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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自主活动优化的实践研究
陆　蓉　蔡　靖

（扬中市明珠幼儿园，江苏 扬中 212200）

摘要：陶行知认为：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只有幼儿教师认真对待每一个活动环节以及每一次环节过渡，幼儿才能够在幼儿园

里获得“好的生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生活教育，遵循生活教育的特点，发现生活之美，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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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梳理内容概念，锚定“过渡环节”研究方向

（一）明晰过渡环节的价值

过渡环节巧妙融入“生活即教育”，展现学前教育管理智慧。

此环节富含教育资源，精准匹配儿童学习探索与嬉戏节奏，科学

编织日常，营造自然愉悦成长环境。幼儿在此自由游戏、休憩，

缓解情绪，为学习铺路。教师构建开放安全环境，促进幼儿自主

参与、自我调整，培养主体意识与自理能力。同时，过渡环节是

教师教育创新的舞台，提升应变智慧与专业成长。

（二）转变过渡环节的主体

过渡环节的主体应该是幼儿，教师只需为幼儿提供一些必

要的准备和帮助，过渡环节的内容、材料的选择及游戏的进行都

应由幼儿自己来。但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发现过渡环节基本上由

教师主导，而教师常常把握不好“教”和“导”“管”和“放”

的关系。一方面教师往往“高控”过渡环节，较多使用指令性语

言，忽略了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另一方面，教师对幼儿疏于管理，

将过渡环节变成了自由游戏或活动，导致过渡环节出现了“管则

限”“放则乱”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二、完善保障机制，推动“保教科研”互融互进

（一）明晰课题责任分工

为了确保课题实施的高效有序，我们明确界定了课题组织的

领导责任与分工体系，特此成立专项领导小组，构建了“园长领

航、业务精准驱动、主任细致管理、骨干先锋示范、全员踊跃参与”

的协同工作新格局。该模式不仅凸显了园长的高瞻远瞩与全局把

控能力，还强化了业务层面的深度挖掘与指导力度，确保每位主

任在职责范围内尽职尽责，同时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激发

全体教职工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贡献。结合本园实际情况，我们

深入研究并制定了详尽的职责分工规划，旨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与高效利用，共同推动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与圆满达成。

（二）建立课题管理机制

我园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学前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

梳理出现阶段课题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后制定相应的对策，构建出

一套规范、健全的课题管理制度。如：建立了《幼儿园课题流程

指引》《幼儿园持续式沉浸式课题教研制度》《幼儿园课题教研

评价制度》等制度。在教研中，对教研活动时间、参与人员、管

理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规定，将课题要求细化落实到学期、月、周，

确保了制度内容的完整性及可操作性。

（三）完善经费投入机制

明确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基本原则，成立了课题组

专项资金管理中心，并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不仅

保障了课题研究资金足额到位，还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四）优化园所材料环境

①环境的优化：针对班级与公共空间，我们精准对接幼儿需

求，打造学习娱乐兼备的环境。色彩上，采用温馨活泼色调，激

发幼儿探索欲；空间上，注重开放灵活，扩展游戏区域至午睡室、

走廊等，创造多元游戏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儿将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各个游戏区域之

间，充分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与成就感。同时，我们也将根据幼

儿的兴趣与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和丰富游戏内容与情境，确保每

个幼儿都能在游戏中得到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②材料的优化：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元、层次丰富的材料，不

断地改进活动的材料，满足幼儿的需要。如，幼儿椅袋里有一些操

作类的玩具供幼儿过渡环节使用，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分别

给小、中、大幼儿投放 6 块、10 块、18 块等块数不等的拼图，或是

平面推理拼图、皮筋创意拼图、立体组合式拼图等不同类别的拼图。

三、依托项目研究，夯实“一日活动”高质高量

以省级课题《让每颗“珠子”都明亮——幼儿园一日生活过

渡环节自主活动优化的实践研究》为引领，形成三级项目研究模式，

完善过渡环节的组织形式，提升一日生活的质量。

图 1：三级项目研究模式图

第一层级是幼儿园的省级课题《让每颗“珠子”都明亮——幼

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自主活动优化的实践研究》为核心课题，以

项目研究式设计过渡环节教研模式，以项目化推进保教质量。我园

核心课题组和教研组携手根据“过渡环节”催生新学期保教、研训、

项目课程等计划，引领教师用项目研究的方式推进课题的研究；

第二层级分别指向保教质量、资源配备和教师发展，分别由

幼儿园的保教口、后勤口和教研组来具体落实，保教口认真地深

入教室进行一线蹲点指导，切身示范并手把手帮助教师理解过渡、

善于过渡。后勤口整合教师与幼儿的需求，创设适宜的物质环境

来支持过渡环节的项目式研究。教研组落实教师、幼儿成长跟踪，

从真实的问题追本溯源，为课题研究提供源动力。保教口、后勤

口和教研组他们会在各自不同的教学或管理领域深耕幼儿园“过

渡环节”省级课题，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展开多样化、项目化的研究；

第三层级课题深耕幼儿园内部，围绕省级“过渡环节”研究，

构建多层次研究体系。含教师个人课题及如镇江市级《一日生活

过渡优化实证研究》、扬中市《大班餐前过渡优化策略研究》等，

构成省级研究重要部分。课题遍布各教研组，通过合作研究促进

教师成长与知识共享，整合优势资源。与第二层级分路径研究互补，

第三层级提供具体实施路径与实证，共同推动过渡环节优化深化

发展。三级项目研究模式相互独立，又互相渗透关联，形成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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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课题项目化科研立体网络结构样态。

四、基于循证视角，优化“科学过渡”支持策略

对过渡环节适宜性进行循证实践，主要以小、中、大三个年

级过渡环节项目活动为例。聚焦过渡环节质量，通过基于循证视

角的循证观察，开展观察、反思、改进，形成“提出问题—检索

和筛选证据—应用实践—效果评估—提出问题”循环闭环提升的

评估方式，对过渡环节价值导向、过渡环节组织形式优化、过渡

环节支持策略梳理进行实践循证，以期获得“科学过渡”的有效

经验供教师分析，持续提升过渡环节质量。

图 2：循环闭环提升的评估方式图

（一）构建“园—组—班”三级联动教研模式

我们构建了园级、专业科研及班级三级教研共同体，采用“问

题识别—研究—实践—改进—再发现”循环模式，系统评估“过

渡环节”质量。此模式从局部至整体，由浅入深，多维度评估，

确保问题及时发现与解决，策略持续优化，推动过渡环节质量螺

旋上升，为教育质量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进循证式评估路径，优化科学过渡策略

1. 学习研修“过渡环节”的要义。结合《幼儿园一日生活过

渡环节的组织策略》《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评估指南》

等专业书籍，开展园级“过渡”专题培训，重点帮助教师解读《幼

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的组织策略》中过渡环节教育价值、组织

形式、难点梳理等关键信息，实现从教师个体经验、主观判断转

向基于事实、根据实证、关注幼儿的教研思维视角。

2. 研制评估量表、观察表等多元评价工具。依据《指南》等

提炼关键指标，编纂《明珠幼儿园过渡环节评分表》。此表助教

师现场评估过渡环节效果，捕捉亮点、发现问题并优化教学。我

们相信，其实施将提升教师对过渡环节的重视，激发创新热情，

为幼儿创造更优教育环境。

图 3：《明珠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评分表（试行稿）》

后期我园持续深化《明珠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教师行为

观察表（试行稿）》中的关键指标，研制《明珠幼儿园一日生活

过渡环节幼儿行为观察表（试行稿）》《明珠幼儿园一日生活过

渡环节组织策略观察表（试行稿）》评价量表，便于教师精准复盘，

做有证可循的教研。

3. 聚焦班级过渡现场进行循证评价。通过园级巡班的他评与

班级教师保教自评相结合的形式，聚焦班级过渡开展的现场进行

循证实证评价。行政巡班他评：高效体系聚焦过渡环节，捕捉亮

点与不足。共性问题园本教研解决，个性问题即时教研处理。亮

点分享会促教师交流，优化教育行为，提升教育质量：教师间互

观过渡实践，反思交流班级问题。闭环机制促个人成长与团队协作，

为幼儿提供科学保教环境。

4. 开展基于评估结果的优化与改进。我们采用了实证教研的

先进方法，以数据为基石，构建起一个对话、反思与改进并重的

教研生态。在这一框架下，我们聚焦于“如何审视过渡形式、如

何高效组织过渡环节，以及有效过渡的评价标准”等核心议题，

引导教师们在现场观察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精准的眼光，进行深

入细致的分析与识别。

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教师们对过渡环节本质与价值的认识，

还促使他们能够从实践出发，不断反思自身的教学行为，寻找优

化过渡环节的有效途径。同时，通过全面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我

们帮助教师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过渡环节组织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

挑战，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制定改进措施，推动过渡环节质量的

持续提升。

最终，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过渡环节质量监控的闭环系统，

它涵盖了从问题识别、策略制定、实施改进到效果评估的全过程。

这一闭环机制不仅促进了保育与教育活动质量的稳步提高，还为

幼儿园整体教育质量的优化与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 4：主动评估模式样态图

综上所述，幼儿园一日活动是幼儿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

径，而在活动的开始和结束阶段，如何做好衔接工作是广大幼儿

园教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教师要站在幼儿的立场，充分开

发并利用一日活动过渡环节的教育资源，采取有效的方式优 化过

渡环节，为幼儿提供自我展示的交互式平台， 加强对幼儿各方面

能力的训练和正确的引导，提高一日活动的效果。总之，教师要

对幼儿园一日活动的过渡阶段做好合理的安排和组织，让幼儿在

感到快乐的同时，受到良好的教育，进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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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信息：江苏省“十四五”规划课题《让每颗“珠子”都

明亮——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自主活动优化的实践研究》（立

项编号 D/2021/04/09）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