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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未来发展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当下社会对幼儿园

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园共育是幼儿园开展幼儿心理

健康教育的重要方式,通过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的教育强化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基于此,文章就家园共

育的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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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stage of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 so the current society requires an increasingly high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home 

co-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Through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home co-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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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

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教育工作的

首要任务,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

要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而处于幼儿阶段的幼儿本身其心理承

受能力相对较差,在外界环境以及家庭等各方面原因的干扰下,

使得部分幼儿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在幼儿园教育中,家长作为幼

儿最亲近的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家庭与幼儿园的合作和

沟通显得尤为重要。 

1 家园共育的内涵 

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

合作伙伴,幼儿园应本着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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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共育理念突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家长加入幼儿园课程

建设工作中,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开展高效的幼教活动,一同促

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学前教育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使幼儿拥有健全的人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拥有积

极稳定的情绪,帮助幼儿适应新的生活、学习环境,身体与心理处

于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行为习惯。 

2 家园共育在幼儿心理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1增强幼儿的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管理是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家庭是幼儿

情绪管理能力发展的主要场所之一,而幼儿园则是幼儿情绪管

理能力发展的重要机构之一。家园共育可以通过整合家庭和幼

儿园的资源,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情绪管理学习机会。家长可以在

家庭中对幼儿进行情绪管理的训练和指导,幼儿园则可以通过

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幼儿提高情绪管理能力。

通过家园共育的实践,可以有效增强幼儿的情绪管理能力,帮助

幼儿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情绪问题。 

2.2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从幼儿出生到幼儿进入幼儿园阶段,幼儿接触的主要对象

就是父母,而在教育幼儿的过程中,父母也会逐渐了解幼儿的秉

性和特点,因此在家园共育的背景下,家庭可以为教师提供较为

精准的一手资料数据,进而为教师有针对性的教学提供保障。而

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后,其生活环境开始逐渐扩大为家庭和学校

两者之间的转换,所以以幼儿为衔接点也使得学校和家庭之间

有了更多的交集,使得教师能够收集到更多有关家庭教育的信

息,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可以对幼儿进行针对性的

引导,进而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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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促进幼儿的社交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的发展 

社交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家庭和幼儿园是幼儿社交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发展的重

要场所。家园共育可以通过整合家庭和幼儿园的资源,为幼儿提

供更多的社交和情感体验,促进幼儿社交能力和情感管理能力

的发展。家长可以在家庭中对幼儿进行社交和情感管理的训练

和指导,幼儿园则可以通过教育活动和教学方法,提高幼儿的社

交和情感管理能力。通过家园共育的实践,可以为幼儿提供更丰

富、更全面的社交和情感体验,促进幼儿社交和情感管理能力的

全面发展。 

3 常见幼儿心理问题及成因 

3.1常见的幼儿心理问题 

在相关社会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幼儿表现出的不良行为,都

隐含着心理层面的问题。其中不良习惯、抑郁、自卑、焦虑、

多动、坐立不安、偏食等都属于心理问题,且在幼儿教育中表现

显著。但大部分幼儿教师并没有从心理层面对其产生认识,只是

单纯地从行为角度进行教育管理。有研究学者开展了幼儿心理

家庭调查,证明幼儿存在多种心理问题,一般表现为固执、焦躁、

胆怯、对于他人过度依赖、易怒、易哭、讲脏话、出现攻击

行为、咬指甲等,也有部分幼儿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如

性格孤僻偏颇、语言障碍、退缩性行为、神经质倾向等。调

查研究结果再次证明,传统教育观念认为幼儿具有无忧无虑

的心理特征存在严重偏颇,心理健康问题出现了显著的低龄

化发展趋势。 

3.2幼儿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幼儿心理问题的表现情况十分严峻,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

十分复杂。其中外部环境对幼儿心理问题的影响十分显著。首

先是家庭成长环境因素,经过观察发现,大部分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的幼儿,其家庭环境往往也存在问题,其中离异家庭、单亲家

庭的幼儿心理问题更为普遍,问题严重程度也更高。部分幼儿在

家庭环境中遭受过挫折,导致其产生的负性情绪隐藏于内心,在

遭遇外部刺激时,其情绪容易出现难以控制的宣泄和崩溃。除此

之外,也有部分幼儿在幼儿园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包括幼儿

之间的孤立行为、学习和生活压力等导致幼儿长期处于较为严

重的心理压迫状态下,难以得到情绪的释放,最终对心理健康造

成较为严峻的影响。 

4 家园共育的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实践研究 

4.1利用信息化技术,展开多元交流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技术在各行

各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其有效地推动了传统行业的转

型和发展,所以教育局也提出了要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教学中。

虽然近些年来家长也开始逐渐参与的家校共育模式中,但是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学校之间仍存在断节的问题,而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打破传统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

并且其可以通过聘请专门的心理咨询专家来对家长教育进行指

导,保证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科学性的同时,也实现了教育方式、

教育手段的多元化。除此之外,以信息化技术构建的“云平台”

还具有共享、储存的功能,所以其可以将教育的资料放置在该平

台上,家长也可以结合家庭教育的实际情况,通过线上的方式实

时观看教育内容。家长也可以与幼儿同时观看,这样不仅能够帮

助幼儿树立榜样作用,而且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实时的语言引

导,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教育效果。除此之外,借助该平台家长也

可以上传幼儿的身心情况,而教师也可以通过该数据制定完善

的教育方案,从而使教育方案更具有针对性,进而实现家园共育

理念的深化。例如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幼儿的实际情

况与家长开展线上1对1的家长会,通过教师对幼儿阶段性的表

现进行总结,而家长也需要讲述幼儿在家里的表现,通过有效的

沟通来制定完善的教育方案。 

4.2以实践感知为契机,合理引导促成长 

不同阶段幼儿的发展情况不同,受年龄差异的影响,幼儿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心理上会有较大的变化。在家园共育背景下的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家长和教师要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制订

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首先,培养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幼儿受年龄、能力、生活

经验等因素影响,常出现抗拒集体生活的问题,而且部分幼儿比

较依赖家长,独立性较差。对此,教师和家长可以开展社交活动,

如“我的新学校”“我班级里的同学”“我的幼儿园”等主题活

动,通过实践类活动逐渐强化幼儿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主

题教育中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其次,培养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小班幼儿为例,部分小

班幼儿刚刚进入幼儿园时,因家庭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呈现较强

的自我中心意识。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可以和家长一起设计主题

性活动,通过集体社交的方式,培养幼儿的社交能力。例如,在主

题活动“幼儿园里朋友多”中,教师可邀请家长走进园所,和家

长一起鼓励和引导幼儿,使其与其他同伴沟通交流,帮助幼儿结

交新朋友,逐渐改善其自我中心意识。在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活动

中,教师可以给予幼儿适当的鼓励,如奖励小贴纸、橡皮、铅笔

等物品,引导其与同伴友好交往,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交能力。 

4.3尊重幼儿的差异性,多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 

3~6岁幼儿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存在着较强的个体差异

性。少数家长忽视幼儿的差异性,使用对比的方式开展幼儿教育,

容易使幼儿出现消极情绪。在家园共育背景下,教师要引导家长

尊重幼儿的差异性,强调鼓励、赞赏教育在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中

的重要性,为幼儿构建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第一,教师要引导家长改变传统的教育观,让家长理性面对

幼儿之间的差异,学会尊重幼儿的差异性。 

第二,教师要向家长讲解鼓励、赞赏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的

作用,让家长了解幼儿在园内的生活情况,认识到鼓励、夸奖、

赞赏能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让幼儿获得成就感,促进幼儿身心

的健康成长。 

第三,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在幼儿游

戏、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幼儿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家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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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幼儿一起游戏,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幼儿在实践中提升

心理素质。这种教育方法能有效拉近亲子距离,在家长的耐心引

导与帮助下让幼儿树立坚持不懈、不气馁、不逃避的意识,是开

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第四,在家庭教育中,教师要引导家长多进行鼓励、夸赞、

肯定的评价。例如,在幼儿整理看完的故事书后,家长可对幼儿

说：“你收拾得可真整齐,是一个能干的好宝宝。”在幼儿向家长

讲述自己的学习经历后,家长可对幼儿说：“你真聪明,真棒。”

此类积极、肯定的评价能让幼儿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到成就感,

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有利于提升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4.4树立正确的家园共育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观念 

毋庸置疑,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要基于发展现状树立正

确的家园共育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观念,如此可以促进家庭

和幼儿园的有效合作,并且也能进一步提高幼儿的心理健康

水平。以下是树立正确的家园共育和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观念

的具体对策。 

首先,需要推动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融合。幼儿园应该

将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互动和合作

的机制,形成家庭和幼儿园一起育儿的格局。家长也应该认识到

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与幼儿

园共同育儿。其次,需要加强家长的心理健康意识。家长需要具

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更好地指导幼儿成长和发展。幼

儿园可以加强对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家长的心理健康意

识和能力。同时,幼儿园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管理,

为家长和幼儿提供良好的心理健康环境。最后,要针对性地关注

幼儿的心理健康情况,将其作为主要问题,并遵循以幼儿为主体

的基本原则,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与措施,实

现教育的多元化与科学性,并给予幼儿全面的支持。换言之,家

长也要以身作则,正确认识自己的肩上的重担,融入家校共育体

系之中,关注孩子的心理发展情况,并为其提供支持。 

4.5教师定期总结,不断调整共育方案 

幼儿园要重视教师有关家园共育的总结工作,要求每一位

教师要有创新意识,动态地发现家园共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积极结合自身教学情况给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为了激发

教师的工作热情,幼儿园需要对家园共育工作优秀者实施奖

励,具体包括薪酬、月假、年假等方面的综合政策,满足教师的

多元需求。当然,这种总结工作必须纳入家长,要对家长进行充

分的观察、考察、沟通之后,找到具体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经过彼此讨论形成应对方案。这样的总结方案才具有实用价

值。当然,家园共育平台的有关数据也是教师总结评价时不可忽

视的元素。 

5 结语 

综上所述,家园共育的理念有效减少了教师教学的压力,而

且也充分发挥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实现了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的合理划分,是当下家园共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手段。而教

师和家长也需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并借助信息化平台来构建教

师与家庭的长期合作战线,提高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时效性的同

时,也能够有效减少幼儿学习所面临的压力,为幼儿未来健康的

成长和发展提供保障。总而言之,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幼儿园、教师、家庭三方面通力协作,更需要

有机结合,互相渗透,持之以恒,让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才

有希望看到祖国的未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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