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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园合作的纽带 
张文轩 

（南京市西岗幼儿园经天路园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孩子的发展犹如水上龙舟，幼儿园与家庭就如同一左一右的船桨，两者互相鼓劲、互相协调，才能扬帆前行。苏霍姆林
斯基曾经说过：“儿童只有在学校和家庭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和谐的全面发展两个教育者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
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目的上，过程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2] 

关键词：家园合作、纽带 
 

一、背景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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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日常交
流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来自孩子的“吐槽”：“我真想知道他们每天都
在想些什么！ ”、“每天大半夜才回家，他说他不忙，可答应我的游
乐场，每次都是假的，大人有点‘不诚实’。”、“我的爸爸妈妈是‘玩
手机’的，在家玩手机，陪我时也看手机，却不允许我玩，大人就
是想干啥就干啥。”...来自家长的困惑：孩子在幼儿园很听话、很有
规矩，可是回到家了之后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爱哭、撒泼
打滚、“蛮不讲理” ...带着互相的“不理解”，在实践、游戏中，角
色互换，帮助孩子从自己的眼光出发去看待和体验着成人世界，在
玩闹中返璞归真。互相了解，共同将已有的经验进一步梳理和提升。
于是主题《你好，大人》在孩子和家长们的推动下正式展开了。我
们在探索主题活动中收获家园共育模式端完善和策略，与家长在对
话、亲历和互动中共同成长，营造合作型家园共育关系。结合幼儿
特点，下文主要探讨本班幼儿主题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并阐述家园
共育在主题实施过程中的有效途径。 

二、主题行进 
主题来源于孩子对于大人的“吐槽”，前期我们主要思考了两个

问题，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的确立，我们带着问题忐忑的开始了记
录收集之旅。我们通过调查问卷 1 和大人档案册以及视频访问的方
式，了解孩子眼中的大人是什么样子的，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出，孩子对于大人的认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及时和家长进行
了分享交流，在家长的强烈支持和要求下，增加家长的参与感，实
行双向互惠主题模式！通过主题环境更新、群内分享、家长助教进
课堂、视频分享、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长信箱等方式，实现家
庭、幼儿、教师三者间更为平等、广泛、理解的教育互动。 

 

第一周我们通过向幼儿提问、幼儿问题收集，从中分析出了孩
子对于大人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我们根据孩子的兴趣，初步预设了
三条主题线索，预设了主题走向。通过晨间谈话，视频分享等数据
分析我们确定“周围人”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第二周，根据第一周实施情况调整主题网络图，在实施线索二：
各种各样的职业“区角布置”时，通过调查问卷 2，统计出了孩子

感兴趣的职业。通过调查问卷 3，票选出了孩子心目中的游戏设
计图，接下来我们进行了区角分布的讨论，在哪里玩，怎么玩，完
全由孩子做主。于是我们在强大的孩子和家长资源的帮助下，我们

用时 2 天布置好了孩子心目中的区角游戏。在游戏的行进过程中我
们每天都面临很多的问题，于是我们成立“大人档案库”，把孩子们
对前期游戏的设计、中期的想法以及游戏中的提问等分类装盒、成
盒入库，分类进行讨论，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通过“职业体验周”
家长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实践，让孩子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第三周，我们在游戏中的变化，渐渐的，我们明显发现了孩子
思考、解决问题的提升，感觉到孩子的游戏参与性；渐渐的拉近了
与孩子间的距离，带动倾诉，乐于表达，提升了孩子“当家作主”
的感觉！我们获得了孩子在自己的游戏中的感悟： 

鹏鹏：“我喜欢玩小医院，但是我要经常换着玩儿，老做一件事
儿会难过的” 

乐乐：“我们辛辛苦苦搭的作品，小客人老是弄倒，我们要反复
维修。” 

收营员：“我不开心，安安（老板）骂我，我明明已经很用力了。
我不干了！换区可以吗？” 

厨师：“我做的很快了，可是客人一波一波的，服务员又不收桌
子。没人听我的，我不开心。” 

…… 
于是我们发现并且生成了线索三：大人不好当！ 
第四周，孩子们发现并且学会了感同身受连小朋友都有烦恼，

大人有没有烦恼呢？老师带着孩子们记录收集，留心观察、关心“周
围人”，并且进行了数据分析。 

 

师幼共同制作了调查问卷 4——大人问卷，上面的问题全是孩

子向大人提问的。 

 

这是我们的数据整理分析，可以看的出来孩子和大人数据差异
还是很大的，于是我们用两个一摸一样的透明塑料瓶和不同超轻粘
土的比例对比和孩子进行了讨论。孩子们商量决定，我们能为大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很期待的活动—亲子体
验周就此生成。 

我们同时根据孩子的需要建立了大人信箱，渐渐的我们明显能
看见孩子在游戏中、生活的感悟和改变，渐渐的一起长大 app 里骄
傲分享的家长越来越多，渐渐的大人信箱里的信多的满溢了出来，
孩子们想要和大人分享的事情越来越多，渐渐的我们发现了家长的
驻足，渐渐的我们发现入离园主动交流的家长日益增多。渐渐的接
送队伍中时不时的陌生的家长面孔，老家的奶奶、出差的爸爸…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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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的大人档案库前汇集着家长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渐渐的我们班的
孩子来园越来越早，为的是在介于上班和晨锻之间，听孩子介绍下
他 爱的游戏。渐渐的家长助教成为了争相询问的热门岗位，爸爸
的报名率为 72 %。 

三、收获与感悟 
家园合作是幼儿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水平的家园

合作既可以确保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又可以促进幼儿园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在本次主题行进过程中，我们尝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
家园建设的改变：一、增加家长的参与感，实行双向互惠主题模式。
拉近亲子距离，互相学习，共同提升；二、统一思想，制定方案。
在与家长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家长虽然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却
并不真正了解孩子，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常常教不得
法，在主题活动中通过关注幼儿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分享，共同思
考，共同进步；三、学会倾听，有效陪伴，在孩子稚嫩等“吐槽”
中，我们认识了孩子眼中的大人，了解大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印象，
跟随孩子的脚步相互改变、平等交流。 

新《纲要》明确指出：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合作伙伴。应本
着尊重、平等的原则，吸引家长主动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工作。[1]《指
南》中也提及应注重加强幼儿园和家长的合作。可以看出，我国利用
政策文件的形式，为幼儿健康成长明确指出了方向。但在主题实施过
程中家园交流也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推敲的事例： 

我们班的小明是一个不爱表达的男孩子，妈妈工作一直很忙，
从小班开始，每次送他上幼儿园都会临走匆匆嘱咐我们一句：“麻烦
老师好好看着他点啊，别让别人欺负他啊。”在新角色活动正式开始
的第一天，小明选择了“服装设计师”的游戏，我在美工区记录指
导，这时淘淘邀请我去建筑工地观赏作品，一转身的时间，突然听
到小明的哭声。我赶快走过去，天哪，小明的身上“五颜六色”的。
我问谁给他画的?小朋友说是开心。我问开心：“你为什么给小明画
成这样呢?”她说：“小明不让我在设计图上画画。”我了解了事情的
经过，对她说：“小明不让你画画，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和他商
量解决，你这样画到别人的身上，是不对的，你应该向小明歉。”开
心听了我的话，低下头说：“对不起，小明，我错了。”“没关系”小
明羞嗒嗒的回答。放学时，特意留下了开心家长和小明妈妈，我说
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开心奶奶赶紧拉着开心和小明道歉，宝贝
妈妈听了没说话，领着孩子转头就走了，潜意识里，我感觉她好像
生气了。我决定和小明妈妈再好好沟通一下，可能放学的时候很匆
忙，她没听清楚。于是我给小明妈妈打了个电话，先表扬了小明这
段时间的进步，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说了一遍。他妈妈说：“我刚
看到小明身上被画的油画棒时，确实很生气，态度也不太好。可是
我回家慢慢想明白了，小明在家还是很调皮的，也有点要强的，让
你们老师费心了，这段时间小明明显懂事多了，我还得谢谢你们呢!”
听了小明妈妈的话，我想我们的工作即使再忙再累，只要能被家长
认可和理解，就会很高兴。 

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和家长沟通交流并不难，每一位家长遇
到孩子的事都会特别紧张，这一点我们老师需要理解。通过交流我
了解到小明的爸爸是一个工程师，经常出差不在家，妈妈是一名服
装设计师早九晚五工作也很疲惫，小明是她生活的全部，工作之余
的全部生活重心，都是孩子，而且小明是早产儿体质一直很弱，所
以自从小明上了幼儿园，她就总是处处不放心。松手后就在想孩子
在幼儿园是否会被欺负啊？老师是否关注我们家宝贝啊？是否交朋
友啦？是否吃的饱，穿得暖？将心比心，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
这也切实地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疏忽。为此我重新梳理了自
己的工作，立即开展了班务会议，我想只要是家长能想到的，我们
一定要先想到并做好；同时我们也要改变以往文字式的家园联系栏，
增添谈话、照片、视频分享等方式让家长更加了解幼儿在园快乐生
活和教师平时的工作，做实事儿，充分感受到我们对幼儿的关注和
热爱。 

除了从小明妈妈方面着手之外，我们还着力于帮助小明自身有
所改变和进步。我鼓励小明多多主动接触小朋友，学习表达自己的
想法，与小朋友友好相处，同时关注宝贝的兴趣点，也给他创造和

展示机会。慢慢地小明变化很大，能主动提出游戏加入请求，与同
伴友好交往，能愉快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看!上周我们举行的“废
物收集”活动，就属小明妈妈拿来的 多，小明一边向小朋友们展
示自己的“战利品”、一边帮忙整理分类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我们
还在孩子资源的收集下，邀请了小明妈妈为我们的新游戏“服装设
计师”做指导，在家长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对于游戏的经验汲取
和兴趣度得到了很大的推动。 

小明的爸爸妈妈开心的对我说，小明每天回家都会分享在幼儿
园的快乐生活，“爸爸，我们幼儿园有建筑工地，你可以来做家长老
师吗？”、“我和现在开心是好朋友，她对我可好了，和我分享玩具。”、
“我们班的表演区有好帅的衣服，你能来看我的表演吗？小朋友们
都夸我表演的棒！”、“爸爸妈妈你们要上班，我要上幼儿园，上班肯
定没有我们幼儿园好玩儿，你们真辛苦！”......这是我 想听到的，
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一句句稚嫩地转述话语，声入人心的感言，都
是他们进步的瞬间和成长的闪光点，我们都带着相同的期望，用心
引导、幸福陪伴、有幸见证、携步前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
伴。教师应本着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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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家长接近和参
与幼儿园的课程时，同时也开始了一个自己的课程，这个课程没有文
本，没有特定的教师，但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提升家长参与课程的
意识和水平，加深对幼儿园课程的了解和理解。这个过程不是对特定
书本学习的过程，而是需要家长广泛的学习；这个课程没有特定的教
师，但需要家长虚心向很多人学习，包括自己的孩子。家长在参与幼
儿园课程实践的过程中，家长们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产生了改变，更加
了解幼儿，能够善于发现幼儿的闪光点，了解了幼儿的教育需要，共
同为幼儿提供有效的支持、共同促进幼儿的成长。 

在主题行进过程中我们都收获了很多：对于孩子来说，在玩中
学、学中玩，并且学以致用，收获学校、家庭、社会给予支持、帮
助的经验累积和自豪感，学会了感恩、理解，获得了一定的责任感
和对成长的无限向往。对于家长来说，明白了倾听和陪伴的重要性，
和孩子互换经验，陪伴孩子体验，支持孩子的实践，收获了理解、
感恩和爱，拉近了亲子关系，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对于老师，来说
拉近了家园关系，收获了满满的信任和经验，我们没有做很多的事
情，但我们站在 关键的位置上，却有了很多收获。 

 

我很喜欢和家长沟通交流的，我发现家长把孩子交到老师的手
中，是希望自己能够信任老师的，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做父母，而
我也是第一次做老师，我们怀着互相“忐忑”的心，做着彼此承诺
的交接，于是我向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摸索着、学习着、成长着，
从每一次的沟通、开放、分享中，迫不及待的展现给我的家长朋友
们，看！在这场以心比心的“爱的交易”中，“受益人”终是你们的
宝贝！我们对象一致、方向一致、目标一致，而他们又有什么理由
不加入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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