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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王琦没想到的是，近一年
来，女儿的学习生活远比她想象中
的要顺利，没有经过任何幼小衔接
提前准备的女儿，在学校的帮助
下，已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万
里长征第一步，学校给家长开了个
好头。”

王琦女儿就读的合肥市西园新
村小学北校西园校区是安徽省首批
幼小衔接试点学校，一年多来，学
校慢慢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幼
小衔接之路。

“我校将整个一年级上学期设
置为入学适应期，过渡调整变化比
较大的是前六周，主要是全适应
课、半适应课。六周之后，在作息
上、课程安排上与常规的学科教学
融为一体。”西园新村小学北校教
育集团校长季媛媛介绍，“入学适
应课程围绕身心适应、生活适应、
社会适应和学习适应四个方面，设
置以游戏、探究、体验为活动方式
的适应课，课时长短结合，灵活多
样，为每个初入小学的儿童搭建成
长适应的阶梯，帮助儿童逐步适应
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
转变。”

在学校内，记者看到一年级的
每间教室里都增添了柜子之类的家
具，摆放了孩子们喜欢的书本、玩
具以及水杯等日常用具。班级门口
悬挂着一张入学适应课程表，上面
的课程不再是语文、数学、科学、
美术等这样的表述，而是改成了刚
入学的小朋友熟悉又亲切的字眼，
如“萌娃进班级”“校园来探秘”

“护眼小达人”等。在大课间活动
时间内，针对幼儿园孩子进入小
学，在如厕、倒水、行为习惯上还
有很多不适应等问题，学校还制作
了“天鹅小萌宝”的胸章，让每个
孩子佩戴在胸前，大哥哥大姐姐们
和老师们看到佩戴这种胸章的孩

子，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学校所在的蜀山区是安徽省幼

小衔接试点区，自 2021 年 9 月起，
蜀山区将区内 6 所幼儿园、2 所小
学作为省级试点园校，试点推进幼
儿园入学准备和小学入学适应教
育，探索建立幼小协同、家校共育
的有效机制。

除了小学在课程上的精心设
计、缓坡过渡，区内不少幼儿园也
通过采取主动靠近学校，做好家园
共育等措施，在幼小衔接上做出了
有益尝试。

如该区琥珀小学与琥珀山庄第
一幼儿园、琥珀山庄灵童幼儿园、
翠竹园幼儿园成立家园合作联盟，
建立幼小协同合作机制，学校和幼
儿园联动，制定了入学适应性课
程，开展家长入学适应知识专题
学习。

在琥珀山庄第一幼儿园园长叶

敏看来，家长在幼小衔接方面的观
念转变是推进工作的关键一步，

“家长参与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课
程，不仅满足了幼儿的情感需求，
也使家长进一步理解了幼小衔接中
幼儿的培养目标，家长在亲身感受
幼儿成长与变化的同时，不断收获
着养育子女的幸福”。

对此，大班幼儿家长张丽深有
感触，这一年来她的观念来了个大
反转，“以前听身边的‘过来人’
介绍，感觉幼小衔接就是要让孩子
会拼音、会算数、会认字，现在完
全不这样想了”。

张丽表示，在一次次的活动开
展中，她渐渐感受到幼小衔接中幼
儿习惯养成和身心适应的重要性。

“幼儿园引领家长走进幼小衔接的
课程和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幼儿园
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也是我
们家长学习收获的家园。”张丽说。

除此之外，该区还通过小学与
幼儿园开展联合教研的方式打通幼
小衔接的深层壁垒，小学教师多次
到幼儿园参观班级布置，聆听幼儿
教育专业指导，了解一年级入学儿
童的生理、心理特点，为衔接课程
做好全面充分的准备。

“通过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
衔接，促进幼小协同、家校共育的
有效机制基本建立，我区入学准备
和入学适应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得到增强，联合教研制度逐步健
全，幼儿园和小学教师以及家长的
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明显转变。”
蜀山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武斌
说，下一步，该区还将以课程体
系、多层面教研为抓手，要求各试
点校（园）制定项目推进清单，继
续加强联动机制，做到月月有活
动、有教研。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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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季，考生交上答卷
走出考场，在等待高考分数的同时，
考生和家长开始着手了解心仪院校、
筹备填报志愿事宜。此时，不少诈骗
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利用考生和家
长掌握信息不全面和侥幸心理来实
施诈骗，编织低分也能上名校的谎
言，在骗取家长钱财的同时，也可能
导致考生错过正常报考时限。对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过一起
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理性
报考，莫存侥幸。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刘某谎称
自己与多家知名高校有内部协议，可
以通过“预留名额”“计划内预留名
额”“托关系”等多种方式，帮助高考
分数未达到相应高校录取分数线的
考生进入知名音乐学院或者国外名
校就读，并承诺办理不成全额退款。
最终，刘某从9名高考学生的家长手
中骗走了80余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

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 11 万元。北
京一中院二审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介绍，近年来利用高考进行
诈骗的案件，诈骗手法主要有“花钱
买名额”“国内不行国外‘行’”“调高
分数”“虚假入学”这四种类型。

在“花钱买名额”的骗局中，犯罪
分子通过伪造虚假的特殊录取方式，
谎称可以找关系让不够录取分数线
的学生也能被高校录取，骗取被害人
信任。例如，谎称自己和高校的领导
有私交，可以让未达正常录取分数线
的学生，通过“计划内预留名额”“预
留名额”的方式被“破格”录取，并提
供一定的培训服务。

此外，还有部分犯罪分子利用考
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和侥幸心理，散

布支付一定费用，就可以提前查询或
者调高分数的消息，以此骗取钱财。

在“国内不行国外‘行’”的骗局
中，犯罪分子抓住考生和家长希望进
入高校的心理，虚构国外高校招录计
划、渠道，吸引分数不够报录国内院
校的考生和家长，骗取被害人信任。

在以往审理涉及高考入学的诈
骗案件中，为了让家长相信孩子已被
高校录取，部分犯罪分子还会通过租
赁房屋、聘请师资、安排军训等方式，
让学生和家长误以为已经实际入学
就读。最终，不仅造成学生家长的财
产损失，还耽误了学生的青春年华。

对此，北京一中院提醒，无论是
查询高考分数，还是高校招录信息、
报志愿信息，应以各地教育部门通
知、高校官方网站为准。不存在可以

提早查分的特殊渠道，查分需要通过
官方渠道，切勿相信不明渠道的短信
或网站中提供的所谓查分网站，不要
点击钓鱼链接或在假冒网站上输入
个人身份和账户信息。高考招生录
取有严格的流程，只有填报了该校志
愿且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才有机会
被录取，勿信任何声称可以花钱购买
录取名额的骗术。对于计划出国留
学的考生，应通过正规留学机构办理
相应的手续，通过正规、官方流程报
考国外院校。

在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应深
入了解招生政策和信息，深入研究意
向高校的招生政策，明确不同类型招
生之间的区别，制定科学适宜的报考
计划。

“高考只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但
并非唯一的转折点。”法官提醒，考生
和家长都应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得
失心，在成绩、能力限度范围内寻找
适合自己的高校，切勿心存侥幸。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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