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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的挑戰：問題與解決策略 
呂曉宜 

桃園市新興國小附幼教師 

 

一、前言 

2020 年 9 月筆者初任小一新生家長，雖任教公立幼兒園多年，但就如同所

有家長一般，會擔心孩子是否適應國小生活、學業是否跟得上，又在同一學校，

是否會造成導師的某些壓力。因此，開學前便和導師面對面聊聊孩子的狀況，並

且也告知因為孩子畢業於公立幼兒園，並未教導任何的注音書寫（只有於語文區

玩過相關的教具），導師則回應：「孩子一開始也許會比有學過的孩子慢，但因為

有十週的注音教導，且只要家長陪伴複習，相信會跟得上。」有了導師的回應，

讓筆者安心許多，也聽從導師的建議，每天陪伴孩子複習，讓孩子不會排斥上學

或是害怕考試。 

筆者是一位幼教師，又是一位家長，在孩子升小學的暑假期間，有告知他一

些國小和幼兒園不一樣的地方，也帶他到校內走走，但如果只是家長，會不會有

更多的擔憂呢？因此，本文分享小一新生在學習上可能會遇到的起點行為問題及

其解決策略，以供關心小一新生學習的家長及教師參考。 

二、小一新生學習起點行為之問題 

入小學後許多事情都要變得獨立自主，包含如廁、用餐、整理書包、書寫聯

絡簿紀錄事情等，老師也不像幼兒園一樣有二位，且隨時跟在身旁給予協助，因

此，許多孩子們在新生入學時，會有不少適應上的問題，以下是筆者所觀察到孩

子遭遇的困境： 

(一) 自理能力不足 

    在幼兒園階段，幼教師會教導孩子們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但如果尚在發展中

的孩子，幼教師也會在旁協助，例如：孩子上完大號擦拭屁股，如果還在練習的

孩子，教師可能在他試著練習擦拭後，再給予檢查，以確定是否擦拭乾淨，但到

了國小，孩子就必須要學會自己擦拭乾淨。因此，小一新生在穿脫衣服、刷牙、

拿湯匙筷子用餐、扭毛巾、自行整理書包、上廁所（蹲式廁所）等生活自理方面，

盡可能在入學前要習得，以便適應小學生活。 

(二) 表達能力難達詞意 

    國小開始並非像幼兒園一樣，由固定的兩位導師教導，較會因為許多課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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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老師，又加上語言發展能力增加，所以同儕之間的互動，會有更多的對

話。因此，孩子們要能學會自我表達能力，說出自己心中的話，可和同儕或是老

師們分享，勇敢表達心聲，並且還要能簡單敘述事情原委或是老師交辦事項。 

(三) 閱讀能力待培養 

國小開始無論在作業、考試方面都大量使用文字，因此，孩子必須認識許多

文字，才會了解當中的內容，又中年級會有作文寫作，所以除了識字能力外，也

需熟悉成語、用詞等，並且結合想像力，才能完成寫作。因此，國小推行閱讀活

動，希望藉由親子共讀或是自行閱讀增加識字、表達能力。此外，松居直指出（劉

滌昭譯，2009），豐富的想像力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經由直接或間接地體驗而

來，可見閱讀對於孩子們除了增加認知能力外，還能激發出其想像力。 

(四) 認知能力（注音、數學）參差不齊 

現今幼兒園分成公立、非營利、準公共化、私立四種，不少幼兒園會因為家

長的擔憂或是招生壓力下，而提前教導孩子們注音、數學，相較之下，從未接觸

過的孩子們到了小學一年級，只有前十週的時間要學會注音（包含拼音及聲調）、

數學加減法等，也許會讓這些孩子有些許壓力，導致害怕上學及學習。 

(五) 學習態度須調適 

    張玟君（2012）指出，私立較多填鴨式教學，讓幼兒上小一後學習態度不同，

上課專注力不夠，對小一課程覺得無趣而缺乏學習動機。因此，如何讓孩子在學

習態度上能夠更專心，則是一項大問題。 

三、因應策略 

就上述小一起點學習問題，提供以下的因應策略： 

(一) 結合生活的自理能力 

    幼兒園期間，幼教師會依孩子們的能力循序漸進的教導一些自理能力，讓孩

子們到了小學階段，不會因為無法獨力完成而失去信心。小一師在開學前可以和

家長進行溝通，間接認識孩子，並且告知家長開學後會有哪些需要獨自完成的事

情，例如：刷牙、擰乾毛巾、掃地、蹲式馬桶等，可在暑假期間，讓孩子們嘗試

練習，開學後，老師也要再進行教導，讓孩子們透過生活學習學會自理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2），頁 111-115 

 

自由評論 

 

第 113 頁 

(二) 勇於表達的表達能力 

    小學下課時間是孩子們自由活動時間，但有時孩子也許會使用了不安全的方

式遊玩，導致受傷，國小老師無法像幼師一樣隨時都在身邊照顧。因此，需要培

養孩子們學會「說」出來，無論是傷心難過或是快樂的事情都可分享，並且要讓

孩子們了解到「說」出來，師長們才能協助解決問題，從中建立雙方間的信任感。 

(三) 建立長期的閱讀能力 

洪蘭（2018）書中提到，培養孩子的閱讀力，就是培養專注力、記憶力和觀

察力，可見閱讀對於孩子的能力是很有幫助的。因此，教師可以在教學上培養幼

兒閱讀的習慣，例如：晨間時間和孩子們進行閱讀時間，或是搭配課本分享相關

故事（繪本），並且將此閱讀習慣帶於家中，讓家長在閒暇時間，也能陪伴幼兒

進行共讀，以利親子關係的和諧。 

(四) 輔導學習的認知能力 

    孩子們剛入小學，也許對於注音、認字、數學加減法等不熟悉，可能因此會

害怕，又前十週需要教完所有的注音，學習能力弱或是家長無法陪伴的孩子會較

為辛苦，因此，小一師可透過觀察協助個別需要的孩子，並且和家長進行溝通，

藉由良好的親師合作，一起幫助孩子前進。 

(五) 善用引導的多元教學 

    曹美華（2014）研究指出，為了提升孩子專注力，可改變課程，例如使用十

分鐘的小故事引發孩子興趣，再將相關知識融入其中。因此，雖然已學過注音的

孩子在專心度上會較低，可透過多元教學方式，引起其興趣，增加其專注力。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孩子從幼兒園邁入國小會有許多適應上的問題，但小一師、幼教師、家長三

方如果能夠超前部署，並有良好的親師溝通，且耐心的陪伴，盡可能的放慢腳步

及瞭解個別差異，相信孩子們一定能很快的適應新生活，並且熱愛上學，進而學

習到許多事物，就讓我們一起攜手為孩子們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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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對小學之建議 

(1) 減少課業上的壓力：前十週的注音課程對於完全沒有學過或是家長無法

陪伴的孩子而言會較為吃力，又之後的注音大會考是孩子第一次的考

試，因此，孩子們除了要適應新生活，還要面臨小考跟注音大會考，對

於孩子們而言會是有壓力存在，也許可以改變第一次考試的做法，不再

是紙筆測驗，可以是闖關方式，或是其他多元方式做評量，以循序漸進

方式讓孩子適應考試。 

(2) 作為親師間的橋樑：有些家長不清楚如何正確的「教」、「陪」孩子，所

以學校可以舉辦親職講座及相關活動，分享經驗及策略給家長們，讓家

長們使用好的方法與孩子們一起成長。至於和小學教師間，則是可以於

開學前邀請小學教師和公幼老師相互了解孩子們的能力為何？哪些孩

子們是需要多點協助，以便小學教師能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孩子狀況。 

2. 對小學教師之建議 

(1) 培養快樂學習：剛開始孩子多少會害怕到新環境，又幼兒園的教學較活

潑、融入生活，因此，突然換成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專心「聽」老師上

課，也許會造成孩子們的分心。所以小一師或許可以在課程中加入些孩

子們的分享、遊戲等，避免剛入學，因過多的靜態課程而乏味，並且也

可以帶著孩子們到外走動，以認識整個校園或社區，減少他們到不熟悉

環境的焦慮，增加他們喜愛上學的興趣。 

(2) 建立同儕互動：良好的同儕關係可以讓孩子們減少害怕學校的憂慮，下

課時也可以一起遊玩，因此，小一師可以透過平日的互動發現孩子們的

同儕關係，進而協助孩子發展此關係。 

(3) 加強親師溝通：新生家長多少會和筆者有一樣的擔憂，但如果小一師能

夠在親師溝通方面多協助家長，家長也能因此放下心中大石，建立親師

的信任感後，相信孩子也能更快步上軌道。 

3. 對家長之建議 

(1) 適時的放手：當孩子長大後，家長就該適時的放手，讓孩子學會獨立走

路。學習也是如此，也許剛開始的不放心，會想在教室外多看看孩子的

狀況，甚至想到教室內陪伴他，但如果越是如此，孩子越容易有分離焦

慮，也會依賴心較重，所以家長適時的放手，反而孩子越能快點適應國

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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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些時間的陪伴：許多雙薪家庭的孩子一放學就是到安親班等家長下班

來接，或是參加學校的課後照顧班，老師都會將孩子們的功課檢查完

成，家長只需回家簽名，因此，家長對於孩子們在學校學習的內容、同

儕關係等皆不清楚，漸漸地親子關係疏遠。建議家長盡可能每天撥出十

分鐘陪孩子聊聊天，分享學校的情況，讓孩子能感受到家長雖忙，但一

樣重視他們、愛他們，而不是親子間就只有回家洗澡睡覺，或是 3C 產

品的陪伴。 

(3) 積極參加學校的親職教育活動：學校都會舉辦親職教育活動讓家長們參

與，從互動中了解如何正確地陪伴孩子們成長，但不少家長會覺得上了

一星期的班，假日想要休息，所以不願參加相關活動，反而錯失了幫助

孩子跟自己的機會，因此，希望家長能積極參與親職教育活動，以增進

親子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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