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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成立幼小衔接专门机构、在教师培养过程中增加幼小衔接相关内
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机制、实现幼小课程的连贯性等方式促进科学幼小衔接，为我国完善
科学幼小衔接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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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之前，新加坡学前教育也曾出现过于
重视儿童知识技能、教师专业发展不足、课程衔
接体系不完善、多方配合性较差等问题。〔1〕

2003年开始，新加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资
源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以促进学前教育与小学
教育之间的衔接。如 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布
《加强幼儿入学准备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School Readiness for Young Children），
旨在通过有针对性的方法提高幼儿的入学准备
率。2012年， 新加坡教育部颁布幼儿园课程框架
《培育幼儿： 新加坡幼儿园的课程框架》（Nurtur鄄
ing Young Children: A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Kindergartens in Singapore），框架中的课程目标和
课程内容突出了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衔接。 〔2〕借
鉴新加坡幼小衔接的相关举措，可以为我国幼小
衔接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一、新加坡幼小衔接的相关举措
1.为幼小衔接成立专门的监督和管理机构
2003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学前督导委员会，

其首要任务是统筹学前教育的目标与小学关键
阶段的目标，以确保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获得相

同质量的学习，保障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同时，新
加坡的学前教育由开展注重学术技能和双语能
力的教育转变为开展全面发展的教育，从而提高
幼小衔接的质量。 〔3〕2008 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
小学教育检讨与实施委员会（Primary Education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旨在协调儿童在学
前阶段与小学阶段的发展目标。2009年， 小学教
育检讨与实施委员会建议小学一年级的学习要
在必要的技能和性格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要让儿
童快乐、健康地成长，能够与他人交往、交流，对
学习充满好奇和热情。与之相比，学前教育的目
标是要求幼儿知道对错，乐于与他人分享和交
流，能够与他人相处，保持好奇心，善于探索，能
够听和说自己能理解的事，养成良好的协调能力
和健康的习惯，能够与他人建立亲密、友好的关
系。〔4〕因此，该委员会的建议与幼儿学前教育的目
标相一致，目的是为加强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有
效衔接。

2.在教师培养和培训过程中增加幼小衔接相
关内容

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更好的教师培养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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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学幼小衔接。一方面，在 2001 年，新加坡
设立新加坡学前教育认证委员会（The Preschool
Qualification Accreditation Committee)，通过职前
培养来提高学前师资的质量。具体而言，在幼儿保
育与教育的原则与实践方面， 特别强调职前教师
要学习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的相关内容； 在幼
儿发展与学习方面， 强调职前教师要加强关于幼
儿园与小学一年级儿童的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学
习，包括了解幼儿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身份转变的
过程、入学准备的内容以及如何向小学学习过渡
等；在课程规划与教学方面，强调职前教师要学
习向小学过渡的课程内容；在与家庭及社区建立
伙伴关系方面，职前教师要学习如何加强家庭、幼
儿园、小学、社区之间的合作。〔5〕

另一方面，为推动幼儿园教师专业的持续发
展，新加坡的智源教育学院（新加坡学前教育师资
培训的学院之一）〔6〕会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其中
包括学习和了解幼儿园与小学衔接中的家庭教
育，学习如何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幼儿的心理活
动，并做好入学准备的应对策略。〔7〕教师完成课程
后将获得相应证书，以证明其具备了帮助家长做
好入学准备相关工作的能力。〔8〕

3.加强幼儿园、小学、家庭和社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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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是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的重要因素。〔9〕新加坡幼儿
培育署在 2015年发起“开始小 梦想大”计划，旨
在鼓励幼儿园为幼儿构建解决问题和利用自身独
特优势去帮助他人的平台。 计划实施的对象是
5—6岁的幼儿。该署要求幼儿园和家长鼓励并指
导幼儿参与社区项目，如给老年人筹集食品、回收
废品、保护水资源等，以促进幼儿社会和情感能
力的发展，为其小学以及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10〕

2016年，新加坡教育部直属幼儿园（Ministry
of Education Kindergartens，简称 MOE幼儿园）推
出早期学习者家庭计划（LIFE@MK），以更好地帮
助幼儿园家长了解幼儿在学前阶段的发展。 该计
划的一部分是分享如何帮助幼儿过渡到小学、培
养幼儿全面发展的实用技巧。一方面，为促进过
渡，新加坡教育部直属幼儿园通常会安排幼儿到
小学探访。教育部认为，在学龄前与小学教师保持

良好沟通的幼儿更能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与社会
环境，问题行为也会更少。 〔11〕另一方面，为促进过
渡，当幼儿入学时，新加坡会使用“伙伴制度”，如
请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帮助一年级新生适应学校
环境。 〔12〕此外，新加坡教育部直属幼儿园还鼓励
家长参加幼儿园举行的幼小衔接主题的工作坊及
亲子活动，丰富幼儿对于幼小衔接的体验。〔13〕新加
坡学前教育强调社区、幼儿园、学校与家庭之间的
合作沟通，建立幼小衔接共同体，使幼小衔接的问
题能够及时地得到协调与沟通，进而促进幼小衔
接的发展，推动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4.加强幼小课程的衔接性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保障儿童连续性的学习经

验的获得。新加坡在 2008年颁发新的《幼儿园课
程指导》之后，于 2012年颁布了新的幼儿园课程
框架《培育幼儿：新加坡幼儿园的课程框架》（Nur鄄
turing Young Children: A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Kindergartens in Singapore），清楚地说明了幼
儿在幼儿园学习结束前应该了解的内容和需要完
成的实践活动，并和小学一年级儿童的发展目标相
符合，让幼儿能够顺利地过渡到小学。 〔14〕在实践
中，新加坡教育部直属幼儿园以该框架为依据，〔15〕

开发了高光计划（HI鄄Light Program）和星光识字
计划（Starlight Literacy Program）两个课程。其中，
高光计划强调通过综合学习促进幼儿的全面发
展。 其课程内容包括审美与创意表达、 探索世界
（利用感官、简单的工具、探索世界）、语言、运动、
算数、社会与情感发展等。 〔16〕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该幼儿园和小学的课程在算数、社会情感发展、语
言方面衔接紧密。〔17〕同时，该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中
包含了长达五周的小学生活体验，目的是使幼
儿初步了解小学生活，做好入学准备。〔18〕

新加坡教育部要求小学深化与幼儿园的联
系，在小学阶段的前两年大量设置非学术的课程，
如表演与艺术课程等， 〔19〕同时少量设置科学与数
学等学术课程，以帮助幼儿顺利地从幼儿园教育
过渡到小学教育。

二、对我国幼小衔接工作的启示
1.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我国在 2021年 3月颁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

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抓
好幼小衔接工作。未来，我国需要坚决贯彻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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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
见》，加强国家、地方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做
好幼小衔接工作。各地政府可从宏观层面统筹制
定幼小衔接的发展规划，系统性地推进幼小衔接
政策落地。此外，可通过建立动态的监测和督导
问责体制，开设专业的幼小衔接监测和督导问责
机构，增强对幼小衔接工作质量的监测与问责。〔20〕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依据监测和督导问责体
制落实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体系加强建设各主体
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合作，进而优化幼小衔接
的顶层设计，让幼小衔接教育科学发展，推动我
国学前教育质量不断提高。〔21〕

2.师资培养和培训中增加幼小衔接内容
教师是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教师的

教学水平、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决定着幼小衔接
的发展。我国在职前培养方面，需帮助幼儿园教
师和小学教师从整体上了解学前教育和小学教
育的区别和联系，在学生发展、课程规划、教育教
学方法、家庭及社区教育等方面加强幼小衔接的
相关内容。在职后培训中，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
师不仅要深入学习幼小衔接工作的内容，同时也
要在实践过程中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相关
技能。在相关培训上，相关部门可有针对性地组
织两个阶段的教师一起培训，或提供双方交流的
平台，或就幼小衔接的主题展开讨论。 〔22〕教育部
门还可为教师提供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幼小衔
接的课程，以促进科学幼小衔接，多管齐下，为儿
童获得持续性、有效性的学习提供支持。

3.构建幼小衔接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机制
我国强调幼小衔接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教

科研机构、社区、幼儿园、小学和家长等多方的共
同责任。为此，小学、幼儿园要加强衔接认识，将
幼小衔接和入学适应作为小学课程的重要内容，
并建立幼儿园、小学、家庭之间有效的协调沟通
机制， 向幼儿家长传递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提
供科学的入学准备指导。 〔23〕此外，可加强教育行
政部门的治理水平、教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发
挥社区、家长、小学、幼儿园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
作用，通过不同生态系统层面的共同努力，提高
幼小衔接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四）完善课程衔接体系
从新加坡幼儿园课程框架的不断完善可以看

出，其幼小衔接重点关注幼儿发展的全面性、主动
性。同时，在课程目标方面，其幼儿园与小学课程
目标的期望相一致，小学前两年的课程内容也旨
在与幼儿园课程内容相衔接。因此，我国可以明确
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课程目标符合相应阶段幼
儿的发展需要，明确支持幼儿获得相应的直接和
间接经验的课程内容，同时关注幼儿的入学准备
与入学适应问题。幼儿园与小学在教育内容上可
加强连贯性。在了解幼小衔接的目标和内容的基
础上，幼儿园需要确定能够帮助幼儿获得直接经
验的学习内容和幼儿对所学知识进行综合整理
和加以运用能力的发展状况，同时明确间接经验
如何影响幼儿的学习过程及结果等。此外，我国可
在幼小衔接的相关课程与教学中避免仅仅对知识
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即“学什么”；还应重视学习
兴趣的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方法与策
略的掌握、学习品质的养成等，即“怎么学”。这是儿
童学习能力发展与提高的实质。 〔24〕利用多种活动
让儿童对学习产生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积极
主动、保持专注、遇到困难能够坚持、问题解决时
有创新等学习品质，有助于科学幼小衔接和儿童
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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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s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Primary School in Singapore

Zhang Dejia 1, Suo Changqi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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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mainly promotes the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o primary schools in a
scientific way by setting up special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the relevant contents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process, building a
multi -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operation, and providing a coherent curriculum setting, which brings enlightenment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erparts in China.
【Keywords】the transit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primary school; Singapore; curriculum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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