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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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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1] 幼儿园教育的基础性、启蒙性

凸显了其重要性，那么为幼儿提供丰富的环境，促进其全面发展，是幼儿教育的时代趋势。通过对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以

以下简称三方协同教育）的探究，使协同教育理论的深入到学前教育事业中，三方协同教育，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促进学前教育事

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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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幼儿是在家庭、幼儿园、社区三大环境的影响下发

展、成长的。那么，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引下，三方协同

教育，形成教育合力，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尤为重要。 

一、协同教育理论 

协同学由德国的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所创立的，是跨

学科的研究理论。[2]协同教育理论则是在协同学理论基础上移植于

教育领域的新理论。我国协同教育理论最早出现在刘纯姣发表于

1996 年的《学校家庭协同教育构想》一文中。该文主要从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两个子系统“形成合作、协同、同步、互补的‘协同效

应’”，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方面进行阐述。[3]

此后，一些学者对协同教育进行研究阐述[4]，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运

林的协同教育理论。李运林在认为：“人类社会有三大教育系统, 即

家庭教育系统、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统。”[5]“三大教育系统

中, 某一系统那些独有的要素或信息进入另一系统与另一系统的要

素相互联系与作用,产生协同效应, 影响了该系统的教育功能, 这种

现象称为协同教育。”[6]推进协同教育理论用于学前教育事业，提高

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已是必然之势。 

二、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的意义和政策导向。 

在学前教育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对幼儿园的办园水平

和幼儿园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协同教育理论促进

了学前教育事业开拓视野。林培淼、袁爱玲认为“它引领我国幼儿

园教育由封闭式办学逐步向开放式办学的转向。”[7]正如我国现代幼

儿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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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独胜任

的”。[8]放眼世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学前教育组织 

( OMEP) 和国际儿童教育协会 ( ACEI) 在 1999 年召开的 “21 世

纪国际幼儿教育研讨会”发布了《全球幼儿教育大纲》。该文件强

调：“幼儿的成长和教育是家庭、教师、保育人员和社区共同的责

任。在家庭和社区里，所有成员应共同为儿童的利益创造良好的条

件。”[9]我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应与

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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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幼儿园工作规程》强调：

“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的有利条件，丰富和拓展幼儿园

的教育资源。”[11] 

综观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形势，三方协同教育顺应时代发展趋

势，体现新时代需求的发展理念。三方互通合作，能够促进资源共

享，协同教育，为幼儿创造一个全面发展的环境，满足社会和家长

对幼儿教育的期待。 

（二）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的策略探究 

幼儿园应积极利用家庭及社区资源，拓展办学资源，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及课程，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但在实践方面，幼儿园时

常会受限于场地、资源，不能很好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也时常会

遇到家园教育理念不一致，家园间相互抱怨的问题。而家长、社区

需要幼儿园提供育儿指导而不能满足。如何整合三方资源，满足三

方需求，以达到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需求呢？笔者主要从以幼儿园

为主体，发挥幼儿园主动性的角度，从幼儿园与家庭协同教育，幼

儿园与社区协同教育，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三个维度阐述

协同教育的策略。 

（一）幼儿园加强主体意识，增强开放性 

“幼儿园应当主动与幼儿家庭沟通合作，为家长提供科学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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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幼儿教育实践活动上，幼儿园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和主

动性，需要具有整合各方资源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主体意识。所

以要发挥三方协同教育的作用，幼儿园需要有主人翁意识和加强开

放性，以开放的胸襟和充分的信任，在教育理念、课程设计上，吸

纳家庭、社区参与幼儿园的课程的设计和管理。 

（二）幼儿园与家庭协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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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幼儿园与家庭协同教育上，大多数幼儿园建立

并落实了家园联系制度：定期家长会，电访、发放家园联系册（卡）

等。有条件的幼儿园还举办专题育儿讲座、开设了家长学校等，指

导家长科学育儿理念。 

幼儿园通过调查和家长自愿申报原则，建立家长资源库用于拓

宽教育教学资源。比如家长进课堂活动，在爱牙日，幼儿园邀请在

医院从事牙医职业的家长进园指导幼儿相关专业知识。在做法上，

教师和家长协同设计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活动方案，真正让家长进

课堂活动变得让幼儿喜闻乐见让家长也对自己的教育角色产生认

同感。 

在节庆活动中，幼儿园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如在重阳节，幼儿

园邀请幼儿的祖辈来园欢度重阳节。在幼儿园与家长协同下，幼儿

为祖辈准备了童趣的歌舞节目，还为老人剥橘子，请老人品尝。老

人也发挥所长，为幼儿表演太极拳、吹奏乐器，写软笔书法等，节

目精彩纷呈，氛围其乐融融。家园协同教育让亲情更浓厚，让感恩

教育不再流于空洞的说教。同时老年人也感受到幼儿园和幼儿对自

己的关爱，感到被社会重视，内心得到满足。 

（三）幼儿园与社区协同教育 

“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

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

发展的经验。”[14]“我国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指出“大自然大社会都

是活教材。”幼儿园认识到幼儿教育不能局限于狭小的幼儿园中，

应带领幼儿走到更广阔的天地，亲近大自然、接触大社会，充分地

陶冶情操，发展社会性。 

在扩展自然活动及社会活动场所上，幼儿园积极与周边的公

园、博物馆、科技馆、高校、消防中队等合作，采取“请进来、走

出去”的原则，做好协同教育。如在对儿童开展季节教育时，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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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带领幼儿到公园赏春、绘画、放风筝等。公园方面做好场地秩序

维护、人员配合等工作支持幼儿在公园的活动。如在消防演习活动

上，幼儿园邀请消防中队进园对幼儿开展消防演习活动。在活动中，

幼儿获取了消防安全常识，感受到消防工作的危险和艰辛，产生热

爱劳动的感情。 

同时，在节庆活动中，幼儿园师幼为社区送形式多样的文艺节

目，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 

（四）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 

在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协同教育上，幼儿园通过教育

部门的支持，与企业签订园企合作协议。幼儿园鼓励家长带领幼儿

走进社区，如开展“我爱读书”亲子活动。幼儿园在园企合作环境

下，与书城协同。书城为家长和幼儿开展亲子读书会，或者指导家

长亲子阅读的方法等。幼儿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观摩书城工作流程，

认识图书、自主选择图书，购买图书等。在活动中，幼儿了解图书，

学会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则。[15]同时在幼儿园的指引下，亲子活动增

进亲子情谊，提高了家长育儿能力。 

（三）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存在的不足 

虽然幼儿园在协同教育方面认识到家庭、社区的资源优势，并

根据有限的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幼儿教育活动，但在综合协调三

方资源上，仍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幼儿园对家长、社区资

源的运用上因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还未能很好地形成常态化的机

制。家庭、社区对协同教育上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幼儿园如

何协同三方资源上，相关部门对幼儿园的专业指导还不够。在三方

协同教育的政策的支持力度不足，仍然需要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出

台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教育的政策，让三方明确自己的角色行

为和目标任务，以便更好地发挥教育合力作用。 

结语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的命题。幼儿园在幼儿教育方面应发挥主体作用，增强开

放性，积极整合三方资源，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在幼儿园、家庭、

社区协同教育中，三方积极互动、互惠互利，建立共荣双赢的局面，

协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协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让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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