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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有效开展家园合作的策略探究
宋印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石寨幼儿园 四川 泸州 646014

【摘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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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由此可见，幼儿教育不仅仅只是幼儿在幼儿园中所受

的教育，家庭教育对幼儿教育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家长，都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家园合作，

在游戏活动、情感教育中，提升素质教育，帮助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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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于发现家庭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出发，通过

更新教育理念、尊重幼儿学习兴趣家园合作的方式来帮助幼

儿培养发散性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创造能力，走进幼儿内

心世界，更加关注幼儿的身心健康，以促进幼儿全方位的和

谐发展。

1 家庭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

很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强烈，对幼儿的课业

看的过重，过于强调孩子的智力教育，或者对自己的孩子过

于溺爱，认为年龄小“不懂事”很正常，行为习惯的养成可

以日后慢慢培养，所以家长对幼儿行为习惯的关注度比较

低，更是缺乏将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培养的主动意识和家园共

育意识。对于幼儿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不太关

注，对于幼儿园要着重培养幼儿的行为习惯的观点并不完全

认同。此外，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

可以说整体社会的教育氛围都是相对功利的，学前幼儿又多

是独生子女，所以容易形成对幼儿发散性思维、创新创造力、

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忽视。

2 更新敎育理念，保护儿童思维的“天马行空”

首先，作为成人的我们，要学会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

要学会站在儿童的立场。我们要知道儿童是探索者和追求

者。儿童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的可能性，可能性就是创

造的潜能，是被开发出来的。对幼儿来说，学习不只是知识

的简单增加，学习的每一部分都会与某种学习经验、知识、

文化相互贯穿，并导致其态度、个性、人格及未来选择方向

发生变化。我不由想起开展的一节美术活动。那是中班的手

指点画，当时,我用口红涂在大拇指上又在画纸上按了一下，

然后问小朋友：“这像什么？”孩子们的回答五花把门，“这

像小花”“这像红豆”……而可可小朋友的回答却让人惊讶：

“这是妹妹的牙齿！”“哦？”我当时觉得好笑，就问他：

“妹妹牙齿怎么会是红色的？那是因为妹妹偷东西吃，把牙

齿吃掉了，所以牙齿上面都是血呀！”我听了真是又惊又喜，

是呀，为什么这非得是小花之类的东西？它不可以是孩子们

心中生动有趣的故事吗？只有发挥主体性，创设有助于幼儿

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才能使幼儿的学习更有创造性。对于

孩子的超常思维，我们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重视幼儿的

创造性发展，要学会培养发散思维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孩子

发散思维的新过程中时常有些幼儿表现出超常、独特、非逻

辑性的见解，就像花园里盛开的最奇异的花，而我们要做的

是及时的肯定。

3 丰富建构材料，促进幼儿想象力发展

心理学研究证明，幼儿对世界充满幻想，表现出不受习

惯约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幼儿想象力发展主要表现在初期

的再造想象和中后期的创造想象。幼儿初期，幼儿利用高结

构化的材料，通过实际的记忆表象或教师的语言描述，进行

再造想象，更多表现为对生活建筑物或见过的物体再现。幼

儿中后期，幼儿通过低结构化材料，根据有效指导，发挥想

象，通过任意拼插和组合，或根据一规则排列组合，构建不

一样的造型，反映学前儿童创造想象能力的发展。同时，教

师在游戏指导过程中，通过提问，积极引导、创设问题情境

促进幼儿想象力发展。如构建公园时，教师可以通过语言引

导，提问：“现在各位小朋友是小小设计师，你们理想中的

公园是什么样子呢？”诱发幼儿创造力，促进学前儿童想象

力发展。家长在陪同幼儿进行建构游戏时，可以结合生活场

景和绘本故事，有目标地引导幼儿进行大胆想象，即便幼儿

所想所说同日常生活不符，也无须纠正幼儿。在生活中，可

收集一些安全可靠且丰富多彩的废旧材料，变废为宝，增加

建构游戏的趣味性，开阔新视野。适宜的游戏环境有助于培

养幼儿专注力，幼儿可以自主选择主题、内容、材料，教师

在建构区创设安静的游戏环境。材料摆放有秩序、组织合理，

投放符合幼儿年龄阶段。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6 期 2021 年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智慧来自材料。根

据幼儿的班级设置进行合理投放，高结构材料更适合小班幼

儿，因此在小班游戏活动中投放较多，而低结构材料适合中

班及大班幼儿。合理的材料能够激发幼儿极大的兴趣，容易

体验成功，树立信心，提升专注力。同时，幼儿教师在游戏

中扮演好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尊重幼儿、

热爱幼儿。同时，幼儿教师可有效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开展建

构游戏，家长可为幼儿选择场地相对宽敞、安全的游戏环境，

摆放符合幼儿身高的储物箱，方便幼儿拿取游戏材料。幼儿

在家庭游戏时除了需要良好的物质环境之外，更需要一个互

助、和谐、温馨、民主、平等的心理环境。家长要充分尊重

幼儿、相信幼儿。在幼儿游戏过程中，不轻易干扰、打断幼

儿，也不要过早干涉幼儿，当幼儿遇到困难时，应给予适当

帮助。

4 根据规则感知操作，促进幼儿思维能力发展

规则是游戏的灵魂，游戏的魅力在于根据规则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大班幼儿越来越喜欢进行规则性建构游戏，

如在七巧板游戏中，幼儿为了拼出目标图形，会通过尝试不

同方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不仅能帮助幼儿建立自信，体

验游戏成功的喜悦，又能锻炼幼儿动手动脑解决问题。同时，

建构游戏可以促进幼儿数学思维能力发展。对于幼儿来说，

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离不开感知操作，幼儿处于前运算阶

段，思维方式主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建构游戏可以很好

地与数学教育相结合。建构游戏中包含大量数学知识和经

验，例如长度、形状、数量、高度、测量、比较、分类、平

面几何、立体几何等。幼儿通过操作各种各样的建构材料，

循序渐进地掌握关于整体与部分等数学知识。在建构游戏

中，儿童可以通过自己实际操作主动建构数学思维能力。同

时幼儿按照一定目标，通过思维与动手操作，使问题得以解

决，促进幼儿思维能力发展。在家庭中，我们可以将建构材

料与数学启蒙有效连接，幼儿通过触摸、感知培养数感，进

而促进幼儿逻辑思维能力发展。

5 大胆鼓励，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

游戏对幼儿的语言能力培养起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

幼儿游戏前，设定建构的主题或者内容后，通过小组交流，

同伴沟通讨论游戏的各个部分。当幼儿进入游戏情境，循序

渐进地遵守及掌握游戏规则，实现团结合作。游戏活动的开

展需要幼儿们的共同参与，幼儿能在游戏中学会与他人交流

沟通及相处，其自身社会性能力便得到深入发展与锻炼。在

游戏过程中，当遇到问题时，幼儿相互探讨，倾听对方的意

见，表达各自观点，并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促进幼儿语言能

力发展。在家庭中，当幼儿通过建构材料完成场景搭建时，

家长可以继续延伸和拓展，引导幼儿为家庭成员讲述搭建的

主题和方法，并且与幼儿一同创编故事、话剧表演。通过有

效整合资源，促进幼儿语言发展。

结束语

通过家访，我们了解了家长对孩子的一些想法、打算，

进一步掌握了学生的个性特点、行为习惯、内心情感等等，

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也在沟通中统一了教育理

念，能够更好地家园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通过家园

合作，让我们有一双观察教育世界的慧眼，让慧眼去改变我

们的教育视界。幼儿直接触摸玩教具及各种多元材料，通过

具体操作提升观察力、注意力。同时，操作过程对幼儿的思

维和语言能力起促进作用。可见，利用建构游戏，能有效搭

建家园共育桥梁，使幼儿认知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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