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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1.1幼儿园亲子活动

幼儿园亲子活动有比较经典的定义。史爱芬(2013)认为幼儿

园亲子活动是家庭与幼儿园,为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共同构建的家园

合作课程,主要以提升家长教育观念与行为,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亲子关系,并以师幼互动。亲师互动为核心内容,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一类教育活动。[1]公燕然(2013)认为,幼儿园亲子活动

是由幼儿园创造一定的条件,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以教师为主导?教

师与家长共同组织幼儿活动的一种幼儿园教育方式。[2]综合现有研

究成果,该研究认为,幼儿园亲子活动是幼儿园倡导,由幼儿园教师

组织、指导、协调,幼儿园、教师、家长及幼儿共同参与的针对3～

6岁儿童家园共育的重要形式。

1.2家长参与度

借鉴学界研究成果，该研究认为家长参与度是指为了更好实

现幼儿家园合作共育目标,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中表现的认

知、行为、情感等因素，主要指家长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时

间、精力、态度、程度等参与行为。

2　家长亲子活动参与度现状调查

对H省N市12 所幼儿园幼儿家长随机抽样，发放调查问卷

144份，回收140份，回收率97%。现将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2.1参与家长

（1）家长性别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参与家长性别的差异，是观察家长亲

子活动参与度的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

家长的性别差异明显，详见表2-1：

表2-1     参加亲子活动家长性别

如表2-1所示，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时，男性家长只占

极小部分，仅约为女性家长的三分之一，男女占比严重失衡。从

调查结果中明显看出，男性家长参与亲子活动态度不积极，致使

亲子活动中参与家长不均衡，降低了参与度，长此以往亲子活动

质量难以保证。

（2）亲属关系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参与家长的身份不同，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不尽相同，而幼儿父母应作为最主要的参与者。为更清晰了解参

与家长的身份情况，本文主要从“爸爸”“妈妈”及“其他”三个

维度调查幼儿园亲子活动参与家长的亲属关系，从结果看知，幼

儿亲子活动中母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参与度相当高；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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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虽然位居第二，但是仍然低于母亲很多，说明相对母亲

而言父亲参与度偏低。

2.2家长参与的主要领域

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特点、类型、内容和策略等，都会对家长

参与度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则尝试从“家长参与亲子活动的主要

领域”维度管窥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情况：

表2-2     家长参与亲子活动的主要领域

通过数据表明，家长参与过的亲子游戏、亲子制作以及亲子

运动会这三种活动占据总比例55.7%，其他各类活动参与过的人数

相对较少。

2.3教师的指导方式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活动组织者教师针对师幼间、亲子间等表

现的指导情况，也会对家长参与度有影响。N市抽样幼儿园教师对

于亲子活动指导方式调查结果分析，46.2%的家长认为教师在活动

前会进行整体性的指导说明，30.9%的家长认为教师会在活动中向

家长和幼儿进行示范性点拨，9.4%的家长认为教师在活动中对幼

儿直接指导,忽视了家长,家长处于旁观的状态，仅有10.3%的家

长认为教师会在活动后分享交流经验。

由此可见，教师的指导大多选择了在活动开展前、活动开展

中，这两部分的总占比较大，缺乏活动结束后的指导。部分教师

只选择在活动中对幼儿指导，忽视了家长在亲子活动中的地位。

2.4参与家长的收获

家长参与活动的收获，为后续亲子活动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调查显示，参与家长的收获情况分析得知，3.2%的家长参

加亲子活动后表示与教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9.7%的家长认为参

加亲子活动后表示认识了其他的家长,交流了育儿经验，仅有7.3%

的家长认为参加亲子活动后激发了他们参与幼儿教育的热情，

45.2%的家长认为参加亲子活动后加强了家园之间的联系,提高了

育儿的有效性。

现阶段虽然多数教师与家长能够从主观层面认识到亲师互动

项目 选项 数值 百分比

您的性别是？
男 37 26.40%

女 103 73.60%

项目 选项 数值 百分比

您参与过幼儿
园开展的哪些
亲子活动?

亲子游戏 29 20.80%

亲子制作 23 17.10%

亲子才艺展示 13 9.40%

亲子运动会 24 17.80%

亲子外出游玩 14 10.50%

亲子场馆参观 46 3.30%

亲子社会实践活动 89 6.40%

亲子阅读活动 14 10.50%

其他 5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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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子互动中双方应处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但在活动筹划、

实施与评价过程中亲师互动与亲子互动的具体行为仍较为缺乏，

且家长一直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在实际活动中，真正深入投

入活动中、有参与热情的家长并不多。

3　家长亲子活动参与度现状分析

3.1活动类形单一

通过问卷中主观题的反馈，家长比较期待新式亲子活动。

虽然亲子游戏、亲子制作形式非常多样，但现实中没能真正激

发家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忽视了家长参与活动的体验性。幼儿

的成长，需要更丰富多彩的环境，因此幼儿园应当进一步丰富

亲子活动形式、内容、方式等，引导家长不仅仅关注幼儿动手

操作能力以及身体素质，更需要整体关注幼儿各个方面的全面和

谐发展。

3.2 教师指导不足够科学、全面

从问卷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家长希望教师应该多组织亲子活

动后的分享交流，希望由此得到更多的育儿经验。教师在活动

前对家长进行整体性的说明、指导以及在活动中进行示范性点拨

这两方面做的比较好，但是也存在着教师在活动中对幼儿直接指

导,忽视家长,家长处于旁观的状态，并且教师在活动后与家长进

行的沟通、交流较少。幼儿与家长的互动十分重要的，教师与

家长的沟通也是十分重要的。

3.3父亲参与度不高

通过对家长的询问了解到，很多家庭中父亲是主要劳动

力，父亲通常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参与亲子活动。另一方面，男

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更加要面子，一部分父亲认为在公共场合下进

行一些亲子活动脸面放不开，拘束感重，也会有一部分父亲本身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不重视，关注度不够，觉得教育子女的

问题更多的责任在于母亲，因此造就了父亲参与度不高的现状。

3.4家长参与热情不高

N 市12 所幼儿园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大

部分家长认为亲子活动有价值，但在实际活动中，真正深入投

入活动中，有参与热情的家长并不多。很多时候只是幼儿园开

展了活动，家长被动性参加。另外，不少亲子活动是为了活动

而活动，重形式、宣传，而忽略家长、幼儿期望的亲自效果。

以上种种，势必会造成不少家长对此类活动有抵触，影响参与

热情。

4　改善家长幼儿园亲子活动参与度的策略

结合前期调研、分析，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改

善幼儿园亲子活动家长的参与度。

4.1转变家长观念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有时候家长只是因为幼儿园开展了亲

子活动被动性参加，也有很多家长在公共场合里做游戏表示放不

开。更多家长只是希望活动中发现幼儿掌握了哪些知识、哪些

技能，家长如果只是不明就里的参加活动，就很容易忽视幼儿

参加亲子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要及时转

变观念，理解亲子活动开展的意义和内涵,要真正认识到亲子活

动开展的实质,积极协助幼儿教师开展合作,切实做到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4.2教师加强全面指导

在亲子活动中，由于家长人数较多,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做好

准备,逐步引导和影响家长的各项行为。教师在与家长进行沟通

的过程中,如果家长的表现相对突出,教师可以通过表扬的形式对

家长进行鼓励,强化家长的观点和行为,树立榜样激励其他家长努

力和学习，并且应当在活动结束后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接受

家长的反馈，在每一次亲子活动结束后，更应该及时进行教育

反思，反思对于家长指导方式是否合适，如有不足，及时调

整，这样有利于下次活动的顺利开展。

4.3 丰富亲子活动类型、内涵

幼儿园应该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园所的实际情况，要

对幼儿、家长实地调研、了解，共同设计彼此乐意的亲子活

动，通过“幼儿园走出去，家长走进来”的方式，让彼此更

好的融合在一起，实现家园共育。幼儿园应该深度挖掘，开发

更多具有自己园所特色的亲子活动。即使对于经常开展的亲子活

动，也要从形式、内容、方式、规则等方面不断丰富、创新。

4.4加强家园合作

家园合作对于幼儿园亲子活动质量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

响，通过密切教师和家长的联系，教师可以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也方便家长了解幼儿园工作，从而更好地的理解、支持

与配合，这样才能提高家长亲子活动的参与度，真正实现家园有

效沟通，双方达成教育观念的统一。总之，幼儿园方面应当办好

亲子活动，家长方面需要认真对待亲子活动，两者形成教育合力

在提高活动参与度的同时帮助幼儿实现更好的自我发展。

5　结语

幼儿园亲子活动作为家园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幼儿园教育中十

分重要的一环,其对于幼儿成长，幼儿与家长的亲子关系等方面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家长应当充分认识到亲子活动的教育价

值,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在教育民主化的大环境下,家长应积极参与

到幼儿教育活动中来,并在互动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诉

求,在与幼儿教师的交流中形成家园合作教育共识,共同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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