立双向协同育人的教研和教学机制

（1）坚持“提质培优”的教学理念，引领教学衔接

教师是教学教研活动的执行者和主体，建立双向协同的教研和教学活动，教

师首先要树立慢过渡、稳落地、保质量的教育教学理念，不能急于求成。小学教

师要能意识到刚入小学的幼儿面对的是各方面的不适应，所以小学教师要有意地

降低小学教学内容的难度和小学的教学密度，减缓幼小衔接的桥梁，探索与实践

“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同时正确认识自己在衔接中的主要责任，将与幼儿园的

衔接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幼儿园教师通力合作做好衔接工作。幼儿园教师也

要坚持原来的衔接理念，在五大领域活动课程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双方教学的

共通点，树立良好的教学衔接理念和正确认识。

（2）开展幼小衔接教学教研活动，形成教学衔接机制

教学活动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教学教研上，幼儿园与小学应该积极合作，

实施幼儿园与小学教师对教学的联合教研活动，通过经常性的研讨活动，幼儿园

教师与小学教师共同学习和体验，形成两个连接：一是通过对《指南》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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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课程标准》的分析，形成一致的课程目标；二是通过对孩子身心发展特点和

规律的了解，共同理解、发现、尊重儿童，在共同学习、研讨、充分了解的基础

上进行浸润式体验，具体做法如下：

一方面，设立幼儿园与小学课程体验日。课程体验日可以每月至少两次，由

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进行相互的教学观摩活动，走进对方的教学实践场所，进

行对方的教学实践观摩。例如，小学老师可以走进幼儿园，观摩幼儿园的五大领

域活动和集体教学活动，了解幼儿园的游戏化和情景化教学方式，感受幼儿园教

学活动与小学的不同。同时，幼儿园老师也应该走进小学的分科教学课堂，了解

小学教师的教学方式，感受小学生应该具备的学习品质和关键能力，例如注意力、

坚持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另一方面，设立换岗交流日。换岗交流日即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提前商量

好，双方互换课堂教学，感受对方的教学特点和教学内容，通过换岗交流日，教

师可以进一步感受幼儿园和小学组织与教学的差异。例如，幼儿园教师进入小学

为一年级的孩子上课，小学老师进入幼儿园为大班甚至小班的幼儿授课，在这一

过程中充分感受二者的教学特点和教学差异。尤其是小学老师，通过这一活动，

可以深切感受到幼儿园教学与小学教学的差异，改变原有认知，知道幼儿园孩子

并不仅仅是在玩耍，幼儿园活动的组织也富有挑战性，幼儿园的集体教学用一年

级的教学方式是行不通、不可取的。通过以上活动，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

教学方式、熟悉教学内容、感受教学特色，从而在教学教研活动中探索双方教学

协同机制，就教学衔接达成共识，最终实现优势互补的良好效应。

（3）数字赋能 开展线上讲座培训并开发线上视频教程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网络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①
和保障。在

全国疫情形式依然严峻的情况下，通过数字赋能，开展线上讲座培训和优秀教学

案例示范是首要之选，一方面，由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培训为教师传达正确的双向

衔接理念和幼小衔接理论，为教师给予科学方法和衔接指导；另一方面，由一些

优秀教师通过互联网上传一些优秀教学案例，供一些偏远地区的一线教师学习，

既能为偏远地区的教师省时省力，又能促进其专业发展和专业成长，同时能够服

务于幼小双向衔接，最终促进幼儿的发展。

①
薛会英.网络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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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环境层面：建立以幼儿为中心的一体化环境创设机制

环境作为一种隐性教育资源，是重要的课程载体、是幼儿园价值诉求的间接

反映、也是教师教育理念的间接反映，对幼儿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1）树立一体化环境创设思维

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小学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对环境这一衔接要素的重要

性存在认识误区。因此，必须首先纠正教师的错误认知，树立一体化环境创设思

维，使双教师认识到环境衔接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意义。所谓一体化环境创设

思维，即幼儿园和小学环境创设思维要遵循确立环境创设目标、制定环境创设计

划、准备环境创设资源和实施环境创设评价的基本流程，建构有机融合的儿童学

习生活环境
①
。幼儿园和小学环境创设应遵循一致的原则，设立一致性目标，遵

从一定的流程，以目标为引领，以计划为导向，以实施为主体，以评价为保障，

建立良好的儿童发展环境。

（2）环境创设重视幼儿的主体性参与

一方面，在注重校园环境创设的同时，注意将一些日常生活元素转换为促进

幼儿发展的环境要素。还可以把园内的每一个区域都承包给班级，引导幼儿自荐

申请、自由结队，轮流担任环境管理员，让儿童自主管理环境和材料成为幼儿园

的活动样态
②
。另一方面，小学则要重视环境创设对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重要

作用，与幼儿园教师进行相互教研活动，了解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和做法，模

仿、借鉴幼儿园环境创设的优良做法，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且比较熟悉的、

良好学习生活环境，减少幼儿对小学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不适感和陌生感，增加熟

悉感和亲切感，使幼儿从心理上接受小学的学习与生活。

综上所述，幼小衔接工作从主体上来看，应该是包含幼儿园和小学等在内的

多元主体，从时间上看应该坚持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长期性的

准备工作为抓手，具有渐进性和过程性。短期性表现为幼小衔接的利益相关者应

该以促进儿童平稳过渡为目的，在幼儿入学前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一系列衔接工作，

这种衔接工作是一种短暂的、临时性的措施。长期性主要是在充分了解儿童身心

发展的渐进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从幼儿踏入幼儿园起就为进入小学做准备，贯

①
李春玲.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一体化学习环境[J].学前教育研究,2022(08):87-90.

② 李敏,加冬梅.“三全”理念下的幼小衔接教育实践探索[J].教育科学论坛,2022,No.584(26):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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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幼儿园整个阶段。

从衔接要素来讲，应该包含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多要素，同时，各要

素的衔接都要注重其“连续性”和“双向性”。连续性在宏观层面上是指幼儿园

与小学两个阶段主体间教育的连续性，微观层面上则主要涉及教师、课程、教学

与环境设置的连续性。双向性在宏观层面是指以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要的衔接主

体应该明确自己在衔接工作中的相应责任，并向上向下衔接；微观层面的双向性

则表现在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各要素的衔接上都要做出相应努力，经过双

方的沟通和合作，促进各要素在幼儿园和小学这两个不同学段的连续性。因此，

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要幼儿园与小学双方的共同努力，更要体现各衔接

要素的连续性，促进儿童的连续性发展。

5.2共生环境：整合多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幼小双向衔接共生体的共生环境既有正向、积极的环境，又有反向、消极的

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文化环境、和资源环境等，为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双

向互动，建立正向积极的共生环境对于衔接工作的开展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对

此，本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探究如何建立双向衔接的正向共生环境：

5.2.1政策环境：制定并颁布相关的双向衔接政策文件

长期以来，我国的幼小衔接工作呈现出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衔接的现状，小

学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衔接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和应该旅行履行的责任，这与缺乏

科学的政策引领具有密切关系
①
。因此，促进幼小衔接，必须为其提供良好的政

策环境。

首先，幼小衔接政策中应进一步明晰小学的主体责任。幼小衔接政策的颁布

和规划的制定，能够从顶层设计层面为衔接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纵观我国

现有的幼小衔接政策文件，很多都是针对幼儿园颁布的，很少明确小学在这一过

程中的主体责任
②
。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文件时，要将小学纳入其政

策范围内，明确指出小学也是幼小衔接的责任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幼儿园

①
凌晓俊,姚玉香,于秀霞.小学在幼小衔接中的履责困境与对策——基于“新方案”“新课标”的分析[J].天津师

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23(06):76-80.
②
凌晓俊,姚玉香,于秀霞.小学在幼小衔接中的履责困境与对策——基于“新方案”“新课标”的分析[J].天津师

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23(06):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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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学在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中的努力方向，对小学和幼儿园在幼小衔接中应该承

担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和划分，转变长期以来“幼儿教育要迎合小学教育”的错

误观念，扭转幼小衔接实施策略中幼儿教育单向发展的不良局面，减轻幼儿园的

衔接负担
①
，体现幼小衔接政策的可操作性，严格确保政策落地。

其次，强化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和推广力。中央政府更多承担顶层设计任务，

从宏观层面对衔接工作做出规划，政策的具体执行和完成还需要由各个地方政府

来承担。其一，地方政府应该严格遵守上级的相关指令，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组织、引领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并严格监督衔接工作的开展，做好对衔接工作

的评价指导工作。其二，地方应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注重对学前期学情的分析

和把控，划分政策实施步骤，对政策落地效果进行评估。同时，地方政府要做好

领头羊，认真阅读国家的政策文件，按照国家政策和文件的相关要求，出台更加

具体的推进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奖励办法
②
，提高双向衔接的针对性和

时效性，例如规定幼小教师的交流讨论形式和频率，同时注重交流心得的总结反

馈。

5.2.2文化环境：打造优质的校园教育教学环境

在幼小衔接共生体中，文化环境集中表现幼儿园和小学的校园文化。校园文

化是全园或全校师生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客观存在性、

渗透性和可塑性的特征
③
。优质的校园文化对教师具有较强渗透力，能够潜移默

化地影响教师的观念和行为。打造优质的校园文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以

环境为载体，营造团结和谐的物质文化。幼儿园与小学需要重视校园环境的文化

渲染和熏陶功能，大力加强学校和班级的物质文化建设，以环境为依托将充分发

挥校园文化育人的作用，做到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能调动幼儿的主动性、

好奇心和求知欲。第二，以精神为引领，培养教师刻苦钻研的幼小衔接精神。领

导者、教师都要树立艰苦卓绝的幼小衔接精神，不怕苦累，在完成日常教学任务

的基础上，积极致力于幼小衔接工作。

①
任丹萍.日本《幼儿园教育要领》(2017版)指导下的日本幼小衔接策略研究[D].长春:长春师范大学,2022.

②
刘 曲,方红娣.“政校园家”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幼小衔接的实践进路[J].早期教育,2022(43):8-11.

③
秦 瑕.共生理论视阈下乡村初中教师专业发展的管理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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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资源环境：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

首先，培养一批幼小衔接的专门人员，为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人

员保证。一方面，组建幼小衔接的专家小组。以地域为依托组建幼小衔接的专家

小组，由各个地区的专家小组从顶层设计和理论层面为一线幼儿园和小学提供相

应的幼小衔接指导和服务工作，包括正确的幼小衔接理念的灌输，帮助一线教师

进行幼小衔接的教研工作等，为一线教师幼小衔接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的同

时进行实践评价。另一方面，建立幼小衔接专项教师工作组。幼小衔接专项教师

工作组成员由幼儿园和小学的优秀骨干教师、或有志于在幼小衔接领域钻研的教

师组成，由这些教师承担幼小衔接的主要工作任务，在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幼小衔

接的行动研究，通过幼儿园和小学互访日、共研究活动，研究发现并解决入学准

备和入学适应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建立幼小衔接工作专门教研室。教研室是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和专业成

长的重要阵地之一，教研室的建立能够为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进行幼小衔接工作提

供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合理利用教研室，不仅能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而且能推

动幼小衔接工作顺利开展，形成良好的幼小衔接效应。

最后，增加幼小衔接的专项资金。相比其他学段，国家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投

入较少，其中，能用于学前教育的资金更少。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保障。

各级政府应该设立幼小衔接专项资金，用于幼小衔接的课程和教学教研、教师培

训、专家聘请等各项工作的费用，为幼小教研工作和教师的培训提供良好的资金

保障，保证衔接工作的顺利进展。

环境对个体和群体的作用都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形成的，是影响个体和群体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幼小双向衔接的环境要以政策环境为方向指引，以资源环

境为物质保障，以文化环境为实施催化剂，通过这三方面环境的共同作用来推动

双向衔接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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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共生模式：互惠互利形成一体化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在幼小双向衔接共生体中，共生

模式主要是在共生环境的影响下，幼儿园与小学这两个共生单元在教师、课程、

教学和环境等要素方面的合作、交流和衔接关系。研究主要从教师培训模式、合

作交流模式和评价指导模式的角度来论述一体化模式的形成和建立。

5.3.1培训模式：制定灵活的教师培训制度

统一的共生意识和共生理念为幼小双向衔接提供方向指引，契合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和规律，也符合当代教育的价值取向，对于否定幼儿园单向的、二元对立

的衔接理念具有推动作用，要强调在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和互动中的最根本理

念是“共生理念”
①
。

一方面，幼儿园和小学要共同商讨，确定教师培训制度和机制。教师培训机

制的建立首先要确定具体的培训人员，比如由谁来培训、培训什么、以什么方式

培训、培训周期多长等，都要在教师培训机制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要挑选一

些有志于从事双向衔接工作的教师骨干和优秀教师，由他们引领衔接工作的进展，

负责教师培训的相关事宜。在培训机制的加持下否定单向衔接理念，树立双向衔

接意识，树立一体化共生的衔接理念。幼小双向衔接教育的发展，需要幼儿园和

小学理念上的彼此认同。因此，幼儿园与小学在教师发展、课程建设、教学研讨

和环境布置方面应该竭诚互助、互通有无，将幼儿园与小学的一体化发展作为彼

此的责任和双方共同的目标
②
。

5.3.2交流模式：建立多元化的共生界面促进沟通交流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双方物质能量交换的基本途径，也是共生单元实现共生

的基本通道。在幼小衔接共生体中，共生界面表现为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交流机

会和合作平台，是幼儿园与小学协作共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共生界面具有信息传

输、物质交流、能量传导等多种功能，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中介，其中，物质

① 吴易雄,王桐.共生理论视域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困局与突破[J].中国电化教育,2022,No.430(11):61-67.
② 吴易雄,王桐.共生理论视域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困局与突破[J].中国电化教育,2022,No.430(1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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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功能是共生界面的关键功能
①
，所以有必要增加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的交流机

会，创建合作和交流平台，促进幼儿园与小学的一体化共生，丰富幼小交流合作

的界面。

首先可以从宏观政策层面入手，规定幼儿园与小学就幼小衔接工作交流的形

式和频次，为共生单元双方的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建立幼小衔接专家咨询

团。邀请课程领域和幼小衔接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团体，为幼儿园和小学推进衔

接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建立领导班子带头制。通过幼儿园领导者与小学领

导者双方的沟通，达成对幼小衔接的一致看法，为双方教师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

和合作的平台和环境，促进双方的合作共生。同时，搭建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的培

训平台，形成一体化的培训模式，在共同培训中不仅可以促进专业知识的增长，

还可以增进双方教师关系，形成良好的人际交流关系，为双方进一步衔接奠定良

好基础。

幼儿园与小学这两个共生单元间的共生模式是在双方相互作用和交流中形

成的，必须树立一体化的衔接意识和理念，为其提供稳定而多样的共生界面，才

能促进双方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为二者的双向衔接提供方向和保证。

①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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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评价模式：形成高效的双向衔接评价指导模式

相关教育部门对双向衔接实践效果的评价指导，是检验工作成效，促进工作

发展的有力保证。对双向衔接工作的评价指导，要以评价指导频率和次数为基本

保障。在此基础上，坚持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评价方法的多

元性，保证评价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首先，要确保评价内容的全面化。幼小双向衔接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

相关督导和评价部门应该坚持全面性原则，在进行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和评价时，

兼顾幼儿园和小学双主体。对幼小衔接中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衔接课程的有

效性、教学衔接和环境衔接等各方面都做到督导和评价，对于在督导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督促幼儿园和小学积极改进，保证以上衔接要素的衔接效果。其次，

要保证评价指标的科学化。实施评价,必须制定统一的标准
①
，以科学标准为依据，

对教师、课程、教学和环境等衔接要素进行科学评价。因此需要制定相关衔接要

素的评价标准，根据评价标准，及时跟进评价，帮助幼儿园和小学在以上要素的

衔接上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促进衔接工作的开展，为衔接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化

保障。最后，要注意评价方法的多元化。评价指导方法不应该局限于面对面的指

导交流工作，可以以线上交流的形式，幼儿园和小学幼小衔接工作组的相关责任

人进行定期的幼小衔接工作总结与汇报，相关教育指导评价部门和督导部门定期

进巡视检查，促成评价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

通过为幼小双向衔接提供优质的内外部环境，使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

教学和环境要素的衔接上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对丰富幼小衔接的理论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有助于指导一线教师的实践，促进幼小衔接质量的稳步提升。

① 周洪宇.指导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解读[J].
红旗文稿,2020,No.430(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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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幼小双向衔接是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导致幼小衔接还处于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衔接的现状，小学缺位现象严

重。之所以出现单方面的衔接和小学缺位现象，与当下的社会大环境、传统的幼

小衔接观念、相关机制不完善有很大关联。因此，本研究在共生理论视域下探究

当前幼小双向衔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为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新的努力方向。在探讨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

幼小双向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促进双向衔接的优化路径。

幼小双向衔接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幼儿园和小学的密切配合。

从共生视角审视双向衔接问题，有利于了解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师、课程、教学和

环境等要素上的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情况，进而从内部提出能够促进双向衔接的

最优对策，改变以往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靠拢的问题，促进幼儿园和小学在衔接

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因此，研究主要以教师、课程、教学、环境等要素为载体来

探讨幼儿园与小学教师对这些衔接要素的基本看法、衔接过程中在以上四要素的

衔接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尝试在共生理论指导

下，提出利于双向衔接的有效策略：一是以互动合作为依托建立幼小双向衔接的

机制，包括教师学习共同体机制、联合调研的课程开发机制、双向协同育人的教

学教研机制、以孩子为中心的一体化环境创设机制等；二是整合多方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包括政策引领、文化环境渗透、人财物等物质资源基础；三是搭建桥梁

促进幼儿园与小学一体化共生模式的形成，包括制定灵活的教师培训模式、建立

多元化的共生界面，促进交流合作、形成高效的双向衔接评价指导模式。即通过

主体联动、环境促动、模式驱动来促进双向衔接。

由于笔者的专业能力、专业水平、研究能力与水平有限，因此本研究还存在

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自编问卷质量不足。在研究前期文献阅读和

资料查找的过程中，并未找到适用于本研究的专业化量表，故采用自编问卷进行

研究，虽然本研究的问卷是在与导师多次商榷中确定，并进行了两次信效度测验，

但由于笔者个人能力水平有限，本研究的自编问卷质量还有待提高。第二，对共

生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研究以源于生物学领域的理论：共生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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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共生理论有较高的掌握和理解，更需要将共生理论与本研究的相关要素进

行结合，对研究者的能力要求较高，但笔者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可能对理论和研

究要素没有很好地结合，故会影响研究的总体质量。希望在后续相关研究中，能

不断丰富幼小双向衔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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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幼儿园教师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此问卷是为了解当下我省幼小双向衔接的教育现状而设计，旨在了解

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促进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针对性策略，促进幼儿向小学的

顺利过渡。

您所提供的信息将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希望您能认真并且真实地回答问

卷中的问题，此问卷采用无记名填写，不会涉及或者透露您任何私密信息，请放

心填写！谢谢您的合作！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A.26 岁以下 B.26-35 岁 C.36-45 岁 D.45 岁以上

3.您的最高学历

A.研究生及以上 B.本科 C.大专 D.中专 E.高中及以下

4.您获得最高学历时的专业类型

A.师范类 B.非师范类

5.您的教龄

A.3 年以下 B.3-5 年 C.6-10 年 D.10 年以上

6.您的职位

A.园长 B.副园长 C.教研组长 D.教师 E.保育工作者

7.您的编制类型

A.正式编制 B.临聘教师 C.特岗教师 D.支教教师

8.您所在幼儿园的性质

A.公办园 B.民办园

9.您所在幼儿园地理位置

A.市级及以上城市 B.县城 C.乡镇 D.城乡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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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认为开展“幼小衔接”的时间

A.小班 B.中班 C.大班 D.整个幼儿园阶段 E.大班毕业后的暑假

11.您认为开展幼小衔接的主体是

A.幼儿园 B.小学 C.家庭 D.社区

12.以下衔接要素，您认为其重要程度

非常不重要 比较不重要 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教师

课程

教学

环境

13.就衔接工作，您与小学老师合作的意愿

A.非常不愿意 B.比较不愿意 C.一般 D.比较愿意 E.非常愿意

14.您会因时间精力不足而想要放弃衔接工作的开展

A.从不 B.偶尔如此 C.有时如此 D.经常如此 E.总是如此

15.关于幼小衔接的课程，园所

A.已经有衔接课程 B.正在开发衔接课程

C.有课程开发意愿但还未开发 D.无衔接课程也无开发意愿

16.环境创设中幼儿的参与度

A.仅为环创提供建议 B.全程参与 C.部分参与 D.未参与

17.关于以下说法，您的意愿如何

非常不

愿意

比较不

愿意

一般 比较

愿意

非常

愿意

与小学老师就衔接工作进行沟通

与小学老师合作进行衔接课程开

发

与小学进行课堂教学观摩

就环境创设咨询小学老师意见

与小学老师就幼儿情况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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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幼小衔接，您对以下观点的看法

非常不

赞同

比较不

赞同

一般 比较

赞同

非常

赞同

您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接的政

策导向

您认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政策

导向

您认为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的交流

很有必要

您觉得对小学的课堂教学进行观

摩很重要

研发适合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课

程很有必要

创设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环

境很重要

19.关于以下说法，您觉得

非常少 比较少 一般 比较多 非常多

您与小学老师一起参加关于幼小衔接培训

的机会

幼儿园为您提供有关幼小衔接培训的次数

您与小学老师就衔接工作交流的次数

您与小学老师进行相互教学观摩的次数

您与小学老师一起就幼小衔接课程进行研

讨调研的机会

20.从以下说法中选择与您自身较符合的选项

0次 1-3 次 4-6 次 6 次以上

一学年内小学老师来园参观教研和讲座

的次数

一学年内您去小学参观和教研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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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年内您组织孩子参观小学的次数

一学年内园所组织专门的幼小衔接讲座

或培训的次数

一学年内园所接受教育相关部门对幼小

衔接的指导或评价的次数

21.关于双向衔接效果的影响因素，以下说法您觉得

非常不

重要

比较不

重要

一般 比较

重要

非常

重要

国家政策对衔接课程的引领和支持

教师正确的衔接理念和衔接意识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良好互动和交流

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联合培训

教师的衔接课程开发能力

幼小衔接学者和课程专家的指导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相互的教学观摩

22.您认为当前幼小衔接的阻力主要来源哪里

（1）缺乏政策支持

（2）领导者缺乏衔接理念和意识

（3）衔接工作流于形式，敷衍了事

（4）小学的衔接意愿不强，衔接工作只是幼儿园单方面的事情

（5）教师的衔接意识和动机不足

（6）教师联合培训的机会少

（7）衔接课程的研发难度大、周期长

（8）教学时间紧、任务重、难以抽出时间投身工作

（9）双方教师进行教学观摩的难度大、不现实

此问卷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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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幼小双向衔接的现状调查（小学教师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此问卷是为了解当下我省幼小双向衔接的教育现状而设计，旨在了解

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促进幼儿园与小学双向衔接的针对性策略，促进幼儿向小学的

顺利过渡。

您所提供的信息将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希望您能认真并且真实地回答问

卷中的问题，此问卷采用无记名填写，不会涉及或者透露您任何私密信息，请放

心填写！谢谢您的合作！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A.26 岁以下 B.26-35 岁 C.36-45 岁 D.45 岁以上

3.您的最高学历

A.研究生及以上 B.本科 C.大专 D.中专 E.高中及以下

4.您获得最高学历时的专业类型

A.师范类 B.非师范类

5.您的教龄

A.3 年以下 B.3-5 年 C.6-10 年 D.10 年以上

6.您的职位

A.校长 B.副校长 C.教研组长 D.教师

7.您的编制类型

A.正式编制 B.临聘教师 C.特岗教师 D.支教教师

8您认为开展“幼小衔接”的时间是

A.小班 B.中班 C.大班 D.整个幼儿园阶段 E.大班毕业后的暑假

9.您认为开展幼小衔接的主体是



共生理论视域下幼小双向衔接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98

A.幼儿园 B.小学 C.家庭 D.社区

10.以下衔接要素，您认为其重要程度

非常不重要 比较不重要 一般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教师

课程

教学

环境

11.就衔接工作，您与小学老师合作的意愿

A.非常不愿意 B.比较不愿意 C.一般 D.比较愿意 E.非常愿意

12.您会因时间精力不足而想要放弃衔接工作的开展

A.从不 B.偶尔如此 C.有时如此 D.经常如此 E.总是如此

13.班级主题墙建设中孩子的参与情况

A.仅提供创设意见 B.全程参与 C.部分参与 D.未参与

14.为做好衔接工作，以下说法您的意愿如何

非常不

愿意

比较不

愿意

一般 比较

愿意

非常

愿意

与幼儿园老师就衔接工作进行沟

通

与幼儿园老师合作进行衔接课程

开发

与幼儿园老师进行课堂教学观摩

就班级主题墙的建设咨询幼儿园

老师意见

与幼儿园老师就幼儿情况进行交

流

15.您对以下说法的看法

非常不

赞同

比较不

赞同

一般 比较

赞同

非常

赞同

您了解教育部关于幼小衔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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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导向

您认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政策

导向

您认为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的交流

很有必要

您觉得对幼儿园的课堂教学进行

观摩很重要

研发适合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课

程很有必要

创设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环

境很重要

16.关于以下说法，您觉得

非常少 比较少 一般 比较多 非常多

您与幼儿园老师一起参加关于幼小衔接培

训的机会

小学为您提供有关幼小衔接培训的次数

您与幼儿园老师就衔接工作交流的次数

您与幼儿园老师进行相互教学观摩的次数

您与幼儿园老师一起就幼小衔接课程进行

研讨调研的机会

17.从以下说法中选择与您自身较符合的选项

0次 1-3 次 4-6 次 6 次以上

一学年内小学老师来园参观教研和讲座的次数

一学年内您去小学参观和教研的次数

一学年内您组织孩子参观小学的次数

一学年内园所组织专门的幼小衔接讲座或培训

的次数

一学年内园所接受教育相关部门对幼小衔接的

指导或评价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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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双向衔接效果的影响因素，以下说法您觉得

非常不

重要

比较不

重要

一般 比较

重要

非常

重要

国家政策对衔接课程的引领和支持

教师正确的衔接理念和衔接意识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间的良好互动和交流

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联合培训

教师的衔接课程开发能力

幼小衔接学者和课程专家的指导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相互的教学观摩

幼儿园与小学教师相互的教学观摩

19.您认为当前幼小衔接的阻力主要来源哪里

（1）缺乏政策支持

（2）领导者缺乏衔接理念和意识

（3）衔接工作流于形式，敷衍了事

（4）小学的衔接意愿不强，衔接工作只是幼儿园单方面的事情

（5）教师的衔接意识和动机不足

（6）教师联合培训的机会少

（7）衔接课程的研发难度大、周期长

（8）教学时间紧、任务重、难以抽出时间投身工作

（9）双方教师进行教学观摩的难度大、不现实

此问卷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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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教师访谈提纲

1. 您觉得幼小衔接工作应该什么时候开始？

2. 您觉得幼小衔接的主要责任方有哪些？

3. 您愿意与小学（幼儿园）教师合作进行衔接工作，但会因其他原因而想

要放弃吗？为什么？

4. 您觉得环境衔接对孩子身心发展重要吗？关于环境衔接，你们做了哪些

努力？

5. 学校（幼儿园）为您提供的关于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多吗？培训内容主

要是什么？

6. 您平时和小学（幼儿园）教师一起参加关于幼小衔接培训的机会多吗？

7. 您认为双向衔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8. 对于双向衔接，您愿意做出哪些努力？

9. 您认为当前双向衔接的阻力主要来源于哪里？为什么？

10.关于幼小双向衔接，您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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