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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幼小衔接之“前书写”准备攻略
李杜娟

（渭南市临渭区苏园丰景幼儿园，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幼小衔接是保障幼儿园和小学两个教育阶段平稳渡过的教育过程，也是儿童成长的一个重大转折。培养幼儿的书写能力，是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渗透在幼儿教育全过程中。前书写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书写活动，是通过感知、涂画、涂写、模

拟运用文字或符号等形式，用图形和文字向周围的人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及构建前书写经验的游戏和学习活动。它可以是幼儿自发产生、

自主进行的游戏活动，也可以是在成人的引导下进行的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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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翻山越岭，不是跳跃大沟深壑，它们不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和过渡。《幼

儿园入学准备指导要点》主要从幼儿的身心、生活、社会、学习

四个方面的进行衔接准备。学习能力是幼儿顺利进入小学学习中

的核心目标，前书写是做好学习准备的关键经验。要做好前书写，

必须从前书写核心经验着手。所谓核心经验是指那些对幼儿当下

和未来发展产生关键作用的经验，具有节点链接的作用。学前儿

童前书写核心经验对幼儿当下认知、生活经验、手部动作发展都

有积极作用，对其未来小学认字、书写更有奠基性作用，由此前

书写是科学幼小衔接的重要内容。幼儿园教师要做好前书写活动

和教育，必须对前书写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一些实践地方法。

一、对前书写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儿童有一百种语言”，在书写过程中每一个幼

儿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会利用“同音”“形似”等特点进行

书写。《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

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

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指南》中也指出，“幼儿需具有

书面表达的愿望和初步技能。”当我们理解“前书写”的时候最

重要的是要理解“前”，这里的“前”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时间上的“前”。时间上的前是指幼儿在接受正式的

书写教育之前。正式的书写教育是按照《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小学学生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低段的时候，能够写常见的 800 个字，

写话基本正确。在幼儿阶段的时候，不同于小学阶段，幼儿教师

不会去要求幼儿必须写多少字、必须怎么写字，也不会要求幼儿

写这些字时一定要会写这些笔画，一定要按照这种笔画的顺序来

写。

第二，内容上的 “前”。幼儿前书写的内容主要是自己想要

表达的内容，就写的是自己的经验、经历、想法、想象、故事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幼儿园让孩子进行一些描红、抄写这样的活

动，它不属于前书写。如果在幼儿阶段要求幼儿去描红，要求幼

儿把一个字写很多遍，这个不叫前书写，而称之为抄写。

第三，“前”在形式上。在书写所使用的形式，或者所使用

的符号上面体现的“前”。幼儿书写不等同“写字”，文字只是

儿童书写的符号的一种。幼儿会使用多种符号来表达、交流和传

递信息。比如，他们会使用符号化的箭头，一幅图画来表示，一

个人表示我，会使用一个线条来表示一朵云，他也可能会把他自

己认识的字写下来，或者使用文字和多种符号结合起来自己想要

表达的内容。由此可见，幼儿的前书写是要求会使用多种的形式

来表达。

第四，“前”在情境上。儿童的前书写，是在有意义的和生

活化的基础上进行书写。他可以蕴藏在节日中、游戏中、情境中、

生活中。比如，制作一张新年贺卡，这时可以带领小朋友了解有

关“福”在新年贺卡上的意义，想在哪个地方贴福，这个时候写

福字就是在新年贺卡的情境中。又如，给孩子讲述标志这个主题

时，可以带领孩子一起走到马路边、走进商场里、电影院、图书

馆等地方去寻找标志，并且记录下来。在幼儿园中也有警示标识，

哪些地方应该有，却没有标识，可引导幼儿动手设计，不需要的

进行删减。去旅游，做一个旅游的准备的计划。去购物，要写购

物清单，这些都是孩子有意义而生活化的情境。所以，幼儿的前

书写一定是与幼儿的真实的生活情境息息相关的。

第五，“前”在目的上。前书写的目的是让儿童能够体验到

一种把所思、所想表达的内容，用文字、图画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不是为了让写足够多的字，也不是为了让幼儿写得十分正确。如：

写贺卡是因为表达我们的祝福，写信时因为很想念一个人，或者

说不方便跟他说，所以才需要用书写的方式来表达。

第六， “前”在作用上。前书写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活

动。要通过开展这种活动更好地去激发、保护、维持幼儿书写的

主动性和愿望。也就是让幼儿在写的过程当中更想写、更愿意写，

表达的更有意义，而不是在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要求去写的多少，

写的好不好。

二、怎样做好前书写

幼儿教师应以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等方式，将前

书写蕴藏在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方方面面，让孩子在生活中、情境

中潜移默化地做好书写准备。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创设情境激发写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

要让幼儿在写写画画的过程中体验文字符号的功能，培养书写兴

趣。《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要点》指出：要保护幼儿的前书写兴趣。

可见前书写的兴趣培养对幼儿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兴趣

是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追求参与某项活动，

并且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孩子对某件事情感兴趣，他的

主动性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即使是十分疲倦和辛劳，也总是兴致

勃勃，心情愉快。比如对绘画感兴趣的孩子，就把注意力倾向于

绘画，在言谈举止中也会表现出心驰神往的情绪。即使是困难重

重也不灰心丧气，总要想办法，百折不挠地去克服它。让孩子学

习他感兴趣的知识，就是学习的时间很长，他也丝毫不感觉枯燥，

反而像玩游戏一样。要提高幼儿前书写的兴趣和能力，必须从兴

趣入手。

如：喜欢涂涂画画是幼儿的天性，针对小班幼儿，幼儿教师

可以围绕《创意涂鸦》《趣味线条》来鼓励幼儿拿起画笔为交通工具、

花草树木、美食、玩具、房子等添上漂亮的颜色，在实际情景中

绘画服饰、天气、马路、植物和食物中的线条，初步掌握直线、

曲线、波浪线等多种线条的画法，感受涂涂画画的乐趣，提高想

象力和创造力，激发幼儿对前书写的兴趣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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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和符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班幼儿教师可以围绕

《特殊符号》《数字朋友》等内容，引导幼儿对生活中的标点符号、

音乐符号、交通符号、图形符号、气象符号、数学符号、钱币上

的数字、电话号码、绘本中数字、车牌号码、时间数字等方面进

行创意书写，激发探究数字和符号的兴趣，感受生活中数字和符

号的有用和有趣，加深对符号和数字真实含义的理解，为下一阶

段的前书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汉字和字母是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大班围绕《奇妙

汉字》《字母游戏》，将汉字和字母融入幼儿熟悉的场景中，通

过创意书写春节福、红包、对联、门神、十二生肖、猜灯谜、吃

汤圆，甜蜜计划、我们的名字、邀请函、有趣书信；寻找马路上、

商场、超市、绘本中的字母、创意字母画等，感受汉字和字母在

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提高用图形、符号、文字结合的方式

进行创意书写的能力。

（二）手指游戏发展精细动作

幼儿手部精细动作和手指灵活性的发展是控笔的重要准备与

基础。书写动作涉及拇指、食指和中指的动态支撑，及远端指节

的屈伸运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入学准备

教育指导要点》中指出，幼儿园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幼儿手

的动作灵活协调。因此，前书写活动要先进行肌肉协调性的练习，

让幼儿能够灵活地控制手指，促使拇指、食指与中指配合手腕的

动作协调性。

在日常活动中，幼儿教师针对幼儿年龄特点，可以锻炼幼儿

手部动作协调，例如：小班孩子进行“夹豆豆”“手指弯弯”“捞

小鱼”等活动；中班幼儿进行串珠子、缠毛线、扣纽扣等活动；

大班幼儿系鞋带、使用筷子等活动。结合传统文化特色剪纸、扎染、

陶泥、草编等课程，支持和引导幼儿通过揉、捏、团、撕、折、画、

剪、粘等活动，锻炼手部小肌肉发展。

朗朗上口的手指游戏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不仅能调

动听、说、想等各种感知觉，更能使幼儿手部肌肉群得到发展，

锻炼了幼儿的手指灵活性，例如小班幼儿经常做的《手指变变变》

《手指宝宝》；中班幼儿的《全体集合》《美丽的花园》；大班

幼儿《看谁反应快》《手指打鼓》《玩具柜》等众多手指游戏。

基于幼儿年龄发展特点，将游戏巧妙融入在各项活动当中，

有意识地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浸润式控笔游戏，激发幼儿活动兴

趣，增强手部动作协调，为幼儿正确握笔和进入小学后进行书写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一日生活渗透书写意识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一日生活皆课程。” 

将前书写融入到一日生活各个环节，赋予生活活动教育意义。在

日常生活中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让幼儿在自主操作体验中

为前书写做好准备。例如：入园签到记录、每日食谱记录、刷牙

记录、值日生记录、户外游戏和区域活动的计划、环境创设区域

牌的设计、区域规则的制作等，除此还有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调查表、

操作单，为幼儿创设丰富多元的记录活动，将前书写活动巧妙贯

穿到一日生活之中，让生活活动成为孩子前书写的练兵场，让书

写意识和兴趣成为书写的原动力，为幼儿顺利进入小学做好准备。

（四）写画姿势助力书写习惯

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的一半，好习惯让人受益终生。《指南》

中指出，4-5 岁幼儿涂画时就要保持正确的写画姿势。进入中班时，

通过挂图和朗朗上口的读写坐姿儿歌等直接感知的形式让幼儿了

解正确书写姿势。大班开始，老师要不断引导幼儿用正确的执笔

姿势和坐姿标准进行书写绘画。不仅有利于幼儿身体的健康发育，

还可以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更好地助力幼儿进入小学后的学习

生活。

三、做好前书写的建议

《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指导意见》以下成为

《指导意见》为幼小衔接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提供了明确的政

策指引。要求坚持儿童为本、双相衔接、系统推进、规范管理。

其目标主要是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

减缓衔接坡度，帮助儿童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怎样

才能科学有效地做好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衔接，在此，想给一线

教育工作者几点建议：

（一）幼小协同，相互奔赴

《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坚持双向衔接，强化衔接意识，

幼儿园与小学协同合作，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促进儿

童顺利过渡。同时也为重新审视幼小衔接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

引发我们思考在迈入高质量教育时代的发展大形势和大背景下，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阐释和理解幼小衔接，还是幼儿的前书写，各

学段都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自我封闭，而是要上下游相互

支持，有机衔接和整体设计、统筹协调。

（二）尊重儿童，不要生搬硬套

幼儿园老师要树立“一日生活皆课程”的理念，积极学习经验，

灵活运用。建议在写画活动中以游戏为主，不能机械练习，可通

过涂、画、写等各类形式练习。应充分体现自由、自主及创造性，

让幼儿在书写的过程中体会到书写的乐趣。

（三） 注重分享记录，做好观察评价

幼儿园老师可以在活动结束后，让幼儿对自己的表征作品进

行分享，对运用到元素和内容进行交流，教师可以用汉字做好解

释和说明，以便其他教育工作者读懂、理解儿童。教师要耐心发

现幼儿作品的闪光点，并及时鼓励、表扬。

（四）追随儿童，但不能盲从

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别的，是受教育者的个人幸福，是个人

的发展，是提升个人生命价值。教师不能仅仅迎合儿童当下的即

时性需要，而是在尊重儿童的前提下，把引领儿童、促进儿童发

展作为重要任务。切勿一味追随儿童，过度拔高儿童的地位。自

由并不意味着应该支持儿童毫无目的的、放任的、无规则的活动。

（五）家园携手，提升准备质量

科学幼小衔接，必须要家园协力同行。家长的态度和观念对

幼儿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在教育中引导家长将前书写渗透在家

庭教育和日常生活中，鼓励幼儿用文字或符号记录购物清单、旅

游计划，外出活动见闻记录等。在家中，准备小画板、小书桌等

为幼儿营造温馨的写画氛围。提醒家长在培养幼儿书写习惯的同

时，注意保持适宜的写画时间。

前书写活动不等同于书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幼儿

园前书写应是幼儿自发产生、自主进行的游戏活动，也可以是在

成人的引导下进行的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活动。将前书写融入幼儿

生活中、节日中、游戏中、情境中，内容由易到难、从无意识记

到有意识记逐步提高，有机渗透于幼儿三年保育教育全过程，萌

发幼儿的书写兴趣，提高书写能力，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到小学正

式书写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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