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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今以教育为主的社会中，幼儿教育受到越来越广泛

的关注。教育似乎不再是单单关注孩子的成绩，更注重孩子

从小的全面发展。家园共育是儿童家长与教师的共同教育，

在合作教育的过程中，双方要统筹协调，全面细致地开展幼

儿教育，有效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健康发展。家庭和幼儿园共

同肩负着孩子的教育工作，在孩子健康茁壮成长的同时，做

好家庭和幼儿园的纽带，为孩子的终身教育奠定坚实的根基。

2�幼儿园家园共育存在的问题

家园教育在儿童上学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阶段

幼儿园家庭教育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教师专业素质和认

知以及家长合作程度的制约，家园教育面临一系列问题。因此，

这就需要教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实现

家园教育策略的优化。

首先，沟通不顺畅。从家园教育实施到现在，幼儿园教

师和家长的沟通并没有做到很好。一是因为家长太过溺爱孩

子，导致有些教师不太想跟家长过多地沟通孩子的问题。另

外也有大多数家长时间不允许，繁忙的生活导致很多都是爷

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去接，教师不能详细沟通。二是学生数

量比较多，教师可能并没有对孩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每天

按照规定完成相应的课程即结束了一天的教育，并没有什么

要跟家长沟通的。

其次，教育理念差异。在家园共育实施过程中，存在流

于形式的现象 >��，家长和教师并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的教育角

色，也存在家园教育观念不明确的问题。幼儿跟大孩子区别

最大的地方在于，幼儿对社会、对事物的一切认知并没有太

多概念，就像一张白纸，需要涂抹上色彩，而白纸究竟会成

为什么样子，幼儿园时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更需要家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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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从娃娃抓起，而幼儿园是孩子除家庭教育外进入社会需要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家园共育主要是指在幼儿园教育中，通过
家庭和幼儿园的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促进儿童健康幸福、全面发展的教育战略。论文针对家园共育存在的问
题对其提出相应的有效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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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引导以及教育。偏偏这个时候的教师和家长会各自有

各自的误区。例如，家长认为把孩子放到幼儿园，那么就需

要幼儿园负责到底，孩子出现什么问题，跟教师的不负责任

脱不开关系；教师则认为，放学后，家长负责学生，教师将

不再负责。针对上述家庭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双方应切实

纠正家园共育的教育观念，不断创新家园教育方式，充分发

挥幼儿园在家园共育活动中的引领作用，并为儿童的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最后，家园共育的合作性并不强。家长和幼儿园之间实

际合作性不强也在于没有具体的合作内容，家长和教师见面

次数仅限于接送学生，甚至可能只存在于网络层面，这也导

致很多问题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有效的团队合作，可以使家

长和幼儿园之间有更多的互动，让家长参与到幼儿园中，可

以促进家园共育更好地实施。

3�幼儿园家园共育实施策略
3.1�创造沟通机会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幼儿园教育在中国教

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幼儿需要教师耐心的教导以及引导。

但是，学前教育作为一项德育的系统工程，仅靠幼儿园教育

是无法实现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的 >��。家庭和幼儿

园有效的沟通是家园共育实施的基础，只有保持良好的沟通，

才能保证孩子在二者的教育合力中获得更为良好的发展。

因为大部分儿童是独生子，从现实生活中，家长溺爱孩

子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希望家长能做到相信教师，并且配

合教师的工作，这样教师能够更全身心地投入去教育孩子。

现在社会，压力带给父母繁忙的生活，很多可能都是爷爷奶

奶甚至姥姥姥爷去接孩子，这就让面对面的沟通成为了问题，

而且教师时间有限，一天不能做完所有的沟通。不过现在网

络甚是发达，无论是微信、44或者掌通家园，沟通不仅限

于面对面沟通，教师可以做出计划，每天和其中一到两位家

长约定一定的时间，来一场关于孩子的对话，当然这需要教

师和家长都付出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另外建议幼儿园教师可

以在幼儿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相关记录，

例如，幼儿挑食问题，平时跟小朋友交往的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等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并在放学后随

时跟家长进行沟通。幼儿园是一个启蒙阶段，这个时期教师

跟家长的沟通有利于更全面地掌握孩子的情况。

3.2�端正教育理念

家庭共育战略作为幼儿教育的有效引导策略，在促进幼

儿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家长或者教师，都有

一定的教育理念误差。教师和家庭都在孩子生活中承担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

教师是幼儿园的主力队伍，所有进入幼儿园的教师，都

应具有系统并正规的学前教育学习经历，当然，教育管理者

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理念将是整个幼儿园持续发展的动力。

教师作为主力队伍，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家庭共育理念的含

义，并通过宣传引导，将这一理念传授给孩子及其家长。而

家长作为孩子的生活导师，平时生活中在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的同时，要明白，幼儿处于生活启蒙状态，家庭、社会、幼

儿园影响着孩子的未来，幼儿园教师都是经过系统培训和学

习的，家长要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通过不断学习以及与幼儿园教师的沟通，实现自身的教育功

能，与幼儿园教师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 >��。

在家园共育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老人带孩子，提高了家

园共育实施的难度，这需要孩子爸妈做好老人思想工作。隔

辈亲总是存在，这导致很多教师在孩子教育中并不能很好下

手，这需要老人的放手。家长做好孩子思想传输，给孩子做

好榜样，教师教育孩子知识，两者相辅相成，会使教育更好

地发展。

3.3 开展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幼儿园方面在家园共育

活动中的牵头引领作用

在家庭教育活动中，如果家长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幼儿

园就有主动权。幼儿园园长要抓住有利时机，带领幼儿园教

师和家长做好辅导活动。首先幼儿园园长要做好教师专业培

训，帮助教师培养爱子爱园的良好品德，组织活动，提高教

学水平。其次，教师可以开展家长学校，用来引导家长的家

庭教育理念，这样可以促使家长的教育理念得到有效地推广

和发展，与教师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共同促进幼儿园教育

的良好发展 >��。另外，幼儿园也可以成立家长委员会，选举

一些有时间、有责任感、教育意识强的家长代表全体家长参

与幼儿园教育，激发家长的参与积极性和形式，实现更好、

更有效的家庭教育和教育合力。最后，幼儿园可以组织更多

的活动，比如关爱老人活动，教师和家长带孩子去敬老院看

望老人；家长和孩子参加亲子运动会，教师担任评委；茶话

会上，家长、教师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畅谈孩子的情况，讨

论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好。

4�结语

幼儿园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家园共育成为必然手段，

通过深度的家园共育，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沟

通机制，保障幼儿心理和身体健康教育的持续性，为幼儿之

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健康人格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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