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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深度合作习惯养成共赢 
——再谈家园共育促进幼儿良好习惯养成的探究 

◆顾竹彦 

（无锡金桥实验幼儿园  江苏无锡  214000） 

 
摘要：幼儿良好习惯的形成来源于生活、生长于生活，最终服务于生活。
随着现代多数家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致家长在培养幼儿良好习惯养

成方面意识淡薄，幼儿在习惯方面的能力也每况愈下。3—6 岁是幼儿模

仿成人行为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是养成良好习惯的最佳期。本文主要
通过研究家园合作的多种互动模式，从而认识和考察促进幼儿良好习惯

养成的各种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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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良好习惯的形成来源于生活、生长于生活，最终服务于
生活。随着现代多数家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以致家长在培养幼
儿良好习惯养成方面意识淡薄，幼儿在习惯方面的能力也每况愈
下。3—6 岁是人个性、智力、习惯能力等高速发展时期，亦是
养成良好习惯的最佳期。家园合作是培养幼儿良好习惯养成，促
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今社会幼儿教育发展的
主要趋势。无锡金桥实验幼儿园在深度调研各班幼儿习惯养成现
状的基础上，发放家庭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的收集、分析、整
理后，便提出了“2l 天美丽行动”好习惯养成家园合作共育计划，
旨在以幼儿园、家庭为实践基地，在教师的专业引领下，家园深
度合作，促进幼儿习惯养成。 

一、“聚焦问题”，家园合作为何屡屡“各行其道” 
陈鹤琴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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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必定
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功效。”家庭和幼儿园均是幼儿
生活、学习的主阵地，而幼儿良好习惯养成则需要综合这两大场
所获取的习惯经验，家园合作能将幼儿所获得的良好习惯更具有
一致性、延续性、互补性，从而让幼儿良好习惯养成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而事实上，家庭和幼儿园的做法却常常是各行其道，
究其根本，在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1、意识上“不统一” 
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多数认为，孩子一旦入园，教育

便是幼儿园的事儿；从幼儿园的角度来看，所持有的惯性思维是
教育更多应关注园内幼儿的习惯养成，家园共育只是作为一种补
充或者辅助，对家长的指导和建议往往没有过多要求。 

2、行动上“不一致” 
以往，我们会通过“家长会”、“家长沙龙”、“班级 QQ 群”

等渠道通知家长共同培养幼儿良好习惯。但这种方式只是让家长
被动接受，家园之间没有商定一致的内容、具体的培养时间、相
应的评价标准，家长不清楚应该如何配合实施，无从下手。 

3、能力上“有高低” 
每个家庭，每个家长，他们的教养方式、引导方法都不一样，

如有些家长善于学习，能从孩子生活细节中捕捉习惯，结合孩子
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有些家长则没有把握幼儿心理
发展规律和心理发展特点，只会唠唠叨叨地说教，蛮横粗暴地制
止，只会让幼儿的习惯养成适得其反。 

4、方式上“有差异” 
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是一个鲜活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

的个性特点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他们的习惯培养必须
因人而异，因人施教。那么，家园培育方式必须针对个体存在的
不同问题进行教育引导，才能取得效果最大化。幼儿园善于通过
游戏、故事、情境、图文等多种形式来培养其良好习惯，而家长
则多数采用说教打骂等单一方式进行，这也会让习惯培养在家庭
中无法得到延展。 

二、“合理归因”，家园共育如何做到“无缝对接” 
通过反复研究，深入调查幼儿良好习惯养成及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无锡金桥实验幼儿园提出了“2l 天美丽行动”
好习惯养成家园合作共育计划，其任务主要是建构一种幼儿园与

家庭之间平等互助的合作模式，携手家长、指导家长培养幼儿良
好习惯。 

1、瞄准一个主题，坚持一项内容 
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幼儿园小、中、大三个年龄段

的好习惯培养内容也是具有坡度，坚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
简到繁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引领幼儿的习惯养成拾级而上。如针
对小班刚入园的孩子，我们提出了“21 天美丽行动之自理篇”
——“我会穿脱衣服”，待 21 天完成之后，我们再次提出新的任
务——“整理衣裤”，随后任务再次升级为“会扣扣子”；又如“21
天美丽行动之礼仪篇”——“我和老师、同伴鞠躬问好”，随后
“会向客人问好”再到“会向陌生人问好”；中班幼儿，我们提
出“21 天美丽行动之整理篇”——“我会整理玩具”，到“整理
书架”最后“整理床铺”；“21 天美丽行动之分享篇”——“我
会分享玩具”，随后到“分享我的才艺”最后到“分享我的心情”；
大班幼儿，我们则提出了“21 天美丽行动之劳动篇”——从“管
理班级自然角”到“管理幼儿园种植园”，随后到“社会实践种
植活动”、“21 天美丽行动之关爱篇”——从“关爱家人”到“关
爱他人”，随后到“关爱身边的环境”……根据班级幼儿习惯养
成情况，21 天持续做好一个习惯中的一项内容。待 21 天结束后，
家长、教师可通过观察评价幼儿习惯养成情况再决定是否更换新
的内容。21 天又 21 天，家园携手，行动一致、内容统一，坚持
不懈，助力幼儿良好习惯养成。 

2、创新一种方式，构筑一个平台 
21 天习惯养成在家庭中的开展情况如何进行评价呢？在广

泛听取教师及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后，我们确定建立“21 天好习
惯美丽行动记载卡”。我们强调：记载卡，不是家长一人包办，
而是倡导家长、孩子共同参与；记载卡，不是家长的主观评价，
而是强调孩子的自我评价；记载卡，不是简单的符号记录，而是
注重孩子个性独创的展示。总之，让幼儿参与记载，是我们自始
至终的要求。因此，“记载卡”的个性化设置和运用对幼儿、家
长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和挑战。而“记载卡”完成后，我们请孩
子带来展示，为他们一个阶段的努力构建一个平台来呈现。此外，
我们还进行了好习惯小明星评选，结合幼儿在园、在家表现，由
班级幼儿、家长、老师三方通过月末评选的方式产生。一方面，
通过评选机制，让孩子回顾并关注自己习惯养成的情况，从而体
验自我管理到自我评价的乐趣；另一方面，通过分享他人的成长，
感受同伴的进步与榜样，让幼儿产生积极的行动，对下一阶段自
己的行动和规划，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目标。 

3、坚持一个理念，完善一种行为 
美丽行动的开展，让家长真真切切地参与到幼儿好习惯养成

的评价中，通过了解、参与、走进幼儿发展评价，家长的评价观、
态度、方法的转变和评价能力实实在在得到了提高。参与了幼儿
发展评价后，家长们对孩子的关注程度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如家
长每天会挤出时间与孩子共同活动，观察活动中孩子的表现，及
时用孩子喜欢的形式进行记录和评价，有些家长还会把发生在孩
子身上的典型行为、主要特点及时记录下来。还有的家长利用照
相机、摄影机等记录孩子的活动过程，以获得动态评价信息，积
累评价材料。 

三、“互动主题”，家园携手因何收获“无限精彩” 
无锡金桥实验幼儿园在“2l 天美丽行动”好习惯养成家园合

作共育计划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始终以促进幼儿“终身发展”
的思路开展好习惯活动；始终以“游戏精神”的理念建构好习惯
活动；始终以“实践体验”的模式打造好习惯活动。由此，一个
个家园互动主题式活动，促进幼儿良好习惯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1、“暖心中国年，亲子逛庙会”——家长半日活动开放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园内小班组开展了亲子逛庙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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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庙会”采用游园的形式，孩子们在“逛”庙会的过程中，
不仅能感受到中国年浓浓的亲情，在与家长的互动游戏中，也渗
透着幼儿良好习惯的培养。入园时的礼貌问候，排队时的安静等
候，游览时的文明行走，游戏时材料的取放……这些良好的习惯
都在孩子们的一言一行中慢慢显现。活动后，小班老师组织家长
们针对开放活动进行讨论，帮助家长答疑解惑，通过现场体验互
动，进一步明晰了幼儿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确定家庭下一步培养方
案。 

2、“大手牵小手，本土民俗风”——亲子项目课程启动 
金秋时节，幼儿园“大手小手，慧游惠山”中班亲子项目课

程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主要通过“游惠山做任务”的方式——即
“找一棵古树”、“学一句无锡话”、“秀一个本领”、“画一幅美图”、
“尝一种无锡小吃”、“爬一座山头”六大任务挑战。找古树考察
幼儿在寻找古树的过程中能否关注植物，保护绿化，养成关爱身
边环境的习惯；学无锡方言考察幼儿能否有礼貌地和周围人交往
等文明交往的习惯；秀本领考察幼儿自信表达，分享才艺的习惯；
画美图考察幼儿能否安静作画并收归物品的习惯；尝美食考察幼
儿能否自理及文明用餐的习惯；爬山头考察幼儿自我挑战，能否
坚持的习惯。亲子项目活动的目的在于：让家长看到儿童是充满
生命力和个人魅力的个体，让孩子在家人陪伴的时光里收获习惯
也收获家人的陪伴。 

3、“毅路在脚下，亲子乐相伴”——在幸福的路上行走 
亲子徒步活动是无锡金桥实验幼儿园的传统项目之一，主要

由大班的孩子和家长们共同参与体验 5 公里徒步。徒步前，我们
向家长发出倡议：“坚持走完全程，不包办不代替，注意自身安
全。”徒步期间他们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克服了重重困难：摔倒了
爬起来继续走；走不动了休息一下继续前进；鞋子里进了沙子，
倒出来继续走；小伙伴走不动了，互相打气鼓劲，手拉手向前走。
而此过程，我们关注到孩子的好习惯随之显现：如遵守交通规则

——看红绿灯有序行走；保护环境卫生——废弃物品扔进垃圾
桶；坚持完成任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通过亲子徒步活
动，孩子们学会了遇到困难，学习忍耐、学会坚持，而家长懂得
了不包办代替，给予幼儿锻炼自我的机会，亲子双方在锻炼中共
同成长。 

总之，好习惯养成家园合作共育计划的开展，开启了家园合
作评价幼儿良好习惯养成的大门，引领家长参与到幼儿发展评价
中，使幼儿园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评价模式，开拓了家园合作评价
的有效途径。家长在幼儿园、教师的引领下参与评价，融入生活，
融入家庭，改变了过去家庭教育游离于幼儿园教育之外的弊端。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
与幼儿园教育相比各有各色，各具优势，不可相互替代。要让优
势互补，必然需要家园深度合作，共同打造幼儿良好习惯养成的
共赢局面。我们呼吁家长的全情投入，只有当家长与幼儿一起全
身心地投入，耐心地倾听，持之以恒地培养，方能与幼儿园共同
引领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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