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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园共育是指在幼儿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幼儿园和家庭都将自己当做施教主体，只有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相

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配合，才能在这种双向互动与协作的过程中为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和成长空间，从而达到幼儿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全方位发展。作为幼儿家长——父亲这一重要角色，

需要与幼儿园双方之间联系配合、紧密合作，共同承担起教养幼儿的责任，参与到幼儿教育中，从而达到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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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对西安市某幼儿园的 207 名男性家长发放

问卷 207 份，回收问卷 198 份，回收率为 95.7%，有效问

卷 187 份，有效率为 94.4%。从父亲对于自身角色的定位、

父亲对于参与家园共育的意愿、制约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

原因、父亲参与家园共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四个维度进行

调查研究，了解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应的策略。 

1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现状的调查研究 

1.1  样本的基本信息 

从学历上看，受访者中有 63.7%以上的父亲拥有大学

本科以上的学历，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占总人数的 22.5%；

从职业看，专业技术人员占 8%，企事业单位及公务员占

总人数的 75%，仅有 25%的人员是个体及自由职业者。 
1.2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观念 

针对“您认为家园共育活动对儿童的影响”这一问题，

73.3%的父亲认为家园共育对学前儿童非常重要；仅有 8%
的父亲认为一般重要。而对于“您认为谁参与家园共育效

果会更好”这一问题时，有 54%的父亲认为只要有人参与

家园共育即可；37%的父亲认为父母参与对幼儿更加重

要。 
1.3  父亲参与家园合作的频率 

调查结果显示，每次都参加家园共育活动的父亲只有

9 人，占总人数的 4.8%；偶尔参加的人数有 101 人，占总

人数的 54%；而从不参加的人数有 48 人，占总人数的

25.7%。 
1.4  阻碍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阻碍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原因主要工

作太忙没有时间，占总人数的 58.6%；有 16%的父亲不知

道如何跟老师沟通；竟然有 3%的父亲认为参与家园共育

是母亲的责任；20%的父亲觉得幼儿园的活动没有意思，

没必要参加。 
1.5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能够与教师面谈的父亲有 15 人，占

总人数的 8%；而 59%的父亲选在用 QQ、微信、钉钉等

网络平台与教师进行沟通。 
1.6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内容主要有：接

送幼儿上学放学，带幼儿出去玩，陪幼儿看电视；仅有

50.72%的父亲会和幼儿一起阅读图书，陪伴幼儿一起做游

戏，做手工等。 
从现状来看，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意识与其自身的学

历水平呈正相关，学历越高，参与家园共育的意识越强；

工作性质对父亲参与家园共育也有一定的影响，工作越稳

定，参与家园共育的频次越高；大部分的父亲能够意识到

自己参与家园共育的重要性，但是部分父亲不知道如何配

合幼儿园完成育儿工作，并且缺乏科学的陪伴策略，仍有

部分父亲的观念落后，参与家园共育的意识薄弱，形式单

一。 

2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2.1  部分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观念较为落后 

从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的父亲能够秉承正确的家园

共育的意识，但是仍然有部分家长的观念不正确，认为教

育孩子是妻子及老师的责任，自己的任务是养家糊口。分

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影

响。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一直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思

想，大多数的男性仍然把养家糊口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认为父亲的职能就是为儿童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养育后

代是女性的工作；第二，传统育儿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

里，“教子”是女性的任务，父亲因其威严的形象很少参

与孩子的教育问题。 
2.2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频率过低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频率偏低，部分父亲几乎不参加

或很少参加家园共育活动。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工

作压力大，时间紧迫。当前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工作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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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快，客观上工作压力过大，父亲确实没有充裕的

时间参与家园共育活动。二是幼儿园的活动单一，父亲的

参与兴趣不浓。幼儿园当前组织的家园共育活动多为家长

会，跳蚤市场，亲子运动会等，这些活动很难发挥父亲的

优势作用。 
2.3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形式过于单一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形式多为必要的沟通，通常是被

动的去完成老师或者家人布置的相关任务，处在解决问题

的层面，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形式单一。究其原因，父亲

极少参与家园共育活动，因此偶尔参与的时候，会有一些

不知所措，只能“听安排”，主观意识不强烈，造成参与

形式单一。 
2.4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内容匮乏 

父亲在参与家园共育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完成“监

护人”的使命，而不是教养者的身份，在与父亲的交流沟

通中发现，主要原因是父亲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不知道

怎么和幼儿交流，此外就是部分家长在一天的忙碌工作之

后没有精力陪伴幼儿，所以出现了“只养不教”的现象。 

3  父亲参与家园共育活动的对策研究 

3.1  改变观念，增强家园合作的意识 

首先，需要父亲认识到参与家园共育的重要性，提升

父亲参与的意识和积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父亲主

要承担了养家糊口的任务，但是母亲早已经走出家门，同

男性一起从事各行各业，共同承担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因

此，父亲也应该分担母亲的家庭责任，分担教养子女的任

务；其次，有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家园共育，会对幼儿的

价值观、独立性、耐挫力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父

亲科学的参与家园共育活动，容易使幼儿形成独立、坚强、

勇敢的品质。因此，父亲应该充分的认识到自己在教育子

女中的重要地位，应该改变观念，高质量的陪伴孩子，而

家园共育提供了高质量陪伴的可能性及平台。 
3.2  父亲自身要克服工作困难，提高参与的意识 

一是父亲要学习合理的安排工作，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完成工作任务后，及时参与到家园共育中来；二是积极主

动的学习相关的育儿知识，自主的参与家园共育工作；三

是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做到以身作则。 
3.3  幼儿园要丰富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内容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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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父亲

作为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参与有利于丰富幼儿园

的教育教学活动，幼儿园应该积极主动为家园合作中的父

亲参与提供平台和机会，对父亲参与家园共育活动应该有

明确的方案，幼儿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促进父亲

积极参与家园共育活动。 
首先，采用父亲学习积分入园制，明确父亲在家园共

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家长学校，育儿沙龙等方式，宣讲

父亲对幼儿成长的积极作用，要求父亲在幼儿入园之前通

过线上线下的学习修够必要的育儿学分，幼儿方可报名入

学。其次，幼儿入学后，要求父亲必须定期参与家园共育

活动，形式可以是亲子阅读，亲子出行等。再次，幼儿园

可以组织父亲进课堂活动。幼儿园可以了解父亲的职业、

爱好、特长，结合主题活动，可以邀请幼儿父亲作为活动

的组织者向幼儿分享知识，一方面能够很好的整合资源；

另外一方面能够调动父亲参与的积极性。最后，幼儿园要

不断的丰富活动形式，增强父亲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同时

幼儿园可以开展系列与父亲相关的活动，让父亲感到被爱

戴的喜悦，也会更加愿意参与家园共育活动。 
3.4  家庭应该给予父亲信任和鼓励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有部分父亲是有意愿参与到

家园共育中的，但是由于祖辈或者是幼儿母亲的不信任，

或者偶尔一次“搞砸了”，就被无情的剥夺了参与家园共

育的权利，作为幼儿的主要监护人，父亲在幼儿的成长过

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祖辈及幼儿母亲要提供

机会让幼儿与父亲一起成长，多鼓励，多包容，让父亲有

机会也有信心很好的陪伴幼儿的成长。 
幼儿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社会、幼儿

园的通力合作，在对于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过程中发现，

大多数父亲能够认识到参与家园共育的重要性，也有初步

的参与意识及能力。但是部分父亲在参与家园共育的过程

中方式单一、频次较低、观念落后。这与父亲自身的学历，

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与家庭的构成也有一定的关系。

本文基于这些原因对父亲、家庭、幼儿园提出了一些对策

建议，以期改善父亲参与家园共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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