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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科学、规范开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家庭、小学、幼儿园等多个主体的有效联动与配

合。在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的主导性尚未凸显、社区的积极性有待提升、家

庭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幼小联动机制没有形成等困境。为保障联动机制的顺利建构，应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

门的引领责任、利用社区资源为科学幼小衔接服务、调动家长参与幼小衔接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幼小协同发

力以保证衔接的双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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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是指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所采用的固定的活动模式以及为了保障这些活动模式能够正常运行

所运用的保障和调控手段，也就是说“机制”带有“制度”的某些特点，“机制”一旦形成就会对建立

机制的主体有客观上的制约作用［1］。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是指幼儿园、小学、家庭、政府、社区

等多方主体在开展幼小衔接工作时所采用的固定的联合活动模式以及为了保障这些联合活动模式能够正

常运行所运用的保障和调控手段。课题组先后走访了二十所幼儿园和小学，调研发现，目前构建幼小衔

接多主体联动机制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的主导性尚未凸显、社区的积极性有待提升、家庭的

参与度明显不够、幼小联动机制没有形成等。因此，结合实际，本文着重从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建

构的意义、困境及策略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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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建构的意义

1.1  响应国家政策，减缓幼小衔接坡度

2021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幼小衔接

工作要坚持系统推进，坚持整合多方教育资源，行政、教科研、幼儿园和小学统筹联动，家园校共育，

形成合力［2］。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统筹做好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

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

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3］。但长期以来，在幼小衔接的工作过程中，

往往存在幼儿园单方面向小学靠拢的情况，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沟通较少，导致幼儿园与小学教育资源

分化，幼儿园与小学教师队伍差异大，常常出现因衔接坡度过大而引起的“小学化”倾向。因此，构建

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有利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推动幼儿园与小学、家庭、社会和政府等多方的沟通与合作，促进资源一体化，减缓幼小衔接的坡度，

推动幼儿园与小学科学有效的衔接。

1.2  充分利用资源，构建良好衔接生态

幼小衔接的本质是一种生态学现象，儿童需要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完成从学前机构到小学的过渡任

务。布拉斯托姆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学习是一个儿童与家庭、教育机构、社区等各种环境之间相

互作用的结果。”［4］幼儿的幼小衔接是家庭、教育机构和社区等复杂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

使衔接能够更加的科学有效，需要动员多方力量的联动。因此，构建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能够有效

保证多方衔接主体的沟通与交流，共同关注幼小衔接问题。首先，能够加强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沟通与

交流，打破长期以来幼小衔接工作的单向衔接现象，有效扭转小学化倾向；其次，有利于引导教师和家

长树立正确的衔接观念，实施科学有效的衔接方法；再者，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牵引和主导地位，推动

地方政府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组织、引领和监管好幼小衔接工作；最后，能够调动社区对幼小衔接工作

的参与积极性，发挥社区重要人员在幼小衔接工作中的特殊作用，有效利用社区资源，推动幼小衔接的

顺利进行。总之，构建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有利于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共同推进幼小衔接制度化、

系统化和常态化，建立良好的衔接生态。

1.3  科学幼小衔接，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

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科学有效的衔接不仅能够为小学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更能提升学前教育

的质量，保证学前教育质量的延续性。OECD 出版的调查报告《强势开端Ⅴ：幼小衔接》阐述了高

质量的幼小衔接能够增强早期教育对小学乃至后续学段的积极而持续的影响［5］。构建幼小衔接多主

体联动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幼小衔接机制制度化、系统化和常态化，推动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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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保障衔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确保学前教育在教育质量中获得延续，并促进学

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  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建构的困境

2.1  政府的主导性尚未凸显

在幼小衔接的工作中，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的有效参与将推动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中

央政府参与的重要方式是通过立法保障幼小衔接的地位，地方政府则根据中央政府所下达的文件和政策

要求进行落实。然而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部分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了解程度不够，

缺乏专业的指导，导致对幼小衔接工作的定位和实施尚不清晰，将工作全盘转移到幼儿园和小学两个主

体上，政府的牵头作用尚未凸显。第二，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尚未形成，政府对联动

没有具体要求，没有专人指导，更没有评价措施，缺乏对联动工作的约束和支持。第三，政府在联动工

作中缺乏针对幼小衔接工作的专职人员，导致各个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联动活动缺乏系统性和整体规

划，联动活动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政府对于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的建构缺乏统筹协调、协

同一致，政府主导性尚未凸显。

2.2  社区的积极性有待提升

研究表明，小学、幼儿园、教师、家庭以及社区这五大因素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其中家长和社

区是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的重要因素［6］。但目前在幼小衔接的工作过程中，社区的参与度明显较低。第一，

社区本身的教育意识淡薄。一方面，社区工作者未意识到自身具有教育的权利和责任，尚未将教育工作

纳入自己的职权范围，对幼小衔接联动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度不够；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幼小衔接工作

的理解片面，参与幼小衔接活动的程度也较低。第二，教师的整合意识匮乏，对社区资源的利用不足，

与社区的合作有限，较少将社区中的心理学家、特殊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专业资源引入学校，参

与幼小衔接工作。最后，社区参与幼小衔接工作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幼儿园或小学的教育活动得不到

社区的有效参与和支持。总之，社区参与幼小衔接联动的工作的积极性整体有待提高。

2.3  家庭的参与度明显不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家长作为幼

儿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在幼儿顺利过渡到小学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部分家长并没有意识

到家庭在幼小衔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对幼小衔接工作的普遍参与度较低。一方面，家长的衔接意识

淡薄，未意识到衔接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衔接工作只是学校或教师的责任，没有意识到家庭在幼儿教

育衔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家长参与幼小衔接工作的方式单一，大部分家长对幼儿衔接的参与方

式也仅限于阅读老师在群里发布的一些文章，途径单一，效果不佳。最后，家长对幼小衔接的认知存

在误区，片面地认为幼小衔接只涉及学习知识的衔接，而对幼儿的规则意识、能力培养和情感激发等

方面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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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幼小联动机制没有形成

要保证幼小衔接工作科学有效，就必须加强幼小联动的双向互动，但目前更多的是幼儿园单方面向

小学靠拢，小学的联动和衔接意识相对较弱，态度被动，导致幼儿园与小学的联动不够系统且不太频繁。

在资源共享方面，二者双方并未有效利用各自的教育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商合作的关系；在教师专

业发展方面，教师职前培训缺乏对两个专业领域的了解，在职时缺乏“同培训”“同研究”的机会，各

自在自己的小范围内闭门造车，联合教研机制未形成，教师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沟通与交流；在教育教学

方面，幼小衔接的课程体系尚未实现系统化和一体化，幼小衔接的教学连续性受到挑战；在园校互通方面，

双方的联动缺乏持续性、系统性和双向性，幼儿园与小学的联动缺乏专人指导和专门的平台，联动工作

的制度化、常态化有一定难度。因此，系统的幼小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幼小教育的合力也未能实现。

3  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建构的策略

3.1  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引领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序参与能够推动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的有效建构。因此，第一，应充分发挥

教育行政部门的牵头作用，加强上级领导对学前教育的了解，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

机制建构的重视程度，科学合理地对幼小衔接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指导；第二，应建立并完善监督和评

价机制，推动联合工作的系统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同时，还应建立联动工作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促进幼小衔接联动工作的持久性。第三，应设立专人、专干对幼小衔接工作进行专门指导与对接，系统

制定和整体规划联动活动，保障联动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幼小衔接工作的针对性。总之，应充分发

挥教育行政部门的引领责任，统筹协调、合理规划幼小衔接工作，并计划、组织、引领、监管联动工作

的进行。

3.2  利用社区资源为科学幼小衔接服务

在幼小衔接方面，《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均提出

了明确要求，即幼儿园应充分整合各种资源，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条件，做好衔接过渡工作［7］。而社区

资源在推动科学幼小衔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幼儿园和小学教师首先应树立整合意识，加强对社

区资源的利用意识，将社区资源视为重要的教育力量；其次，可利用社区平台、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

宣传科学的幼小衔接教育理念与专业知识，加强社区居民对科学幼小衔接的理解，提升居民对幼小衔接

的正确认识；再者，学校和幼儿园可定期在社区举办亲子活动或育儿讲座，解决居民的育儿困惑，调动

社区居民参与幼小衔接工作的积极性；最后，可搭建幼小衔接和社区的合作平台，有效利用心理学家、

特殊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专业社区资源，促进幼小衔接的科学实施。

3.3  调动家长参与幼小衔接活动的积极性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幼儿园、小学、家庭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关于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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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幼小衔接要整合多方教育资源，行政、教科研、幼儿园

和小学统筹联动，家园校共育，形成合力。在幼小衔接中实行家园合作共育，能有效地形成教育合力，

对幼儿顺利衔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幼小衔接的工作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家长参与幼小衔接活

动的积极性，促进教育合力的形成。首先，采取丰富多样的手段和措施，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幼小衔接

观念。例如，可以通过开展专家培训的专题讲座，帮助家长正确理解幼小衔接的价值；其次，采取多种

途径为家长提供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的具体方法指导。例如，定期召开班级家长经验交流会，让优秀

家长分享衔接经验，让更多的家庭有所启发，帮助幼儿顺利过渡到小学的学习生活；最后，应鼓励家长

持之以恒地陪伴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品质。例如，可以通过线上学习打卡、阅读打卡等多种

形式鼓励家长参与幼小衔接工作。

3.4  促进幼小协同发力保证衔接的双向性

幼儿园与小学倘若无法同时发力，共同合作，便很容易造成衔接“断层”，幼小衔接工作难以推进［8］。

因此应充分保障幼小衔接的双向性，在资源共享方面，幼儿园和小学双方可进行资源共享，有效利用双

方教育资源。例如，可以通过幼儿的成长档案袋，双方教师根据幼儿的发展情况对幼儿的身心发展状况

进行研讨，以此对幼小衔接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在教师合作方面，由于很多幼小教师因沟通不当，造

成双方教师对彼此领域的教育活动难以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因此，应构建师资培养和培训一体化体系，

实现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职前培育的一体化，确立在职“同培训”“同研究”的培训机制，保障联合

教研能够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加强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幼儿教师和小

学教师开展幼小衔接教育的能力。在教育教学方面，要构建幼小衔接课程体系，保障幼儿园和小学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序衔接。根据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做到幼儿园课程与小学课程设计的紧密性，幼

儿园与小学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也应在尊重幼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有序衔接的教学方式，避免因课

程设计与教学方式的差异过大而导致儿童衔接“坡度”过大。在环境设计方面，小学低龄段的学习环境

应考虑与幼儿园的环境进行融通。例如，可以在小学低龄段幼儿的班级里进行适当的环创与装饰，为幼

儿营造学习氛围。

总之，构建幼小衔接多主体联动机制，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与合作，需要全面整合幼儿园、小学、

家长、社区以及政府部门等多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从而形成一套特有的衔接模式，使幼小衔接活动

成为一项科学的、可持续的和常态化的活动，促进幼小衔接的科学化，保障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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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Dilemma and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a 
Multi-subject Linkage Mechanism for Early 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School Linkage

Shan Jinting Zhouling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Abstract: The smooth,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hildhood-primary interface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effective linkag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 family, 
elementary school and kindergarte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multi-body linkage mechanism, 
there are still dilemmas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dominance has not yet been highlighted, the 
community’s enthusiasm needs to be enhanced, the family’s participation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and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early 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school has not been form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the linkage mechanism,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use community resources to serve the scientific EYFS, mobilize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EYFS activities, an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EYFS to ensure the two-way nature 
of the linkage.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primary articulation; Multi-subjects; Linkage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