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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基础教育31年，我见证

了无数家庭在孩子幼升小阶段的

焦虑与迷茫，总有家长在拼音本、

算术题中疲于奔命，而孩子们却

在机械训练中逐渐丧失对小学生

活的期待。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驯

化，幼小衔接不是百米冲刺的“抢

跑”，而应是人生马拉松的“体能

储备”。那些真正适应良好的孩

子，往往不是知识储备最超前的，

而是具备稳定心理状态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学生。

走出“抢跑”误区
学习品质需要长期涵养

我曾追踪调查自己所带的几
届新生发展轨迹，发现超前学习
的学生在二年级时普遍出现“虚
假繁荣”现象。这些孩子因重复
学习已掌握的知识，逐渐养成注
意力涣散、思维惰性等不良习惯。

某届学生小宇入学前已掌握
三年级数学内容，但开学两个月
后便出现厌学情绪。观察发现，
他在课堂上始终处于“吃不饱”的
状态，逐渐形成随意插话、扰乱纪
律的行为模式。与其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零基础入学的女孩瞳瞳，
她凭借出色的倾听能力和持久专
注度，在三年级时完成学业逆
袭。这两个典型案例印证了教育
界的共识：知识可以速成，但学习
品质需要长期涵养。

超前教育更隐蔽的危害在于
摧毁孩子的认知内驱力。当新鲜
的知识体验变成枯燥的重复训
练，当探索的乐趣被标准答案禁
锢，这种早期透支将直接导致学
习动机的衰竭。教育心理学研究
显示，过早进行符号化训练的儿
童，其创造性思维得分普遍低于
游戏化学习的同龄人。

“情境预演”探索衔接新路径
“三不原则”化解入学焦虑

智慧的父母会通过“情境预
演”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生活的
合理认知。建议家长提前在暑期
开展“学长访谈”活动，比如邀请
身边的二年级学生用童趣语言讲
述课间游戏、社团活动等真实校
园生活。而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幼小协同“校园体验日”的做法，
就直接给即将幼升小的孩子们提
供了这样的体验机会：4月7日清
晨的常青实验小学校园里，一群
身着幼儿园园服的“准小学生”挺

直腰板，目光追随着冉冉升起的
国旗，和身着校服的少先队员们
一同参加升旗仪式。这是我校连
续15年开展的“幼升小校园体验
日”活动。通过让幼儿园大班孩
子深度参与小学升旗仪式，以“沉
浸式德育”探索幼小衔接新路径，
帮助他们实现从“旁观者”到“参
与者”的身份转变的“情境预演”，
为科学衔接提供鲜活样本。

指导刚入学的新生家长时，
我给了他们“三不原则”：不包办
代替、不过度共情、不灾难化评
价。当孩子哭诉“同桌不和我玩”
时，聪明的家长会引导：“你觉得
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妈
妈当你的军师吗？”这种赋能式对
话，远比直接找老师调解更有教
育价值。

小学的集体生活需要遵守基
本规范，建议家长玩“红绿灯情景
模拟”游戏和制作“家庭规则树”
海报（树干写“家庭规则树”，一片
片小树叶写规则，树叶贴每日达
成的规则贴纸），这种可视化呈现
帮助“他律”到“自律”的实现。

培养四个受益终身学习品质
用“小习惯”铺就“大基础”

习惯的养成远比知识的堆砌

更重要，上一年级之前，我们可以
来培养孩子专注力、时间管理、任
务意识、表达能力这四个受益终
身的学习品质。

专注力是比智商更重要的学
习资本。家长要警惕三大致命干
扰：频繁打断（如孩子在玩积木时
喂水果）、过度刺激（不断更换玩
具）、娱乐依赖（用电子产品安抚
情绪）。建议每天设置30分钟

“专注力保护时段”，其间全家进
入“静音模式”，可通过拼图、串珠
等游戏培养持续性注意。

6岁儿童对“过去—现在—
未来”的认知很模糊，需要通过

“时空锚点具象化”建立感知，如
“短针走到6吃晚饭”。还可以用
“四象限任务卡”培养优先级意
识。用不同色块分类任务：红色，
紧急重要（今天必须完成的）；黄
色，重要不紧急（每天阅读20分
钟）；蓝色，紧急不重要（帮妈妈拿
快递）；绿色，不紧急不重要（看动
画片）。每天睡前排序3件事，逐
步渗透“要事第一”思维。

我观察到，能独立记作业、整
理书包的孩子，往往具备更强的
学习自主性。要特别注意避免

“监工式”陪伴，当孩子忘记带水
彩笔时，适度的“自然结果法”（承
担借用他人物品的不便）比事无

巨细地提醒更有效。

退后三步充当“安全网”
从“全能保姆”到“成长教练”

智慧父母懂得从“全能保姆”
转型为“成长教练”。在孩子写作
业时，不要像监考老师般紧盯，而
应退后三步充当“安全网”；当孩
子抱怨老师时，不做情绪附和的

“同盟军”，而要成为理性分析的
“翻译官”。记住，家长的焦虑就
像二手烟，终将被孩子吸入肺腑。

幼小衔接不是家庭或学校的
独角戏，而是一场以儿童为中心
的双向奔赴。在武汉市常青实验
小学的实践中，我们构建了“家庭
播种习惯、学校搭建支架、社会提
供土壤”的协同生态：家长通过

“生活教育”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
能力（如整理书包、规划作息），学
校设计“游戏化课程”衔接认知发
展（如用超市采购学数学），社区
则开放场馆资源打造“社会课堂”
（如农场种植、社区岗位体验等）。

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有与生
俱来的成长节律。幼小衔接的本
质，不是拔苗助长地催熟，而是用
爱和智慧搭建过渡的阶梯。当家
长放下“不要输在起跑线”的执
念，转而关注孩子的心灵力量与
学习品质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
那些看似“无用”的陪伴、游戏和
对话，正在悄然构筑孩子终身发
展的精神底版。让我们携手种下
希望的种子，静待每一株幼苗找
到属于自己的生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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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姜佩伶，武汉市常青
实验小学“班主任名师工
作室”室长，武汉市十佳提
名班主任、市百优班主任，
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活动
辅导员”“湖北省优秀团
员”，获评市教育工委授予
的时代先锋之“奉献先锋”
称号。主持的“班主任名
师工作室”参与国家重点
课题研究并被评为武汉市
优秀课题一等奖，个人课
题《小学班级管理中如何
调动家长参与的策略研
究》获得武汉市优秀课题
荣誉。

幼小衔接用小习惯铺就大基础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姜佩伶

姜佩伶与常青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