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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教师在家园沟通中较高的矛盾发生率，也影响着

她们对职业的热爱程度和工作的成就感。因此，及时、尽早

地将家园有效沟通的策略纳入对年轻教师的培训与指导中，

解决她们的困惑与难题，提高家园沟通的有效性。

年轻教师在与家长沟通时，常常感受到自己不被家长

重视，自己说的话家长不予理睬，所以时常感到委屈和不平。

年轻教师在与家长沟通时，当遭到拒绝或失败时，通

常采取放任不管的处理方式，漠视家长对自己的置之不理。

认为“只要我问心无愧”就好了，任由矛盾激化和扩大。

现代的新教师和年轻家长多个性鲜明，坚持自己的看

法，而新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已经发生

了，但她们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引发了矛盾，

更不知如何面对家长，化解矛盾。

年轻教师应对家长的策略较少，加上有的家长又咄咄

逼人，造成很多年轻教师非常怕家长，进而躲避和家长的沟

通。这样造成了她们的被动，增加了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

难度。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及分析，要消除和减少年轻教师

在家园沟通中的误区，帮助她们形成一些正确的沟通观念，

掌握一些沟通策略，变被动为主动，使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指导年轻教师首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性分析家长

不接纳自己的原因以及自己与老教师的差距。

换位思考

作为教师，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要站在家长的角度

来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适宜的方式开展家园共育

工作。精美的玩具不一定就能受到幼儿的喜爱，而恰恰是那

些随处可见的生活化的游戏材料具有无限探索和创造的空

间，能够为幼儿带来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1]。但家长的教育观

念、教育理念参差不齐，所以还需要我们年轻教师在制定活

动计划及确定家园沟通主题时，务必把这其中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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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会有哪些方面的发展，逐一梳理清晰，所以我们除了

要告诉家长“如何配合”，还要让家长了解“为什么要这样

做”，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取得家长信任与支持。

第一，缓一缓。

家长盛怒时，教师静静倾听他叙述、发泄，一方面让

家长的消极情绪及时得到宣泄，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和家长一

个调整不良情绪的时间，为下面平心静气的交流打下基础。

切忌在电话里与家长争辩，采取预约面谈。

第二，问问题。

家长来与老师反映或询问情况、教师又恰巧不知道时，

可以及时反问家长，如：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孩子在家

怎么了？等，把问题抛给家长，既能了解情况，又为自己赢

得了时间。

第三，对不起。

发生意外或家长不满时，首先让教师明确做好家长工

作是其职责，而不是觉得是在委曲求全和无故承担责任。

第四，找准核心人。

发生问题时，要分清家庭中谁做主、谁好说话并主动

去找这几类核心人去交流，还要分析家长最信服哪位教师，

则由她首先出面去解决问题。

观察反思

同样的事件，老教师是怎样说的，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

肢体语言及怎样的场景下等，再反观自己在与家长交流时存

在的问题。

审视自己

年轻教师应经常反思，坦然面对家长的不满，欣然接

受家长的不接纳，正视自己的不足，心态平和地接纳家长此

阶段对自己的看法，愉快地投入到当前的工作。

注重学习

用知识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年轻教师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认识到并采取主动出

击的方式让家长接纳自己，改变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

年轻教师要分析自己与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关

键点是什么

家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教师的喜爱

和关注 [2]。尽管有些家长会对你的提出各种挑战，但大部分

家长对你心怀感激，向你寻求支持和建议。而且在一部分家

长中，可能还会存在家长本身不年轻了，或者处在职业发展

初期、瓶颈期，薪酬不高，并得不到认可，而且过度劳累。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我们使用共情的方法相互理解，将心比

心，和家长成为“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与其他关系不同，

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年轻教师和家长都有重要的作用，都

在特定的领域有自己的专长，通过一起努力帮助幼儿全面发

展。年轻教师可以针对这一点，认真分析幼儿及幼儿家庭教

育优势，并积极展示自身专业及特长优势，来赢得家长的信

任，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

年轻教师分析和老教师相比，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孩子总是喜欢年轻漂亮的老师，喜欢亲切的教师，喜

欢对他关心和关注的教师。只要孩子接受了你，就能赢得家

长，家长就会信任你。同时，在日常交流中充分利用现代技

术手段与家长进行多形式的交流。

年轻教师要分析建立良好人际交往的一般性规

律是什么

实际人际交往中，对人热情、亲切，都是一切良好关

系的前提。年轻教师每天接送孩子时，主动打招呼，热情迎

上前，特别是年纪大的长者。

与家长良好关系的建立，不能等发生矛盾了再来谈感

情。平时注重感情的储备，未雨绸缪。

年轻教师要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小事，勤汇报

对于孩子在园发生的日常小事、身体、心理的变化要

经常主动地向家长汇报，使家长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孩子的关

注和关心。

年轻教师要关注家长的日常情绪反应，勤询问

早、晚沟通的教师利用家长每天接送孩子之际与家长

进行简短对话，是教师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效果及时显现

的一种家长工作方式。每天家长接送孩子时关注孩子的情绪

及家长情绪，便于教师了解家长的需求的同时还能及时解答

家长的问题，发现特殊事件也能及时处理，长此以往，还可

以拉近教师和家长间的距离，建立情感联系。这样发生问题

时家长也愿意主动和老师沟通 [3]。

年轻教师要关注家长平时交代的小事，要重视

可能这些小事都不大，但却是家长感受教师平时是否

认真负责和重视他们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平时一个个细小

的问题累积在一起，当有事发生后就会成为宣泄不满的导

火索。

日常带班中意外和疏忽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和

解决问题。

首先，要清晰事情发生的缘由、过程及焦点是什么，

避免手足无措、一问三不知。

其次，要汇报，向班组长和同班教师说明并商量可能

的处理策略。处理不了可以询问有经验的老师和园长。还可

以借力，如同班组的教师、其他班老师、园长甚至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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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长教育家长。

幼儿园要根据年轻教师可能出现的问题开展研讨，给

予策略上的帮助。每学期末组织全园教师的典型案例进行分

享交流。每个教师选择一学期中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新教师在开展家园工作时要切实做到换位

思考，了解家长所需，有针对性开展相关沟通工作，用积极

的心态与家长建立相互信任、协调配合的双赢关系。基于此，

在日常工作中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灵活运用各种方

式与家长形成有效沟通及实践互动，在知、行、教上引导家

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理解对方的感受，共同促进幼儿成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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