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91

 成        长  智慧启迪

幼儿园幼小衔接语言教学活动探索
福建省漳州高新区九湖中心幼儿园  黄燕艺

摘   要：语言能力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工作学习中，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
幼小衔接阶段，家长会产生焦虑的心理，常常要求教师教授拼音、识字等内容，殊不知这些教育活动与幼儿的身心
发展相违背。基于此，本文对幼儿园幼小衔接阶段的语言教学活动展开了分析，从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语言表达、
实际应用、领域教学、家园共育等多个角度出发，阐述了应注意的事项，并提出了几点教育策略，以供教师及家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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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教育工作，指的是幼儿园教育和小学

教育的双向衔接。在这一阶段，部分幼儿园或家庭

在教育中，经常出现“小学化”倾向的情况。幼小

衔接处于幼儿成长的关键期，身为家长及教师，应

正确看待这一现象，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与教育方

向，正确对待语言领域课程，给予幼儿积极的引导，

让其在游戏中养成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口语讲述

能力、语言组织能力，为未来的小学生活做好准备，

为顺利度过衔接期打下坚实的语言交流基础。

一、幼小衔接阶段语言领域教育注意事项

幼小衔接工作是幼儿园大班教育中的重点工作

内容，要求教师和家长正确看待此时的过渡期，帮

助幼儿树立积极、正确的学习态度，让其更好地适

应未来的小学生活。在当前的幼儿园教学中，部分

教师存在着“小学化”教育倾向，如带领幼儿学习

拼音、认字、写字等，以小学学习的模式进行教学

等，严重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对教学活动造

成了不良影响。

因此，在幼小衔接的教育工作中，教师要明确

自身的教育方向，避免“小学化”倾向，不得出现

写字、书写活动，不得开展拼音教学。要采用正确

的教育方式，提升幼儿对文字的敏感度，让其建立

正确的识字意识，鼓励幼儿大胆表达，培养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放

在首位，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关键期 [1]。

二、幼小衔接背景下语言教学活动的探究策略

（一）提高文字的敏感度，建立正确的识字意识

在幼小衔接背景下的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中，

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经常会与教

师沟通，要求园方开设拼音课、识字课等，让幼儿

以更快的速度适应未来小学生活。然而 3~6 岁儿童

身心发展迅速，身为家长或教师，应选择正确教育

方式，以培养幼儿识字意识为主，进行前书写能力

的培养，以提高其对文字的敏感度，养成正确的学

习习惯 [2]。

文字对幼儿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标记。

大班幼儿学习能力强，在面对知识时经常会询问教

师“这个叫什么？”“这是什么字？”等问题。面

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适当地引导幼儿。例如，在

语言课程中，教师询问幼儿：“小朋友，你们都知

道自己的姓名吧，但是你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以此问题快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我不会写

字！”“我可以用画画的方法画出来！”“我可以

画出自己的姓！”……教师根据幼儿的讨论，鼓励

幼儿的做法，并作出引导：“但是名字是我们的名片，

你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教师为幼儿准备各自名字的字卡，“这个

就是你们的名字，看看谁能最快速、最准确地‘画’

出自己的名字！”在竞赛的活动中鼓励幼儿进行符

号练习，让其对文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达成课程

教育的目的，增强幼儿对文字的敏感度。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将教授幼儿名字作为教育

契机，让他们初步对文字符号产生了解。随后，教

师引导幼儿展开学习，让其使用自己熟悉、擅长的

方式，将名字以“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增强幼儿

对文字的敏感度，丰富幼儿的意识及想法，构建高

质量的课程活动，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

（二）创设趣味语言游戏，玩中掌握知识技能

语言课程不仅要求幼儿能写字、识字，语言表

达，组织能力也是考查幼儿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开展相关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开展趣味语言游

戏，利用游戏的方法让幼儿说出自己的想法，通过

他们喜欢的形式，掌握多种语言表达技能，达到教

学目的，促使幼儿身心得到良好的发展 [3]。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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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讨论类课程中，在幼儿寒假刚刚结束回到幼

儿园上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开展“热闹春节”的主

题活动。在活动开始的时候，让幼儿对春节期间做

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进行交流、讨论。教师引出话

题：“老师在春节的时候贴对联、放鞭炮，做了好

多好吃的，你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引导幼儿展

开回忆，“我去爷爷家了，奶奶给我做了好多好吃

的！”“我在家过年，家里来了好多好多人！”“姑

姑和姑父过年来我家了！我和小妹妹玩得很开

心！”……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继续引导：“哪个

小朋友能说得更细致一些呢？你们都吃了哪些好吃

的？玩了哪些好玩的呢？”再次鼓励幼儿完整地回

答，“我去了爷爷奶奶家过年，奶奶给我做了我最

喜欢吃的肉丸子，爷爷还带我去买了好多我喜欢吃

的零食”“过年的时候姑姑、姑父、弟弟、妹妹都

来我家过年了，我们玩了新买的赛车和娃娃”等。

在争先恐后的回答中，幼儿逐渐完善了表达内容，

在讨论交流中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利用幼儿亲身经历的事件

为契机，让幼儿围绕着不久前的“春节”展开讨论，

鼓励他们有条理、清晰地讲述出自己的假期。在语言

讨论游戏中，幼儿争先恐后地讲述自己的快乐时光。

这种开放性强、趣味十足的活动，能更好地增强幼儿

语言意识，让其在游戏中掌握知识技能，形成良好

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未来的小学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三）鼓励幼儿大胆讲述，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有“看图讲述”课程活动，

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图片写出发生的故事。在幼小

衔接背景下，幼儿教师也可以创设“看图讲述”课程，

利用绘本故事的优势，鼓励幼儿大胆讲述图片中的

内容，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展示语言课程活

动的优势，促使幼儿能力得到稳定提升 [4]。以大班

绘本故事《我长大以后》为例，在故事最开始的时候，

教师对幼儿讲道：“小朋友们，绘本时间到啦！看

看我们今天阅读什么故事呢？”（教师出示绘本封

面图片）“请大家仔细观察，你在封面上看到了哪

些信息呢？”鼓励幼儿展开讨论，“有一个穿着白

色衣服的小孩！”“他脚下踩着东西！”“手里还

拿着一支铅笔！”……教师在幼儿讨论后作出总结：

“大家说封面中有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小朋友，他

的脸蛋红红的、头发长长的，手里拿着一支红色的

铅笔，高高地举过了头顶，脚下踩着一个奇怪的物品。

这个故事叫作《我长大以后》，猜一猜这个小朋友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再次引导幼儿展开讨论，“他

可能想做一名老师！”“他想做宇航员！”“他想

做科学家！”……教师顺应幼儿的回答讲道：“大

家说了很多理想，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朋友长

大后要做些什么呢？”随后教师和幼儿一起阅读故

事，在每一页故事中让幼儿说出观察到的画面内容、

有哪些元素、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幼儿自主阅读，

讲述故事，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结合大班幼儿的能力，针

对幼小衔接课程展开了教学，鼓励幼儿自主讲述故

事，让其通过观察发现图片中的元素，在讨论学习

中提升幼儿的语言组织、表达以及文本构建能力，

促使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未来的小学写作课程做

好充足的准备。

（四）创设社会实践活动，强化儿童语言意识

实践是检验幼儿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想要强化

幼儿的语言意识，让其更好地适应外界社会、适应

未来小学生活，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开展一些社会实

践活动，强化幼儿的语言意识，提高幼儿的语言应

用及表达能力，提升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学到

丰富的知识内容，进而全面发展。以语言实践活动

“世界图书日”为例，每年 4 月 23 日为世界图书

日，倡导大家读书、学习，感受文化的魅力。在这

一天，教师可以与园所附近的社区联系，利用公共

区域带领幼儿开展读书推荐活动。在活动开始前，

教师可以事先做好铺垫，如“小朋友们，过几天就

是世界图书日了。这一天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倡

导大家多读书、读好书。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最

喜欢哪本图书呢？为什么喜欢呢？”引导幼儿展开

回答，“我喜欢《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因为里

面的故事很精彩！”“我喜欢《爷爷一定有办法》，

因为爷爷很厉害，制作出很多东西！”“我喜欢

《我的名字克丽桑丝美美菊花》，因为小老鼠很漂

亮！”……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讲道：“你们说的

绘本都很有趣，看来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喜欢的图

书。在世界图书日那一天，我们要去附近的社区做

活动，向大家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让更多人喜欢读

书！”在后续好书推荐活动中，幼儿礼貌地走上前

对叔叔阿姨讲道：“您好！今天是世界图书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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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你介绍一本书，它叫……”在实践中强化幼儿

的语言意识，让其在社会实践中也能运用自己所学

习的技能。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利用“世界图书日”作为

媒介，在活动前让幼儿讲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在

实践活动中，让他们向他人介绍自己喜欢的图书，

促使幼儿在语言活动中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应用能

力，准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进而完成语言领域教

学目标。

（五）明确语言领域目标，构建良好学习氛围

幼儿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语言活动有很大的区

别。幼儿园主要培养幼儿的倾听与说话技能，而小

学语文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因此，在幼小衔接背景下，幼儿教师要做到“去小

学化”的意识，明确语言领域教学目标，为幼儿构

建良好的学习氛围，尊重其年龄发展与成长特征，

创设具有针对性的语言教学目标。以语言活动“荷

叶姐姐的伞”为例，这是一个散文诗歌教学活动，

教师在教学目标上可以创设一个“愿意说，在表达

中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

达对散文诗的喜爱；在教师引导下，乐于结合生活

经验想象荷叶姐姐伞下的动物体验，与同伴分享快

乐”的教学目标。在活动的开展中，教师在教学流

程中以“激发兴趣—欣赏诗歌—讨论总结”为主，

利用多媒体课件，从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教

学活动目标，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促使幼儿身心

得到良性发展，提高他们的语言交流能力。

在上述案例中，在教学目标、课程流程的设计

上，教师遵从了“去小学化”的特点，使用欣赏的

方式引导幼儿展开学习，符合其身心年龄发展规律，

促使幼儿在学习中感受到散文诗的意境美，将情感

态度放在首位，增强了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力、理解

力，使幼儿能体验到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提升了课

程教学的整体质量，对幼儿语言能力的提升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六）改善家长错误思想，保证家园教育一致

在幼小衔接的背景下，需要家长和园所保持一

致的教育方向，让幼儿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当

前的幼小衔接语言领域教学中，家长经常会有特殊

的要求，如“学拼音、写拼音、识字、写字”等活

动，产生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思

想。这些课程严重违背了幼儿成长发展规律，是一

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基于此，在幼小衔接的背景下，

教师要改变家长错误的想法，引导家长了解幼儿的

身心发展规律，落实科学的育儿教育观念，让语言

领域活动更有效地开展，保证家园双方教育的一致

性，给幼儿创造更好的学习空间，帮助其平稳地度

过衔接期。

在家园共育工作中，教师可以让家长走进课堂，

感受幼儿在园内的一日生活，让家长对语言活动有

一个初步的了解。还可组织“家长开放日”“共读

一本书”等活动，利用讲解、参观的方式，让家长

建立科学的价值观念。在改变家长思想时，教师可

以利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与《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进行深入讲解，借

助文件的精神，引导家长落实正确的教育观念，改

变错误的教学思想，进而保证家园教育的一致性。

此外，大班教师要针对幼小衔接工作定期开展家长

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家园教育保

持一致性，使双方理性看待幼儿升学过渡期，使用

科学的教育方式，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对幼小衔接背景下的语言教学

活动展开了分析，结合大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展开了

详细阐述。幼小衔接作为儿童成长的关键期，身为

家长及教师，要理性看待这一阶段，加强双方沟通，

保证家园教育的一致性，制订正确的学习目标，通

过实践、讲述、学习等活动，强化幼儿的语言意识，

帮助幼儿构建语言表达、前书写的架构，巩固其语

言基础，激发幼儿表达和交流欲望与兴趣，以更好

地适应小学生活，为未来的学习做好充足的准备。

本文为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立项课题“山区县推动幼小有效衔接的策略研

究”（课题编号：FJJKXQ21-014）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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