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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家庭教育规模、结构、功能等均出现了变化，同时家庭

教育机构在承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与社会教养功能之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家庭教育问题正在逐渐由个人的家庭

教育问题，进入了社会教育的公共范畴。在家庭教育指导业务中，父母对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教育对孩子社会性、个体化发

展的促进作用，是提高家庭关系、提升家庭的幸福感、增进社会和睦的关键因素。其中，家庭指导教师的专业性水准与其家庭教育

指导业务的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本文从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发展现状、学前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等方面展开分析，

对如何提升学前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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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cale，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have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hen fami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sume the family education func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 

for children. Therefore，the problem of family education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 family 

education to the public category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business，the family education 

ability of parents to children and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to children's social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to improve family relations，enhance family happiness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mong them，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family guidance teach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business. Therefo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instructors and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preschool students，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pre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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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的大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是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工作能力，学前教育专业作

为学前师资队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学前教育专业要考虑到师资

队伍的素质需求，要不断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职业发展和

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也

要加强对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管理。 

一、强化学前教育专业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一）指导家庭教育是幼儿教师的法定职责 

新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社会协同”一章，几乎有一半的

条款对家庭教育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幼儿园要按照父母

的需要，传授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和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与幼儿园的共同教育。这是新时期我国

幼教师资队伍建设的新要求。 

（二）指导家庭教育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备能力 

3~6 岁儿童正处在身体和心理上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大多

数父母对儿童早期教育的相关知识缺乏。由于早期教育是一项非常

复杂、非常专业的工作，因此，家庭教育不当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

应。幼儿教师是 重要的与幼儿交往的主体，他们了解幼儿的身体

和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掌握幼儿教育的相关知识和能力，并能

为父母提供科学、有效的教学和教学服务。在《家庭教育促进法》

实施的大背景下，要大力提高家庭教育的引导能力，让幼儿教师在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培养的问题 

（一）缺乏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识 

目前，一些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其

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不甚了解，在培训过程中注重对专业知识的投

入与技能的培训，而忽略了家庭教育指导。一些同学也觉得，随着

工作的不断累积，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与家长沟通、指导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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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但由于认知上的欠缺，导致了学校对这一专业的培养不够重视，

学生对该专业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后造成新老师的家庭教育指导

能力欠缺。 

（二）缺少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实践项目 

全面、有目标的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至关

重要。由于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教师缺乏专业教

师的实际工作经验，导致了目前有关家庭教育指导的课程设置十分

有限，因而很难有一个系统的指导课程。有的院校虽然开设了相应

的课程，但是由于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践基地等条件的制约，在教

学内容上多是以理论讲解为主，教学方式单一，缺少相应的实践训

练。由于学生没有亲身体验，很难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很难把

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从而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也就

丧失了教学的现实意义。 

（三）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考核的缺失 

鉴于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学生除了要学习基本的学前教育

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学习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技能。目前多数

院校在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书时，普遍反映了技能考核的难度高，

而长期以来，各院校对幼教工作能力的评价也存在着“重技能轻实

践”的隐患，许多学校将“弹跳唱画”等技能列为主要考试内容，

而“家庭教育指导”和“家长沟通”则很少被列入其中。 

另外，由于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考核是要有实践项目支持的，

很难量化，与艺术技能考试相比，对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更高、更

困难，因而缺乏测评制度，也就成为了影响学生指导能力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 

三、学前教育专业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常态化修订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修订完善学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常态化机制，根据社会

需求和职业需要持续修订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针对学生专业和

职业特点制定教学计划，因材施教，并建立教学指导档案。第一，

突出专业能力的重要性。专科要细化学前专业的基本知识（职业道

德与法规、幼儿心理学）、专业技能（五个领域的活动设计，弹，唱，

讲，画）等。坚持以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幼教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

划，对其进行合理的专业课程、公共课程与选修课程的配置，重视

对专科生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第二，尊重不同学生的差异

性，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职业意识与专业素质是提升专

业素质的有力保证，而培养职业意识和专业素养是一项长期、持久

的工作，必须贯穿于学前专业的课程体系之中。第三，在人才培养

计划中融入前沿思想，结合学生的个性发展，根据学生的学习和心

理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做到因材施教，从机械式学习到

独立式学习，促进专业技能的全面提高。第四，推进“1+X”证书

制度，在学生获取毕业证的同时，根据学前专业入职资格要求和职

业特点需要，鼓励学生考取相关入职资格证书或技能证书，如教师

资格证书，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等，可以通过有效方式尝试将入职

证书或技能证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内容有机的融入到教育教学之

中，以保证学生理论知识、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全面发展。 

（三）完善考核标准和体系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幼儿园教师的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

学前教育专业也要对其培养目标、核心能力进行调整，并对其评价

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一方面，增设与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有关的

考核，例如：父母沟通能力考核、亲子活动指导考核、家庭教育问

题解决；第二，根据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实践性、操作性强的特点，

建议采取由学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解决真实案例、家庭教育

指导情景模拟等多种主观性考核方法，有效考查学生技能的实践能

力，避免流于形式；第三，将这一能力的评估纳入到学生的工作实

践考核中，并在实践中对其实施家庭教育指导的效果进行评估，从

而进一步完善其专业技能评估的标准与制度，是提升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五）强化校企合作，实现毕业到就业无缝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通过的，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鼓励和推动家庭教育

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家庭教育的职责，即国家对家庭教育的扶持，

家庭与学校、社会与政府的合作。推广计划提出了要加强对家庭教

育的研究，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培养专门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员的培训。因

此，要加强校企合作，根据企业对幼教人才的特殊需要，制定出一

套详尽的教学计划，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教学水平。学校要与企业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积极探索“模拟实训-基地实习-顶岗实习”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工学结合，使学生对工作的认识更加深

入，从而达到整体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培养质量的不断优化。 

结语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学习需要与指导实践有很大的关系。从内容

需求、方式需求和支撑需求三个方面来看。可见，要提高学前专业

技能，必须重新构建传统的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校园”协作，以

实现从毕业到工作的无缝衔接；要注重职业生涯规划，真正提升专

科生的核心能力，实现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教师要始终贯彻终生学

习的思想，主动地学习先进思想，以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方法来辅

助学生，为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提供有力的保证，为国家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输送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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