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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儿子的随堂作文，老师连

续评了几个“优”，他信心大增。

“妈妈，我俩来一次作文比赛，如

何？”一个周日下午，他突发奇想，向

我发起了挑战。儿子的意思，是我俩

都以他爸爸为写作对象，题目自拟，

体裁自选，写作时间为一个小时。字

数嘛，我是大人，不少于1000字；他还

小，不少于500字。“爸爸担任监考员

和评委，好不好？”孩子他爸自然应

允。

儿子让爸爸端端正正地坐在我

们面前，“我们老师说，要先观察，再

动笔。”我不以为然，从认识到结婚，

快20年了，还用细看吗？何况我还要

写1000字呢。儿子仔细端详后，又请

他爸爸左转转，右看看。“可以了。”说

完，他便紧挨着我，一字一句地写起

来。我们的写作对象兼监考员呢，见

我俩在纸上忙碌，闲得无聊，就拖地

去了。

“离交卷时间还有10分钟。”拖完

地后，又在忙着抹灰的监考员，清了

清嗓子，很严肃地提醒。“马上。”儿子

一边回应，一边瞅瞅我的作文。“妈

妈，你的字数恐怕已经超了，都写满

两页纸了。”“按格子计算，才800多一

点呢。”而且，我越写越觉得，自己完

全沦陷在记流水账里了。眼看时间

不多，想纠偏已经来不及，心里着急，

思路越发不流畅。“时间到。”交卷

啦！儿子欢呼着，把作文递给了监考

员。而我，虽已匆匆结尾，但总觉得

词未达意，也只好交卷，不过心里却

是怏怏地。

先评儿子的作文。“我的爸爸今

年41岁，他长得很高大，爱穿一件蓝

灰色格子衬衣。乌黑的寸发，酷酷

地伏在额前 （我和他的头发，都是

很帅的V型哟）。他脸上的胡子，看

起来很短，但扎起人来，却是很厉

害的武器。他平时很严肃，特别是

我做错了事的时候，那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就像要喷火一样，这时

候，他要是盯着你，你会像被无数

的鞭子抽打一般……”这是儿子作

文的开头。

“只见爸爸右手食指和中指夹起

烟，嘬起嘴唇，深吸一口气，咝——噗

——一柱烟雾从他的嘴巴里喷涌而

出，那样子极像传说中的怪兽。一种

难以言说的臭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直奔我的鼻子，晕车的感觉扑

面而来……”读到此处，孩子他爸自

己都忍不住点头。作文的后面，除了

他爸爸吸烟的动作、神态，还有我俩

对他吸烟的态度等。

“My husband 是个俊朗的中年

人。他身高1米73，五官清秀，双目炯

炯，高挺的鼻翼两侧，卧着几粒雀

斑。平时话语不多，特别喜爱锻炼，

手臂上的肱二头肌，常常是他炫耀的

资本：看——这是力的象征！”这是我

写的开头。文章的后面部分，我也着

重写了他那不为我们所喜的嗜好

——吸烟。不过，我主要围绕烟味的

难闻、因他吸烟而发生的争吵事件

等，叙事为主，兼有牢骚和怨言若干。

读完之后，我们举手表决。儿

子得了三票。我们一致认为，他把

人物的动作和神态写得生动且逼

真。而我，只得了两票，我没有投

自己票。理由是：在规定的时间

内，字数没有达标。还有，确实没

有儿子写得生动。虽然孩子他爸一

再强调，“其实你俩都写得不错。”

儿子也说，“妈妈用英语开头，很有

意思。”但我觉得与11岁儿子的作文

相比，我应该认输。

最后，孩子他爸总结道：不管怎

么说，你俩都写得好，反正我写不到

这么好。所以，我想给予你们奖励。

奖励什么？

请你俩吃美食呗！

果果在接到老师通知开展联欢会

的时候，当天回来就告诉我，他要参加

节目表演。他参加了三个节目，一个

全班合唱、一个小品、一个相声《侠客

行，行不行》，他和好朋友赵海洋一起

表演。随后听到他嘟囔了几句：“小品

和合唱都还简单，就是相声的台词真

多，足足十页啊！”我很开心，他这么积

极参加课外活动，但见他似乎不太情

愿，我故意说：“时间这么紧张，都快期

末考试了，台词又多，干脆不演了吧，

给老师说说换其他同学演吧。”果果立

马蹦跳起来，不甘示弱地抢过话：

“不！我就要演！而且我还要演得更

好！”这正是我预料的，却故作安慰地

说：“快去做作业吧，做完作业我陪你

练练。”果果笑嘻嘻地拱手示意道：“妈

妈，等的就是您这一句，一定要陪我练

哈！”然后开心地跑向了房间，我也开

心地笑了。

当天晚上，做完作业后，我们一起

练习。我先拿过那打印出来的十页台

词表看了一遍大概内容，然后了解了

一些基本情况。他告诉了我，赵海洋

跟他是关系很好的同学，学习上一起

进步，课余时间一起打篮球，相互比较

熟悉，很有默契，这个相声《侠客行，行

不行》表达的内容也很适合他们俩表

演。接下来，我们一起百度，学习相声

演员需要具备的基本功——“说、学、

逗、唱”。虽然我们只是业余的，但至

少还是要像样嘛。之后，我们一起做

了简单的安排，距离节目表演还有一

个多星期的时间，在学校，他和赵海洋

利用课余时间一起练习，晚上回来再

花五到十分钟时间整理、分析，加强印

象。我提醒他，一定要熟练台词，还要

注意语气、语调及表情。最重要的还

是要学会临场发挥，并和搭档好好配

合。

距离表演还有三天，果果要求我

跟他一起试演一遍。我拿着稿子，他

是脱稿的，外婆、爸爸、妹妹当观众。

总体演得还是不错，逗乐了家人。演

出前一天晚上，果果跑到我的房间，小

声地问我：“妈妈，我有点担心明天演

不好，同学会笑我。”我轻轻地拉着他

的手说：“不用紧张，放轻松，你那么聪

明，平时也练习得那么好，妈妈和姚老

师都相信你会演得很棒的！”我给他讲

了一个“外星球的回应”的寓言故事。

主要让他要学会自信，心里自我暗示：

“我能行的！我一定会演得很好的！”

外星球有个声音就会回应他：“我能行

的！我一定会演得很好的！”

节目演出后，得到了老师、同学们

的一致好评。我把老师发到群里的联

欢会的视频、照片，下载保存到我的手

机里，空闲的时间，我就拿出来反复地

看，也发给外地出差的孩子爸爸看。

每一次看，我们都会被逗乐，孩子在台

上的幽默风趣、自信可爱，平时，我们

都没怎么关注到。每一次看，我都会

幸福地笑。孩子慢慢长大了，积极主

动地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

学校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经过这次节目表演，孩子也深刻

地明白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台上表现是精彩的，台下的练习

是枯燥的。作为家长，我非常支持孩

子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

不仅可以更好地融入学校、班级大家

庭，与老师、同学更愉悦地相处，还

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锻炼孩子的

组织，协作能力，丰富课外生活，做

一个新时代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全

面发展的小学生。

幼小衔接是解决不适应

吗？要解决的是正常的不适应

还是不正常的不适应？衔接解

决的只是不适应吗？张友红抛

出3个问题，而要回答这3个问

题，就得厘清幼小衔接的关键

问题。张友红认为，幼儿园和

小学一直在强调幼小衔接，但

是目前的衔接，还时常流于表

面，幼儿园和小学之间还缺乏

深度联动，衔接的关键问题尚

未精准聚焦。

“我觉得小学应该主动一

些，应该把幼小衔接作为小学

办学的一个关键环节来抓。因

为准确把握好儿童来路，才能

更好地找到儿童去路，引导儿

童成长的出路。”张友红说。

幼小衔接要坚持儿童为

本，关注儿童发展的连续性、整

体性、可持续性，小学一年级开

展必要的入学适应教育是必须

的，一年级开设身心适应、生活

适应、社会适应、学习适应等课

程，能帮助幼儿顺利过渡到新

的学习、生活中。张友红发现，

有一些一年级孩子，每天带水

到学校喝，可带来的水是多少，

一上午的课程结束后，杯子里

的水还是多少，没有老师提醒，

他们便会忘记喝水这件事，这

就需要生活适应课程的介入。

适应是衔接的必须，但衔

接不仅仅是解决适应的问题。

张友红说，“拔节总有新生的欢

喜，也有不适应的阵痛。从幼

儿园游戏化学习为主过渡到小

学对综合学习的要求，从保育

式的学习过渡到自主性的学

习，面对新的要求、新的环境、

新的老师和同学，孩子不适应

是正常的，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到了某个节点，孩子自然就会

适应，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

只需要给孩子提供必要的保障

或指导就行。”

张友红也提醒家长，正常

的不适应无需焦虑，但不正常

的不适应就要引起重视了。孩

子不正常的不适应很大程度上

是成人带来的，包括幼儿园、小

学老师，也包括家长。比如，为

了让孩子不输在起线上，于是

大量地让孩子提前学习，以至

于孩子失去了学习兴趣，进入

小学后没有太大的学习愿望。

这样的不适应才是我们需要去

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幼小衔接的最终目标是解

决儿童终身成长的问题，未来，

孩子们还会面临小初衔接、初

高衔接，幼小衔接只是第一步

而已。“走好第一步更要走好每

一步。从长远的眼光来审视，

家长更能从容淡定地看待阶段

性问题，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

关键节点做到不急不躁。”张友

红说。

两个人的作文赛
■ 詹梅

台上台下
■ 王艳

临近毕业季，幼小衔接又成为了家长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这个
转折不是让儿童进入天壤之别的生活，而是他们童年生活的一
种自然延伸。

幼小衔接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幼儿园、小学和家长如
何树立科学的衔接观，帮助孩子平稳度过这个关键时期，更好
地适应小学生活？日前，在四川省教育学会2022—2023学术年
会上，北京市大兴七幼春田园执行园长刘洪波、成都市石笋街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友红、宜宾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孔
繁荫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做法。

幼小衔接幼小衔接
一场一场““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的旅程的旅程

■ 本报记者 周睿

当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不

仅面临着学习样态的转变，更是他

们对自我、对生活、对社会认识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孩子

需要在身心情感、行为习惯、社会

适应、学习能力等方面获得全面的

发展。在北京市大兴七幼春田园

执行园长刘洪波看来，无论是身心

情感、行为习惯还是社会适应、学

习能力，其中都蕴含着品德的内

容，良好的品德素养是帮助孩子走

向小学的重要条件之一。

良好品德养成，应该潜移默化

地贯穿于幼儿的一日生活和各项活

动中，为幼儿创设温暖、关爱、平等

的集体生活氛围，建立积极和谐的

同伴关系；帮助幼儿学会生活，养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让幼儿

生成爱父母长辈、爱同伴、爱集体、

爱家乡、爱党爱国的情感。

刘洪波以大兴七幼的晨间活

动为例，介绍了如何在品德养成中

促进幼小衔接。晨间活动是幼儿

入园后的第一个活动，能为幼儿即

将到来的一日游戏、生活和学习做

好准备。为了解决晨间入园时间

长、突发事件多、活动形式单一的现

状，大兴七幼将晨间活动聚焦到入

园签到、自我服务和晨读等形式

上。比如，晨间签到，让幼儿尝试书

写简单的数字和符号，尝试书写自

己的名字，将名字填入相应的日期

栏，自主记录到园时间，从而引导幼

儿学会观察日期、星期，增强时间认

识和计划能力。而这些能力，是成

为一名合格小学生的必备能力。

从幼儿到成为小学生，是孩子

从他律走向自律的一个转折，因

此，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也很

重要。刘洪波说，家长要减少代

替，让孩子成为自己生活的负责

人，比如让孩子从整理自己的书包

开始，学会对自己负责，去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家长还可以抓住

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现象，和孩子展

开辨证讨论。矛盾现象是培养品

德的关键时机，比如针对“想不想

上小学”的问题，家长可以组织几

个孩子一起模拟一次辩论赛，了解

孩子对小学的看法和态度，在辩论

过程中孩子也能学会调节自我情

绪，听取同伴的想法，今后遇到问

题也能更加主动思考。此外，家长

还要学会计划，帮助孩子合理地安

排自己的时间，这样，孩子才能在

进入小学后，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

生活时间，适应小学生活的变化。

品德启蒙不仅是为了让幼儿顺

利度过幼小衔接的关键期，更是唤

醒和培育幼儿心中的真善美，为幼

儿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幼小衔接

一定是指向终身的习惯培养，包括

时间观念、生活习惯，还包括人际交

往、基本礼仪等。”成都市石笋街小

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友红说，拥有

良好的习惯，成长才有规范。

作为省级幼小衔接试验区，宜

宾市借助课题研究，从幼儿园的环

境创设、课程建设、游戏活动等入

手，科学开展幼小衔接，全方位地为

幼儿做好入学准备。

“我们通过园校联合教研、主题

研讨等形成幼小联系机制，加强幼

儿园与小学双方教师在活动开展、

课程建构、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交流，

推动幼儿园与小学学段互通、内容

互融。”宜宾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

员孔繁荫介绍，各试点园还结合本

园实际探索了游戏活动和有效衔接

相互融合，创设游戏环境，优化游戏

课程，丰富一日生活，将入学准备渗

透到保教工作的全过程。

小学，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陌

生又充满向往的地方，在每个孩子

心中，小学可能有着不同的模样。

宜宾市虹桥幼儿园打造了“我拍了

拍小学”课程，让幼儿在探秘小学生

活的过程中，对小学生活充满期

待。去年，该课程入选“教育部优秀

幼小衔接案例”，成为全国6个入选

案例之一。

孩子们的小学初印象是什么？

上小学孩子们有哪些担忧？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讨论，孩子们对小学生

活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对小学的

“课间十分钟”特别感兴趣，“我拍了

拍小学——课间十分钟”课程由此

诞生，一场探秘之旅也由此展开。

孩子们对“课间十分钟”进行了

大胆猜测，有的说，课间是小朋友的

休息时间，一直上课会很累；有的

说，课间就是让小朋友出去玩；还有

的说，上完课需要运动一下，不然眼

睛会痛。……大胆猜测之后，孩子

们用沙漏、计时器等工具，感受了十

分钟到底是多长时间。有了初步的

时间观念，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课间

十分钟”可以做什么，于是，孩子们展

开了小组讨论和亲子大调查，迫不及

待地制订好自己的课间计划。“我的

‘课间十分钟’要上厕所、喝水、玩玩

具、跳绳”“我的‘课间十分钟’要整理

学到的内容、打篮球、打乒乓球。”……

孩子们制订的计划可以实现吗？要知

道答案，当然得体验一把。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三五成

群，开始体验“课间十分钟”，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体验结束后，孩子

们第一时间和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感

受。“我打了篮球，还跳了绳，感觉好

累。”“我把活动安排太多，都没时间

上厕所了。”……分享之后，孩子们

对自己的课间计划进行了反思，最

后他们得出结论：“课间十分钟”最

重要的是要上厕所、喝水，然后是准

备好学习用品，剩下的时间再去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幼儿园是以游戏化学习为主，

但走向未来的一定是基于思维的持

续学习。在孔繁荫看来，幼儿园和

小学开展联动教研，设置衔接课程，

让幼儿走进小学课堂，和小学生一

起学习、一起玩耍，自己去感受和比

较小学与幼儿园的不同，自己去探

索小学生活的奥秘，这样的体验和

探究，加深了孩子们对小学的认识，

为他们适应幼儿园与小学的变化做

好了充分准备。

幼小衔接幼小衔接，，从养成良好品德开始从养成良好品德开始 精心呵护精心呵护，，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入学准备入学准备，，衔接课程来助力衔接课程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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