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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幼儿园工作中“家园共育”的几点思考
崔利平

（蓝田县第二幼儿园，陕西 西安 710500）

摘要：幼儿园是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因为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园必须要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为家长提供科

学的育儿方式，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让家长共同担负保育和教育幼儿的任务。尊重从了解开始，让家长更好和幼儿园共

同育儿，必须也要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工作，必须要创新工作形式，增强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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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教育实施的主阵地，家庭是幼儿教育强化的重要阵地。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是对 3 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实

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幼儿园应当主动与幼儿与家庭沟通合作，

为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宣传指导，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

环境，共同担负教育幼儿的任务。作为学前教育机构，我们面对

的教育对象是 3-6 岁的幼儿，这些孩子是第一次独立进入另一个

环境，和陌生的老师还有小朋友相处，每每看着新生入园时，有

些孩子能大大方方地跟家长说再见，有的孩子却久久不愿松手，

必须要爸爸妈妈抱着甚至爷爷奶奶抱着，还有紧紧搂着家长苦闹

不撒手的孩子，我深深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幼儿园作为学

前教育机构，幼儿园是家庭教育和进入义务教育衔接的非常重要

的纽带。要做好幼儿园的保教工作，为孩子培养良好的生活、社交、

学习习惯和能力，家园共育是非常重要的模式，引导正确科学的

育儿方式，形成家园合力。

一、家园共育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家园共育？从文字表面来看就是指家长与幼儿园共同

担负培养教育幼儿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配合、相

互尊重、相互支持，是以培养幼儿的各项认知机能健康发展为共

同目标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学前幼儿来说，家园共育是非

常重要的模式，是幼儿保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家园共育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纲要》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家庭是幼儿

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该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

长的理解、支持与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

力。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的理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优化中，现

在的学校幼儿园都很重视家园工作，年轻一代家长对学前教育的

重视程度不断在提高，但是由于普遍存科学的教育观念的指导，

还有一些传统对教育的标准认识的偏差和各种商业性宣传的误导，

出现了盲目追求“提前教育”“超前教育”还有起点焦虑的现象。

大部分家园合作能够促进园所管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也中存在着

以幼儿园教育问中心的现象，会出现只是要求家长单方面配合，

忽视家长的看法和意见的现象，现在的家长很多都是“80 后”或

“90 后”，整体育儿重视程度、家长素养普遍提升，他们虽然不

一定懂什么是科学育儿，但是肯定也有自己的育儿理念，在幼儿

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主观性较强，当出现观念问题时，反思意识不足，

有时会出现消极服从，或者流于形式的现象，久而久之家长只是

被动接受，或者对幼儿园的工作出现不认同等现象。

我们必须让家长意识到，幼儿园在学前阶段受教育的环境是

多样的，幼儿园只能算其中一个幼儿园引导培养，家庭教育才真

正是形成良好习惯、品格的阶段。《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为幼儿园教师和家长提供了 3~4 岁、4~5 岁、5~6 岁三个年龄段幼

儿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大致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平提出了

合理期望，指明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具体方向，并列举了一些能

够有效帮助和促进学习与发展的教育途径与方法。幼儿园教育是

以《指南》为指导开展保育和教育，但是在培训中大部分是给教

师培训学习，忽略家长，所以让家长也了解 3-6 岁幼儿应达到的

发展水平和实施途径是一个重要的版块，只有真正认同了我们的

教育观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家园共育的教育理念想要真正地发挥

实效，必须让家长对幼儿园的保育教育有清楚的认识，家长认识

到位到位，自然会更加配合，这样有利于园所各项工作的开展，

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使得家长能够更好地配合幼儿园完善对于

幼儿的教育。

三、家园共育有效途径

（一）注重家园共育，从让家长了解幼儿在园常规开始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每年秋季都会有新一批

幼儿入园之际，孩子能不能顺利入园这个开学季就是非常关键的

时刻，有的时候是孩子有分离焦虑的现象，有的时候其实还有一

部分是家长的单方不放心影响着孩子。幼儿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

境，家长必须做好孩子最坚强的后盾，而让家长有底气的基础，

就是要让家长了解幼儿园没有课本、不写字、不背书包，孩子在

幼儿园的安排是怎样的，让家长了解班里安排的无缝管理，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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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白幼儿园不是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阵地，在幼儿园一日生活

皆教育。例如：能按时起床上幼儿园，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作息

习惯和独立性，进入幼儿园能和老师主动打招呼，培养幼儿的文

明礼貌意识。来园后用餐，老师会交给孩子文明的餐桌礼仪、正

确的用餐方式，活动中孩子自己和他人独立交往，也是能锻炼他

们的表达能力和胆量，从而让家长更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来管

理。

（二）注重家园共育，从培养家长的科学育儿观开始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皆教育。幼儿在园我们在以各种活动培养

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社交能力、纪律规则意识等，可是有时候

总会出现 5+2 等于 0 的现象，所以幼儿园的教育在一日常规下功

夫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的一半合力作用。例如，新生

刚入园时，有些孩子会因为分离焦虑而苦闹，老师用心用各种方

式去缓解孩子的状态、让幼儿适应集体生活，但是离园时，家长

一见，嘘寒问暖，又是询问，是不是吃得饱，有没有孩子打你，

第二日孩子不想起时就任由孩子拖延入园时间，抱着孩子直到门

口不撒手等现象，那么孩子又开始哭闹，粘着家长不愿离开。又

或者，大班幼儿家长出现的“幼小衔接”焦虑现象，总害怕孩子

上小学跟不上课，上了小学完不成作业，要不就是干脆中升大时，

直接转入民办幼儿园等现象，这都要归结于家长没有正确科学的

育儿观，幼儿园应该从家长学校、家长开放日、宣传平台给予家

长科学的教育理念，这才能真正形成家园合力，共同促进幼儿健

康成长。

（三）注重家园共育，从提升家长卫生保健常识开始

幼儿园工作“保教”是重点，而保教工作，则必须是“保”在先，

“教”在后。只有孩子身心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谈教育，可是怎么

样才能做好“保育”工作呢？幼儿园严格规范的做好卫生工作、

消毒工作、疾病预防、体格锻炼、心理健康、卫生习惯等工作就

可以吗？不是的，家庭的保健素养是不可忽视的环节。我们从入

园晨检开始就极力将病菌隔离在园外，但是个别家长却并不理解，

不明白在门口会检查那么长时间。我们在极力预防各种流行性传

染性疾病，可是有时宣传平台预防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普及点击量

却连总人数的一半都不到。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除了家

长的客观原因外，家长对科学的育儿方式关注度不够，问题其实

还在于我们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不足。丰富卫保健常识普及形式，

提升家长卫生保健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园所工作质量，如

果不能保证幼儿健康的身体状况，又何谈教育呢？必须摒弃家长

中一些不够科学的看法，把幼儿园等同于上学，忽视对幼儿的保

育工作的重要性。

（四）注重家园共育，从让家长真正深入幼儿园开始

不管是学校还是幼儿园，都会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家

长会，以各种形式组织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最初的时候基本都

是积极主动的，但是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次数的增多，有时

会开始出现漫不经心或者会上玩手机的现象。真正的家园共育工

作，必须摒弃老路一直走，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够，家园共育工

作效果不注重等情况，因为价值性不强的家园联系只会让有意义

的活动变成一种形式，教师认识不到位，家长认为只要参与就是

表态。家园共育我们必须创新形式，主体（家园）互动，让家长

意识到所有家园共育活动的意义所在，让家长每来一次就有一次

收获。当家园真正形成合力，那么将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的推动起

到重要的作用。

（五）注重家园共育，从发挥家长资源作用开始

充分增强家园之间的粘合度，可以整合家长资源信息，建立

家长资源信息库，然后依据园所保教活动需求，根据家长职业优势，

来丰富活动的形式，更好地促进幼儿的成长。比如，园所需要开

展交通安全教育，如果有家长是交警，那么就可以邀请家长走进

课堂，以生动形象的实例来教育幼儿。幼儿园的孩子免疫力相对

弱一些，我们也可以在家长中邀请是医生的家长给孩子讲一些好

的卫生习惯、病菌传染现象，开辟家长课堂给家长们讲一些流行

性传染性疾病的病源、症状、预防等卫生保健知识，来增强家长

的管理幼儿的能力，让家长树立自己也是课程建设的一员的思想，

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课程设置，家长在幼儿园课程中能够体现价

值，这样既丰富了幼儿在园活动的形式更增强家长的“主人翁”，

又能够在家园共育中树立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风向标，幼儿

参与时的积极性肯定也会增强，相信这样深度融合，才能相辅相成。

家园共育是所有学校都会提到的口号，也充分证明家长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很足，但是贯彻落实、获得实效是一个需要长

期思考的课题。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幼稚教育是一

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

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社会在发展，人的生存和孩子的成长

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做好家园共育，我们需要不断地思索，

形成家园合力，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家园共育是需要长期思考的

课题，并不断付诸于实践。我们要与时俱进，有思想，有行动，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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