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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阶段处于行为习惯培养的黄金阶段,幼儿教师要把握好契机,加强对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

为幼儿步入小学夯实基础,更为幼儿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在幼儿园,由幼儿教师负责引导、教育,但当他

们回归家庭后,则由家长承担主要的教育责任。教育责任主体要明确自身的职责,携起手来,形成教育合

力,提高行为习惯教育的连贯性,为幼儿创设更加优质的成长环境,尽早、尽快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

未来成长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此,文章以幼儿园教育为载体,首先概述家园共育理念,接着分析家园

共育在幼儿园行为习惯培养方面的价值、开展措施,最后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希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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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are in the golden stage of behavior habit cultivation,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behavior habit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to enter 

primary school,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preschool teache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guidance and education, but when they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the 

parents will assum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education.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should 

clarify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join hands, form educational force, improve the coherence of behavior habit 

education, create a better growth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develop good behavior habit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takes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s the carri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home co-education, then analyzes 

the value of home co-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kindergarten behavior habit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matters for atten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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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习惯影响着个体身心健康、能力培养、品德塑造以及

个性发展,因此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至关重要。倘若幼儿从小

树立正确的行为习惯,那么就能够让他们终身受益。当然,这并

非一蹴而就,仅凭幼儿园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家长

的支持和配合。正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到的：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

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

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幼儿园和家庭只有协调运作,共同前

行,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幼儿良好行为习

惯的养成。 

1 家园共育理念概述 

什么是家园共育呢？简单来说,就是家庭与幼儿园一同开

展教育工作,在幼儿教育中,并非家庭或幼儿园单方面地进行教

育,在家长与幼儿成长发展中,家园共育非常重要、必要[1]。家

园共育的落实,首要任务是建立信任关系；其次,在开展教育工

作时,同步引领家长更新教育观念、理念；鼓励家长参与到幼儿

园教育工作中,积极整合家庭和幼儿园资源,家园合作、家园共

育,实现幼儿教师、幼儿和家长共同成长。 

2 家园共育在幼儿行为习惯培养方面的价值 

2.1实现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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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漫长

的系统工程,离不开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在落实这项工作时,

仅凭幼儿园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

配合。通过家园共育的实施,将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两种模

式进行有机融合,实现互补,为幼儿提供更加优良的行为习惯教

育,帮助幼儿夯实成长、成才的基础。 

2.2满足需求 

幼儿园阶段的儿童处于身心发育的起始阶段,他们在这个

阶段接触的人或环境、接受的教育,影响着其未来发展[2]。在幼

儿一生发展中,家庭、幼儿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

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长,都要高度关注自身在幼

儿行为习惯培养方面的价值,并且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落

实这项工作。家园共育理念下的幼儿园行为习惯教育,能够凸显

这一点,引领家庭和幼儿园合作互补、携手共进,更好地满足幼

儿日益增长的多元成长需求。 

3 家园共育理念下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措施 

3.1注重沟通,达成共识 

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并非幼儿园或家庭一方的任务,

而是彼此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善于发挥主体作用,培养幼儿良好

的行为习惯。与家长相比,幼儿教师往往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

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系统培训、教育,具备较为科学、先进的教

育观念,能够从科学育人的视角出发,开展与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相契合的教育工作[3]。在家庭教育中,大部分家长往往是依赖经

验积累,侧重于个人习惯、喜好。这样,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局

面,即幼儿园、家庭教育发生冲突,使得家园共育成效不尽如人

意。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内容性质、种类等存在差异,在实际操

作中,可采取的方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幼儿园应当强化与

家庭之间的沟通、互动,彼此密切配合,形成互补,为家园共育质

量提供坚实保障。如,幼儿教师要肩负起自身的职责,主动加强

和家长的联系,创建家园互动的平台,为彼此之间的合作创造良

好的机会,引领家长学习和了解幼儿园教育理念、方式,学习更

加专业、先进的培养理念。通过开展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活

动,将部分系统、专业育儿知识传授给家长,鼓励家长直抒己见、

畅所欲言,进行育儿心得、经验的交流和分享。信息化时代背

景下,幼儿教师也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将幼儿在幼儿

园的表现分享给家长,同时鼓励家长在线反馈幼儿在家中的

表现,强化家园沟通和互动,调整和优化教育方案,让教育工

作更具针对性。 

3.2构建纽带,建立联系 

通过家园合作联系的建立,促进幼儿园和家庭的沟通、交

流。一方面,幼儿教师可以与家长分享幼儿在幼儿园中的表现,

便于家长了解幼儿的情况；另一方面,家长也可以和幼儿教师分

享幼儿在家中的表现,共同商讨对策,更好地监督和约束幼儿的

行为习惯。家园共育的落实,帮助家长第一时间发现幼儿的正面

表现,并予以夸赞、表扬。当然,也可以及时发现幼儿在幼儿园

中的问题或不足,帮助幼儿教师解决,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

惯。家园合作是幼儿教师和家长共同的一个重要途径,便于双方

了解幼儿日常学习、生活情况,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能力,形成

正确的行为习惯[4]。在幼儿园,当幼儿教师完成基础知识、技能

的传授后,可以给幼儿布置一些作业或任务,让幼儿在家长的监

督或配合下完成,助推家园共育实施。如,幼儿教师给幼儿布置

行为作业：自主进餐,专心吃完自己的饭菜；早睡早起,漱口、

洗脸；整理课桌、垃圾分类；穿、脱简单的衣服；收拾自己的

物品、玩具；自己穿衣服、鞋袜；每天阅读一本绘本……家长

发挥好自身的引导作用,辅助幼儿完成作业,掌握更多学习、生

活技能,形成良好的自理能力和行为习惯,为后续成长发展筑牢

根基。当然,在家园合作中,家长也可以就幼儿的表现进行反馈,

便于幼儿教师了解幼儿的优点、不足,有针对性地指导,在弥补

不足的同时,发扬长处。幼儿教师和家长分享科学育儿方法、技

巧,共同做好行为习惯教育,让幼儿行为习惯可以在家园共育中

得到良好成长、发展。 

3.3讨论问题,引发反思 

为了让幼儿园行为习惯教育工作更具实效,幼儿园就要与

家庭保持密切联系,从家长处获得一些建议或数据,就共性问题

进行交流和讨论,为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发展添砖加瓦。

一方面,彼此要就幼儿在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不足等进行调查,

既要关注幼儿在幼儿园的表现,也不能忽视幼儿在家中的情况。

幼儿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一些问题,号召家长填写问卷,

这样幼儿教师就能够有侧重地调整行为习惯教育的方向,并引

发家长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反思。如,在幼儿园,一些幼儿在用

餐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用餐速度缓慢、用餐不熟练、插

队以及不排队等,尽管幼儿教师一再强调、提醒,但幼儿表现缺

乏稳定性,依旧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此,幼儿教师就有必要紧

扣相关问题,展开调查,进行电子问卷的设计,并且将其分享给

家长,让家长填写[5]。这样,就可以较好地了解幼儿在家中的用

餐习惯,如幼儿是否能够独立用餐、是否有挑食的问题、是否会

主动收拾餐具等。通过问卷的设计,引导家长反思现实生活中是

否对孩子过度溺爱,在后续教育中更加配合幼儿园,培养孩子独

立用餐的习惯。除此以外,幼儿教师还可以根据数据来进行问题

分析,以匿名的形式,分享调查数据,根据幼儿实际表现和身心

特征等,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这样,通过彼此的交流和沟

通,让更多的家长意识到行为习惯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到这

项工作中,创设和谐、融洽的教育氛围,助推幼儿良好行为习惯

的养成。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共性问题的交流和探讨,幼儿教师

要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把控好氛围、话题,实现平等交流、高

效互动。 

3.4开展活动,强化实践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

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家园

共育理念下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幼儿教师抓住幼儿活泼、

好动,且对新鲜事物有着极强兴趣和好奇心的特点,组织幼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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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幼儿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掌握丰富知识,

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6]。一方面,开放式参观活动的开展。幼儿

园邀请家长入园,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环境,明确幼

儿园教育理念,与幼儿教师一同教育和指导幼儿,推动幼儿良好

行为习惯的发展。设计趣味十足的亲子游戏活动,由幼儿教师扮

演裁判,随机给出某个职业,家长根据职业来表演,幼儿负责猜

这是什么职业。在游戏过程中,渗透行为习惯教育。如,就消防

员这一职业来说,可以引导幼儿思考,如何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

的消防员,引申出从小树立正确的行为习惯,严于律己,对自己

高要求、高标准等,开阔幼儿眼界、增强幼儿思维,并让幼儿在

无形之中受到感染,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另一方面,技能竞赛的

开展。幼儿年龄不大,有着极强的表现欲和胜负欲。幼儿教师可

以将竞赛与行为习惯教育有效整合起来,设计趣味十足的竞赛

活动。为了让活动更具趣味,可以邀请家长共同参与,与幼儿协

作,共同完成活动。如,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幼儿园组织了“叠衣

服”大赛,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比赛。在比赛开始前,给每个家庭

分发相同数量的衣服,在规定时间内,叠衣服最多、最好的家庭

获得胜利。在这样的活动中,幼儿全身心投入其中,不仅强化了

叠衣服的技能,也感受到了劳动的乐趣。在最后,选出最佳的劳

动小能手,对幼儿进行表扬、奖励,增强幼儿自信心,发展幼儿良

好劳动行为习惯。 

4 注意事项 

4.1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是家园共育的基础,要做到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

的科学性。幼儿园分享一些专业、系统的育儿资源,或是指导家

长育儿经验,或是开展家长会等,都要严格遵循科学发展的原则,

保证教育内容、形式与幼儿年龄特点、发展需要相契合,助推行

为习惯教育稳步开展,达到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效果。 

4.2公平对待 

家园共育理念下的幼儿园行为习惯教育,幼儿教师要认识

到一点,即幼儿、家长都是指导主体,幼儿教师提供的指导和分

享的资料,可以根据幼儿身心特征和发展规律等,凸显因材施

教、因人而异,但切忌因家境悬殊而“区别对待”[7]。不论是每

个家庭,都可以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具有相同的师资团队、育

儿经验等。新时期的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要坚持公平对待的原则,

即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家长和幼儿,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家

园共育的作用。 

4.3开放公开 

家园共育理念下的幼儿园教育,要积极共享教育资源,开放

育儿信息,公开教育过程。当然,对于育儿知识的交流和讨论,

也要突破时空的束缚。幼儿园分享的教育资源、信息面向的是

所有家长,家长和幼儿教师可以就幼儿的实际表现,随时随地地

交流和沟通,而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等的束缚,影响到彼此的联

系[8]。不论是幼儿教师还是家长,都要做到开放公开,彰显作为

育儿主体的价值。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幼儿园必须要注重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形成良好

伙伴关系,让幼儿能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保持正确的言行,提

升人格魅力。具体而言,可以从注重沟通,达成共识；构建纽带,

建立联系；讨论问题,引发反思；开展活动,强化实践四个方面

入手,加强家园合作,发挥出家园共育在幼儿园行为习惯教育中

的价值、功能,促进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为其日后成长发

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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