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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与幼儿园被称为幼儿成长中的双主体,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场所,家园之间良好的合作

不仅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个性化和社会化的保障。家庭环境对幼儿的教育作用极

大,作为家庭负责人的家长,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园共育方面存在的信任危机、联系渠道

单一、合作意识薄弱等问题也在家长身上有所反应,影响家园共育质量。本研究围绕家长的家园共

育意识,对L市G县家长开展相关调查,根据回收的信息了解家长在家园共育方面遇到的问题,试图为

其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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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ies and kindergartens are known as the two main bodies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 to learn. Good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kindergartens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the guarantee for the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zation.Family environment plays a great role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as the head of the family, parents 

play a vital role in it. The problems of trust crisis, single contact channel and weak sense of cooperation are also 

reflected in parent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family-kindergarten cooperative education. Focusing on parents’ 

awareness of  family-kindergarte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carries out a survey of parents in G 

County of L City.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we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parents 

in home co-education, and try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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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围绕家园合作共育这一核心概

念,对家长的观念的不同进行分析,选取L

市G县城乡家长为研究人群,采用问卷调查

法,一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79份,回收率

98.75%,其中有效问卷70份,有效回收率是

87.5%,分析数据分析G县家园共育现状。 

2 概念界定 

戈柔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幼

儿教师和家长作为社会个体在活动的过

程中并不是简单而机械的对对方行为做

出反应,而是在交互作用中对彼此行为

进行定义、解释和领悟。基于此,本研究

将家园合作共育界定为家庭和幼儿园双

方共同参与幼儿日常生活、学习生活,

并能够在幼儿教育方面分享交流,且能

够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引导幼儿,促进

其身体、心理健康发展的活动。 

3 家长家园共育意识现状分析 

3.1样本分析 

表1为G县家长样本的简单情况,将

数据进行整理,成简单的频数分布量表,

然后向G县家长发放编制的调查问卷,

终回收问卷、得到70份有效问卷,包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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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家长39份,乡村家长31份。各个年龄段

父母分布均衡,可见此次问卷在反映出

不同年龄段家长们对于家园共育的意识

状态方面有较高的准确性。对于家长们

的学历进行调查发现参与此次调查的家

长高学历的较少。 

表1  家长样本简况 

表述 频数 百分比

爸爸

身份 妈妈

其他监护人

17

41

12

24.29%

58.57%

17.14%

20-25

年龄 25-30

20

10

28.57%

14.29%

30-35

35 岁以上

20

20

28.57%

28.57%

小学及以下

中学

高学历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

34

18

16

1

1.43%

48.57%

25.71%

22.86%

1.43%

城镇

地理区域

乡村

39

31

55.71%

44.29%

托班

小班

孩子班级 中班

大班

14

21

7

28

20%

30%

10%

40%

 

3.2家长对家园共育的价值认知

分析 

3.2.1乡村家长概念理解不明 

家长对概念的认识是其意识的直

接反应。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家长了解

过家园合作,且绝大部分家长感觉有家

园合作的必要,这说明目前G县的家长

比较关注家园合作方面。但是可能是因

为信息获取渠道单一或园方宣传力度

低,大概还存在20%的家长未了解与之

相关的知识,对家园合作这一概念的认

识还不明确。 

3.2.2家长合作意识较弱 

研究显示家长群体存在认为自己只

是普通家长,意识不到与教师的合作关

系,合作意识不强。尤其城镇地域中的家

长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乡村家长的角色意识更清晰一些。这

些现象体现出家长对于家园合作中的角

色意识还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不能很好

的和当地幼儿园教育理念融合。 

3.3家长——教师交流情况现状

分析 

3.3.1交流频率偏低,交流主动性

较弱 

家长与教师的交流是实现家园共育

的重要途径,家长在与教师的交流中了

解孩子的表现,也能向教师反应幼儿在

家情况,双方的信息交换,对于更好的促

进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意义重大。总的来

看,G县家长们与教师交流频率较低,城

镇家长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交流的主

动性也是家长意识的反映,在人们的传

统观念中,教师往往作为一个“告状人”

的身份出现,故很多家长不敢与教师主

动交流,家校合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

些家长存在“主动与教师交流感觉没有

面子”的想法。 

3.3.2城乡家长各有侧重,交流内容

差异较大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家长和教师交

流的内容虽都涉及多个方面,表示出对

孩子教育内容的重视程度。但在关注的

内容方面存在城乡偏颇,表现为乡村家

长要对孩子的学习方面、兴趣爱好、思

想品德方面更加关心,更关心孩子的学

习方面及课堂知识的获取情况,城镇家

长则更关心孩子的行为习惯方面。 

4 提高家园共育有效性的策略 

4.1内部提升——对家长的呼吁 

4.1.1尝试了解园所工作 

传统观念里教师被称为“教书匠”、

幼儿园被看作是保育场所,既否认了幼

师职业的专业性,也忽略了幼儿园的教

育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的地位逐

步提升,幼儿园工作逐步注重保教结合。

“5+2=0”的情况多是由于家长在家园

共育过程中,对教师工作的不了解、不配

合导致。家长向幼儿园提供支持的情况

与对园所工作的了解程度与呈正比,说

明家长对幼儿园工作了解的越多,则幼

儿园开展工作更容易获得家长的支持。 

4.1.2积极参与园所活动 

改变“教师负责幼儿园、家长负责

在家教育”的思想,避免园所教育与家庭

教育出现裂纹。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教师与家长处于平等地位,是密切的合

作伙伴,避免高人一等,学会肯定教师的

劳动并为合作建言献策。三需做到知行

合一,积极主动参与幼儿园活动,形成教

育合力,为幼儿健康成长创造稳定融洽

的氛围。 

4.1.3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除了家长会、

宣传海报等,还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渠道

进行学习。家长可采取通过观看相关电

视栏目、网络搜索等途径了解家园共育

的概念,改变“知识的学习局限于书本”

的状况,充分利用身边的教育资源,拓宽

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途径,努力提高自身

知识积累。 

4.1.4提升交流的有效性 

家园共育一方面在于教师,一方面

在于家长。家长更需要合理安排工作时

间,增加与教师进行交流的时间,交流时

善于提问,清晰了解幼儿在园生活,关注

幼儿的全面发展。教师主动传递,家长被

动接受的情况会使交流内容受教师单方

面意识的影响。交流是了解幼儿生活的

简单直接的途径,家长们需要提高重

视程度,积极向幼儿园反馈,提出合理的

意见,提升交流的质量。因此呼吁家长敞

开心扉,积极主动与教师交流、真诚的进

行合作,共同解决育儿过程中的问题。 

4.2外部支持——园所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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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举办专题讲座,创设学习环境 

幼儿园的宣讲力度是影响家长意识

的外部因素之一。幼儿园作为家长获取

幼儿教育信息的渠道之一,应履行宣传

正确的育儿理念的义务。开展专题讲座

是传递理念、普及知识的有效渠道。从

家长更关心的问题入手,传达科学合理

的育儿知识,更容易赢得家长的信任、提

升家园共育质量。 

幼儿园与家庭的接触的长期性、有

组织性、有计划性是选择科学有效的家

园共育内容,将教育理念渗入一日教学

中的优势所在,外环境可无形中提升家

长的参与意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营

造合作氛围时,要尊重家长的想法,了解

家长的现实需求,才能调动家长对合作

的积极性,提升家长家园共育意识。 

4.2.2发挥社区的作用,增进信息交

流沟通 

戈登在关于家园共育的模式时就提

出社区影响模式,幼儿园可以选择社区

作为中介,进行家园共育知识的宣传。虽

然城乡不同园所的教育理念不同,但教

育目的相同,因此,信息的交流为家长提

升意识做好充分的环境渲染。如幼儿园

与社区联合举办活动、在社区宣传栏宣

传育儿理念,对积极参与的家长公开表

扬；或通过召开乡村家长会等方法宣传

家园共育理念,力求为家长解决实际问

题。亦或幼儿园之间的经验交流会,分享

家园共育经验,将更具有时效性的方法

大范围推广。 

4.3专业引领——教师的专业提升 

4.3.1强化共育理念,提高交流频

率 

教师扮演着家园共育的实践者、践

行者的角色,深入理解新《纲要》的“理

解、支持、参与”“合作伙伴”等词语,

定位自身与家长的关系,与其平等相处,

成为家长的伙伴。加强自身的专业能力,

将科学理念进行传递,以提升家长意识。

在提升自身修养的同时,需要理论结合

实践,主动与家长进行沟通,分享经验。

对于不积极型家长,则需要教师更主动,

可多种渠道联系家长,如微信QQ等线上

渠道或者家园联系手册、家访线下渠道,

不可局限于接送孩子的时间段。 

5 结语 

家园共育在幼儿教育之中是不可或

缺的,幼儿园为其提供环境、教师做好专

业引领外,还呼吁家长要以饱满的热情、

积极的态度,配合教师、园所工作,敞开

心扉交流,深入合作探究,学习家园共育

知识,与幼儿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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