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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的认识基础】

幼小衔接阶段是儿童结束幼儿园的教育生活，开始接受正规

化小学教育的初期阶段，是从游戏阶段进入规范化知识学习

阶段的过渡期，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第一个转折期

从终身教育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从幼儿园到小学过

渡衔接的这些早期的童年经历，会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人生发

展



【幼小衔接的认识基础】

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01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
幼儿园教育工作者成为研究幼小衔接的主力军

2013
《关于印发 <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的通知》

强调重要意义，对幼儿园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要求

2013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成为双向性的研究课题，开始涵盖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工作
“零起点”教学成为小学幼小衔接中的关注重点

2021
《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
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全面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
一年级上学期作为适应期，围绕身心、生活、社会以及学习适应
四个方面明确了发展目标、具体表现和教育建议



 统一的入学教育安排

 一年级新生“随文适应”语文教学模式

【幼小衔接的实践探索】



 对任务型教学相关领域进行理论跟踪和相关尝试

 把幼小衔接的学科整合教学具体落实为适应期语文学习任务群整

合教学模式，将幼小衔接教育纳入一年级新生语文学习的整体活

动安排之中



1  听

4  读

4  写

2  说

2  合作

包括：

基本阶段 水平要求 能力表征

依据能级表及统编教材进行

设计22篇

撰写与任务群相匹配的 22篇



13项语文能力能级表征



22个随文学习任务群



22个教学案例与点评



• 《我是中国人》（核心能力 看图说话）

• 《我是小学生》（核心能力 跟读）

• 《天地人》 （核心能力 指读）

• 《日月水火》 （核心能力 识字）

• 《金木水火土》（核心能力 书写）

• 《ie üe er》 （核心能力 看图说话）

• 《小鸟念书》 （核心能力 和大人一起读）

• 《我们做朋友》（核心能力 合作学习）

• 《秋天》 （核心能力 口头表达）

• 《拼音嘉年华》（拼音形成性阶段检测 综合能力）

实验班
10个课堂教学视频



【促进学生适应性发展的语文关键能力】

学科共生属性

学科学习规律

学科本质属性



语文学习能力

一听 倾听

四读 跟读 指读 捧读 站读

四写 识字 读帖 书空 书写

两说 口头表达 看图说话

语文学习方式
课内 和同学一起学

课外 和大人一起读

【适应期语文关键能力】



基 本 阶 段 水 平 要 求 能 力 表 征

1 静下心来认真听
坐姿正确，注视

老师，专注听课。

① 坐姿正确，眼睛看老师，不东张西望，不做小动作。

②听讲时，不分心去想其他的事情或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

③在听讲时充满期待。

2 听清要求有回应

听清教师要求，

按要求学习，并

及时作出回应。

①按照要求学习，完成相关的学习任务，对学习有兴趣。

②老师提问时，积极举手，乐于回答。

③听清老师的问题后，作出相应的回应。

3 倾听同伴会点评

倾听同伴发言，

必要时作出修

正、补充、点

评、质疑。

①同伴发言时，认真倾听，神情专注。

②同伴的回答与自己的思考相一致时，以微笑、点头、语

言表示认可、赞同。同伴的回答与自己的思考不一致时，

耐心听完，必要时作出修正、补充。

③没有听清或有疑问时，大胆提出自己的问题。

倾 听 能 级 表



基 本 阶 段 水 平 要 求 能 力 表 征

1

积极主动

敢表达

敢于在老师和同

伴面前展现自我。

①听清问题，积极思考，敢于发言。

②尽量做到每个问题都举手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

③不怕说错，有继续表达的愿望。

2

响亮正确

有话说

响亮、正确地围

绕话题来表达。

①用让全班都能听见的音量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发言，努力

做到口齿清晰。

②围绕主题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游离于话题之外。发言自

然大方。

3

完整清楚

说明白

用完整的语句进

行表达，向他人

清楚地传递自己

的想法。

①回答问题时，说完整的句子，而非简单的词语。

②有条理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

③面对别人提出疑问时，清楚地进行说明和解释。

口头表达能级表



【学习任务群以语文关键能力为主要抓手】

适应前，语文教学的重点和目的就是适应

适应后，适应就成为发展语文关键能力的手段

语文关键能力与适应性发展互为目的和手段



【 语 文 学 习 任 务 群 】

语文学习任务群是由相互关联的系列的学习任
务组成的

具有情境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围绕着特定的学习主题，确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的语文实践活动



适应维度

任务群名称

身心适应 生活适应 社会适应 学习适应

喜
欢
上
学

快
乐
向
上

积
极
锻
炼

动
作
灵
活

生
活
习
惯

自
理
能
力

安
全
自
护

热
爱
劳
动

融
入
集
体

人
际
交
往

遵
规
守
纪

品
德
养
成

乐
学
好
问

学
习
习
惯

学
习
兴
趣

学
习
能
力

入学教育（校本课） √ √
√ √

√ √ √
√

√ √ √
√

√ √ √ √

我是中国人 √
√

√ √ √

我是小学生 √ √
√ √ √ √

√ √
√ √ √

√ √ √

我爱学语文 √
√ √ √ √

√
√ √

√ √ √

小学语文适学期学习任务群设计（第一单元：我上学了）



【学习任务群与统编语文教材相配套】

统编教材是具有强制性学习要求的政策文本

学习任务群“随文设计”依序安排落实

语文学习任务群必须符合日常语文教学实际



关键能力（A-M） 学习任务群设计与案例（1-22） 核心任务

一听 A.倾听 1.《我上学了》倾听；10.《我说你做》倾听 2

四读 B.跟读；C.指读；

D.捧读；E.站读

3.《我是小学生》跟读；4.《我爱学语文》捧读；5.《天地人》指读；7.

《口耳目》站读；22.《拼音形成性阶段检测》

4

四写 F.识字；G.读帖；

H.书空；I.书写

6.《金木水火土》写字；8.《日月水火》识字；9.《对韵歌》写字；12.

《a o e》书写；20.《语文园地四》识字

5

两说 J.口头表达；K.看

图说话

2.《我是中国人》看图说话；13.《d t n l》看图说话；15.《ie Üe er》

看图说话；17.《秋天》口头表达

4

两合作 L.和大人一起读；

M.和同学一起学

11.《小白兔和小灰兔》和大人一起读；14.《剪窗花》和大人一起读；

16.《小鸟念书》和大人一起读；18.《四季》合作学习；19.《我们做朋

友》合作学习；21.《语文园地四》展示台 合作学习

6

关键能力综合 22.《拼音形成性阶段检测》

语文关键能力与语文学习任务对照表



【学习任务群体现“一核多配”结构特征】

五要件组成“一核多配”结构化语文学习任务群

强调任务间的组合、联系、互动，成为相互关
联的“组合拳”

语文学习任务群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



《我说你做》任务群中四大任务：

“倾听”“口头表达”“看图说话”“合作学习”



小学适应期学习任务群 横向关联

核心任务：“倾听”（主要地位）

配合任务：“口头表达” “看图说话” “合作学习”（次要地位）

“一核多配”联动：“倾听”（满级达成 ）

“看图说话”（巩固型任务）

“口头表达” “合作学习”（通过游戏初步体验）

课 题 我说你做 核心任务 倾听 课 时 1课时

任务群组合 倾听+口头表达（1.①②2.① ）+看图说话（1.3. ①②）+合作学习（1. ①②）



小学适应期学习任务群 纵向提升

任务群名（实施时间）

倾听能级

入学教育（校本课） 我说你做

开学第一天 开学两周

静下心来认真听 基本达成 继续巩固

听清要求有回应 基本达成 继续巩固

倾听同伴会点评 初步尝试 基本达成



小学适应期的语文学习任务群是互相关联的

同一关键能力的培养分布在不同的语文学习任务群中

前后衔接 梯度培养 由低向高 进阶发展



儿歌口令

绘 本

课 中 操
游戏设计
126个

游戏种类
60多种

【学习任务群融入丰富多样的教学情境】



从“让儿童准备”转为“为儿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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