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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科准备知识不能提高孩子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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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入学准备时，常看到家长忙着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学拼音识汉字，学

数学练英语。但这些入学准备真的对孩子未来的学习与发展有利吗？

国内外教育界对于培养人才核心素养的论述中，无一不强调“学会学习”，即

强调儿童学习兴趣、学习过程的重要性，强调儿童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乐于学习、

勤于反思、善于创造，正是回归了儿童学习的本质——爱学习并不断提高积极主动

地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

遵从幼儿学习和发展的特点，最为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支持他们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进行学习，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与主

动性，提高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通过有趣的游戏，鼓励幼儿在玩中学

正是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之一。

分科准备知识尽管让幼儿短期之内获取了一些知识，但这种填鸭式的学习不足

以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难以培养一个会学习的人的基本素养，反而有可能抹杀幼

儿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国内外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分科准备知识对幼儿的入学准

备效果不佳，还会降低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因此，家长将幼小衔接简单

地等同于提前让孩子学习小学各学科知识是短视的，且这种行为可能对孩子今后的

学习和发展是有害的。

学前阶段的教育，家长不必操之过急，而应该关注符合孩子学习和发展特点的

学习方式，重视孩子在游戏中、生活中的学习和探究，为孩子全面、自主和可持续

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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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娱乐作为学习奖励会弱化孩子学习的
内在动机

当儿童表现出良好行为，或是学习上有进步时，如何表扬？表扬的方式直接影

响儿童接下来的学习与行为表现。

这里需要了解两个重要的心理机制：一是内在动机，即指儿童学习的目的指向

学习活动本身，是学习活动本身使儿童获得情绪上的满足，从而产生成功感。内在

动机是促进学习和发展的自然力量，它在没有外在奖赏和压力的情况下，可以激发

行为。例如，兴趣能激发儿童产生阅读一本书的欲望，胜任感可以使儿童愿意接受

挑战。二是外在动机，即由外在奖赏和报酬提供动力。

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激发的行为经常看上去是同样的，例如，孩子读书、画画

或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等，既可以是内在动机的激发，也可以是外在动机的激发。但

两者实质性的不同是，提供行为动力和导向行为的来源不同。内在激发的行为，来

源是个人的好奇、需要和努力，而外部激发的行为来源是环境中发生的事件。

如果儿童个体的内部动机水平较高，就会主动地提出任务，积极地关注环境的

变化；即使受到外部刺激干扰，也会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冒险、敢于挑战，思维

新颖、独特、流畅，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四、家庭为孩子做

        入学准备的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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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是序号 内容 是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总分

我经常陪孩子阅读，培养他（她）的阅读兴趣

我经常在陪孩子玩游戏的过程中渗透一些学习的内容

孩子遇到困难时，我总是先让他（她）动脑筋想办法

我一直注意培养孩子守时的时间观念

生活中只要孩子自己能做的，我基本不帮忙

我经常带孩子去参观各种博物馆

我带孩子去超市购物常常会与他（她）一起做购物清单

我和孩子外出活动后，我们会一起回顾活动的情况

我总是耐心回答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或与他（她）一起寻找答案

我常常提出一些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与孩子一起讨论

我经常带孩子接触大自然

我常常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

我会教孩子认识周围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符号或标志

孩子即将入小学时，我会激发他（她）上学的欲望

我会坦然面对孩子入学初可能遇到的暂时不适应

注：填“是”得 2 分，填“基本是”得 1 分，填“否”不得分。得分越高，说明你为孩子做的入学准备越好。

家 庭 为 孩 子 所 做 入 学 准 备 的 自 评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