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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接触最多的就是家庭和幼儿园，两者在幼儿的成长中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家园共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方法，幼儿园要
想提高幼儿的管理工作，就必须与幼儿家长进行紧密联系，在
得到家长支持和理解的同时，提高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成效。当
前，教师在与家长沟通的过程中面临着信任困局，这给家园共
育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针对幼儿教师面临的“信任困局”状
况，本文探讨在家园沟通中教师如何做好家园的联系工作，希
望对幼儿园管理提供帮助。

1  家园沟通的概概念
家庭沟通是指孩子的父母与幼儿园老师等工作人员之间的沟

通，双方发挥教育合力，培养孩子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对
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发展、智力发育、行为习惯、健康成
长等进行交流与探讨，为幼儿营造和谐幸福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从而极大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及时有效的家园沟通可以加强
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相反，缺乏家园沟通可能将导致家
长与幼儿教师的误解，从而影响幼儿的正常教育[1]。因此，在
幼儿入园后的成长阶段，为了培养幼儿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必须重视家园沟通。

2  幼儿教师“信任困局”产生的原因
2.1 公众对儿童心理特点的“误读”
心理学上已有大量研究证明，3～6 岁儿童是有可能说谎

的。相关研究表明，5 岁时儿童对谎言的理解已经达到成熟水
平；1 4 岁儿童会采用“制造虚假痕迹”“破坏证据”等欺骗
方式与方法[2]。对于儿童出现说谎行为的原因，也有非常丰硕
的研究成果，3～6 岁儿童既存在无意说谎行为，也存在有意说
谎行为。在公众心目中，孩子是天真无邪的，公众对孩子说谎
的心理动因和表现形式缺乏全面、科学的认知。当孩子与教师
的描述不一致时，家长往往会更多地去考虑教师所言有多少可信
度，而非孩子有没有可能说谎以及孩子为何说谎，如果此时园
方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教师所言的真实性，那么家长就更有可
能猜疑。

2.2师幼关系引发的“关切”
在公众眼中，3～6岁儿童很稚嫩，自我保护能力弱，很容易

受到伤害，而教师则是身心健全的成年人，拥有专业地位与权威，
由此，人们便会产生“孩子很弱小”“教师很强势”的认知。得知
孩子在园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后，家长很容易“关心则
乱”，进而可能对教师的言行产生怀疑[3]。加之近些年来一些关
于“幼师虐童”的真真假假的报道见诸各类媒体，在这类负面资
讯的冲击之下，家长的这种担忧心理便会加剧。当孩子在园发生
意料之外的事件时，家长受媒体影响所形成的对幼儿园教师的刻
板印象，难免会产生投射效应，从而导致家长对教师产生各种猜
测和质疑。

3  化解对幼儿教师“信任困局”的对策
3.1 积极引导家长做好孩子入园的心理“防线”
孩子刚入园，可谓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无论是物质环境还

是精神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孩子入园后如果出现一些意外状况，
家长可能会将其归因于孩子在园受到了不良对待，这让教师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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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园共育是当前学前教育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形式，可以突出幼儿园与家庭的双重教育。针对“信任困局”的状况，教
师在与家长沟通时要以诚相待，两者沟通的目标要一致，帮助孩子尽快成长。

【关键词】幼儿教学；信任困局；沟通能力

百口莫辩针对这类情况，教师需要在孩子初入园时做好引导工
作，有意识地帮助家长形成科学的育儿理念。家长有了足够的
心理准备，心态就会比较平和，在孩子出现意外情况时也更能
理性对待。同时，自孩子入园之日起，教师就可以针对一些共
性问题给家长提供专业性的教养意见，这样的提前沟通，一方
面能让家长更支持幼儿园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让家长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做好心理准备。在一些意外情况发生时，家长由于已了
解相关信息，就会少一些猜疑，减少将所有责任都归于教师及
园方的可能。家长就是因为未意识到幼儿园集体生活与家庭生活
环境之间存在差异性，才会将孩子的生病归因于教师照顾不周，
不够尽责。如果教师在事件发生后才试图解释，就容易被视为
推卸责任，此时，沟通的难度会增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3.2通过积极的互动提升家长的信任感
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感是在三年的日常相处中逐渐积累起来

的。如果教师平时尽职尽责，逐渐获得了家长的高度信任，即使后
续发生一些矛盾与冲突，也比较容易解决，尤其是孩子刚入园阶
段，教师需通过认真负责的工作表现让家长放心，这是非常关键
的，因为在此阶段孩子正面临入园适应问题，家长尤其关注孩子是
否得到教师的精心照顾和引导，家长由此开始认识和了解教师，对
教师形成是否值得信任的“首因效应”。反之，如果家长通过前期
与教师的互动，对教师的信任感积累不足，那么在发生意外事件
后，家长更可能对教师的言行产生“恶意推论”。信任感的建立是
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当平时家长透露出对教师言行不甚信任的微弱
信号时，教师不能视作小事置之不理，而是需要及时反思自己在日
常与家长的互动中存在哪些不足，进而积极主动地加以改进，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事”发生时家园之间矛盾冲突的激化。

3.3努力避免时间差引发的信任危机
孩子在园发生各种意外伤害事件之后，对家园沟通时间点的

把握非常关键。因孩子入园后与家长处于时空上的隔离状态，这
使得家长获知孩子的相关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他者言
说性”，即依赖于事后教师或孩子的描述。一般而言，若能及时迅
速地与家长取得联系，让其获知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家长产生猜疑心理。第一时间向家长反映情况，既是
对家长的尊重，也反映出教师尽责的态度。反之，如果事件发生
和告知家长之间有明显的时间差，就可能引发信任问题。现实中，
如果超出了家长心中认为合理的时间差，就可能让家长产生误会，
加剧对园方的不信任感，这样，后续解决问题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此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教师由于疏忽等原因，未把孩子
在幼儿园发生的意外事件告诉家长，家长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或者
孩子的转述得知的，这会进一步降低家长对教师的信任度，家园
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易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事件发生后教师若能
缩小时间差，掌握沟通的主动权，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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