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734-874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49    

文章引用: 李志梅, 陈喜华. 家园社协同共育儿童的困境与策略[J].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734-8742.  
DOI: 10.12677/ae.2023.13111349 

 
 

家园社协同共育儿童的困境与策略 

李志梅1，陈喜华2* 
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2广州工商学院工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9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15日 

 
 

 
摘  要 

现代社会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对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三方协同共育是学

前教育的基本立足点，符合儿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现实要求，实现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的有效途径，培养儿童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家园社协同共育

也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角色界定和责任分配困难，信息沟通和互动不畅，价值观差异和矛盾冲

突，资源不均衡和机会不公平，缺乏全面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基于此，本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并借鉴

教育技术工具和手段，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家园社协同共育的策略：一是建立明确的角色界定和责任分

配机制，二是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协作机制，三是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四是共建共享教育

资源，五是建立全面有效的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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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kindergartens, and communi-
ties are cruc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families, kindergartens, and communities is the basic footho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ine with 
the basic trend of children’s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promoting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educa-
tional resources, and a necessary means to cultivate children’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s. However, in practical oper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families, kindergartens, 
and communities also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mainly manifested in: difficulty in defining roles and 
assigning responsibilities, po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in values, imbalanced resources and unfair opportunities, and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ols and mea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oop-
erative education of home community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ly, establish a clear role 
defin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mechanism; secondly, establish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hirdly, establish common values and educational con-
cepts; fourthly, jointly build and sha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fifthly, establish a comprehen-
sive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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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1]。
2023 年 1 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2]。在儿童成长过程中，

家庭、幼儿园和社区是三个重要的育儿环境，三方各司其职，因此，协同共育成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必要手段。家园社协同共育是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强调家庭、幼儿园和社区

共同参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旨在通过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紧密合作，增强育儿效果，促进社区融合，

共同为儿童提供全面的发展支持和资源，促进他们在身体、智力、情感、社交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发

展。然而，现实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在协同共育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

沟通机制、角色定位不清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其中的一些问题。为了有效克服这些困境，需要制定

相应的策略和措施，以促进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紧密合作，最大程度地满足儿童的成长需求。 

2. 家园社协同共育的必要性 

2.1. 家园社协同共育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立足点 

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于 1927 年提出，“幼稚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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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3]。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儿童的协调教育理论与

实践已经开展过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意大利瑞吉欧提倡实行的“幼儿、家庭、学校以

及社区相互协作、相互分享、相互融合”。英国为提高家庭与社区的融入程度，英国政府直接干预早期

保教工作，并且建立特定的基金会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让社区与家长共同参与评估 ECEC 服务，一起

观察、参与、评估学前儿童保育及教育服务[4]。而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在其颁布的相关文件中强调幼儿

园要充分利用家庭与社区资源对儿童进行教育[5]，充分发挥园、家、社三者的协同作用。由此可见，随

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家庭、幼儿园与社区三方协同共育必

将成为学前教育的基本立足点。 

2.2. 符合儿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家庭、幼儿园与社区协同共育已经成为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从 OECD 国家有关儿童早期教育

与保育的质量评价标准来看，这些国家大多纳入了有关“家园合作”“家长参与”的内容标准，例如澳

大利亚制定的国家质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明确将家园社区协同作为评价早期教育质量的

重要领域，包括家长有机会了解幼儿园信息、参与幼儿园活动，幼儿园帮助家庭联系和参加所在社区的

服务。美国教师发展标准也涉及“教师需要与家庭合作，建立共同的期望，保持有效的沟通，以支持学

习者的发展”等主要内容[6]。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园社协同共育符合儿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2.3.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现实要求 

家园社协同共育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现实要求。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密切合作，为儿童提供全

方位的支持和关怀。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环境，父母应该给予孩子关爱、支持和指导。他们应该创造

温馨的家庭氛围，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学校也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教师应

该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社会也应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让儿

童参与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去，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的协同努

力，儿童可以得到全面的成长和发展。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关注儿童的需求，

制定合理的教育方案和政策，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支持，帮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2.4. 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有效途径 

家庭、幼儿园和社会都是培养孩子的重要场所，各自拥有独特的教育资源。家庭可以提供爱、安全

感和价值观培养；幼儿园可以提供系统的知识和学习环境；社会可以提供实践机会和社会经验。家园社

协同共育强调教育资源的共建。三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开展教育活动和项目，共同设计和实施

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专业、多元的教育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

家园社协同共育还强调教育资源的共享。幼儿园可以向家庭和社区开放资源，如图书馆、实验室等，使

其成为学生教育的延伸。家庭和社区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资源，如家庭教育经验、社会实践机会等，为学

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因此，家园社协同共育是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有效途径。 

2.5. 培养儿童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的必要手段 

家园社协同共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在培养儿童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是

孩子最早接触的社会环境，幼儿园和社区则是孩子逐渐认识和融入的社会环境。家园社协同共育可以提

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示范。孩子在家庭中接受到家长的教育和引导，而幼儿和社区也会给予他们更广泛

的影响。在这种共育模式下，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可以共同塑造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家庭可以

通过言传身教，向孩子传递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幼儿园可以开展相关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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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社区可以提供实践机会，让孩子亲身体验和感受社会的需要与责任。这种多方位

的教育示范有助于孩子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因此，家园社协同共育是培养儿童社会责

任感和价值观的必要手段。 

3. 家园社协同共育面临的困境 

家园社协同共育作为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优势，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

境和挑战。 

3.1. 角色界定和责任分配困难 

在家园社协同共育中，角色界定和责任分配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家庭作为孩子最早和最亲密

的社会环境，承担着初级的教育责任。幼儿园是孩子接受正式教育的重要场所，承担着系统化知识和学

习环境的提供。社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孩子提供实践机会、社会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机会。家园社

各自有不同的资源和优势，承担着教育的不同角色和责任，但是，如何合理地确定各方的角色和责任，

是协同共育的关键挑战之一。一方面，角色冲突和不清晰。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角色和责任往往

存在冲突和不清晰。家庭有时过度依赖幼儿园，期望幼儿园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而幼儿园则可能指责

家庭未能充分育儿。社区的参与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缺乏明确的角色界定和责任分配会导致家

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困难，甚至可能出现互相推诿责任或责任被削弱的情况。另一方面，责任

分配不均衡。由于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资源分配和能力不同，责任分配容易出现不均衡的情况。一些

家庭可能缺乏教育资源和知识，难以满足孩子全面发展的需求。一些幼儿园可能面临师资不足、设施落

后等问题，难以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一些社区可能缺乏有组织的教育支持和活动。因此，在责任分配

中需要重视资源的均衡配置和支持的普惠性，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 

3.2. 信息沟通和互动不畅 

信息沟通和互动是家园社协同共育的重要环节，但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往往

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协作互动。在实践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互动机会有限，导致信息不对称、信息孤岛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会影响家庭、幼儿园和

社区之间的角色理解和整合，阻碍协同共育的实施。信息沟通和互动不畅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沟通渠道有限。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导致信息的传递不及时、

不准确。例如，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家长会、家访等有限的场合，信息得不到及时反馈。幼

儿园与社区之间的沟通则常常是断断续续的，缺乏有效的平台。第二，信息孤岛和不对称。家庭、幼儿

园和社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导致信息孤岛的存在。例如，幼儿园可能缺乏对家庭背景

和家庭教育的充分了解，而家长也可能对幼儿园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缺乏了解。第三，缺乏互动机会

和合作机制。家园社协同共育需要各方之间的积极互动和合作，但现实中互动机会较少，合作机制不足。

家长和幼儿园之间往往只在特定的活动中互动，而社区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也不够紧密。第四，信息过

载和优先级不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数量和多样性呈指数级增长，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可能面

临信息过载的问题，而且，不同信息的重要性和优先级常常不清晰，导致难以有效地处理和利用。第五，

缺乏共同目标和合作文化。在实践中，家庭、幼儿园和社区间育人目标和价值观不同，缺乏共同的理念

和行动，导致各方理念难以对接，文化难以融合，协同共育困难重重。 

3.3. 价值观差异和矛盾冲突 

家园社协同共育中的价值观差异和矛盾冲突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问题。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各自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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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可能导致在协同共育中的差异和矛盾。第一，文化和背景差异。不同家庭和

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和背景，这将导致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例如，不

同的宗教信仰、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等都会影响到家庭对教育的理解和期望。第二，教育目标和方法差

异。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在教育的目标和方法上也存在差异。家庭可能更关注个体品德培养和生活技能

的传授，而幼儿园更注重知识与学术能力的培养，社会可能更重视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力的发展。这些

差异可能导致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冲突和难以协调。第三，矛盾的期望与压力。家庭、幼儿园和

社区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往往存在差异，这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家庭可能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

幼儿园则可能对成绩和竞争有过高的要求，社区可能对标准化的评价有过高的依赖。孩子在面对差异化

的期望和压力时，可能感到困惑和矛盾。第四，个体差异和多元化认知。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有

自己的特点和差异，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方式也存在差异。有些家庭可能更注重传统的教育方式，而有些

家庭则更加开放和自由。在面对多元化的教育认知和实践时，容易导致价值观的冲突和差异。第五，教

育伦理和社会责任。家园社协同共育涉及到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也可能引发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

例如，一些家庭可能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幼儿园和社区则更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3.4. 资源不均衡和机会不公平 

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资源分配不均衡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第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庭、

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资源分配存在差异。一些家庭可能拥有较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提供更好的书籍、

培训和学习机会，而另一些家庭则可能缺乏这些资源。相比之下，一些幼儿园可能拥有更好的师资和教

学设施，而其他幼儿园则可能面临师资不足和教育设施落后的问题。社区也存在资源不均衡的情况，部

分社区可能缺乏教育支持和相关活动。第二，家庭背景差异。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有些家庭可能具备更好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教育意识，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机会和良好的教

育环境。然而，另一些家庭可能面临贫困、文化传承断层和教育知识的缺乏，孩子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

间受到限制。第三，地域差异和城乡差距。教育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地域差异和城乡差距上。

一些地区面临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匮乏的问题，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显现。例如，城市的幼儿园更容

易吸引优秀的教师和提供先进的教育设施，而乡村地区的幼儿园则可能面临师资和设施条件的不足。第

四，社会公平和多元化教育。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也与社会的公平性紧密相关。一些特定群体，如贫困家

庭、少数民族、残障儿童等，缺少被关注和支持，难以享受特殊教育服务和资源配置，面临更大的教育

障碍和机会不平等。 

3.5. 缺乏全面的评估和反馈机制 

家园社协同共育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以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发展情况，改进教育实践，

促进家园社合作，评价教育成果。然而，在实践中往往缺乏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导致评价

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影响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积极参与和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基于

单一指标的评估。现阶段的教育评估往往基于单一的指标，如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孩子的综合发展。这

种单一指标的评估容易导致对孩子的能力和潜力的片面评价。第二，缺乏家庭参与的评估。传统上，幼

儿园评估主要由幼儿园和教育工作者负责，而家庭的参与较少。这种情况导致教育评估的信息不全面，

无法全面了解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学习和发展情况。第三，缺乏及时和具体的反馈。评估结果的及时性

和具体性对于改进教育实践和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反馈往往滞后和模糊。幼儿园

的评估结果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知，而家庭往往缺乏及时得到有关孩子发展的详细信息和建议。

第四，缺乏协同共育的评估标准。协同共育涉及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三个主体的合作。然而，目前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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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明确的协同共育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导致评估结果难以客观和全面地反映协同共育的效果。第五，

社会认可度和支持度不高。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于评估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对

于评估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不一致，评估结果的使用可能受到质疑。 

4. 家园社协同共育的策略 

4.1. 建立明确的角色界定和责任分配机制 

儿童教育是一个繁杂而庞大的工程，无论是家庭、幼儿园还是社区，都无法单独完成[2]。家庭、幼

儿园和社区作为家园社协同共育的三个主体，每个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各自应该明确自己的角

色和边界，按照既定角色履行各自的责任，协调合作，各尽其责，避免角色混淆和责任模糊，才能使各

方在共同育人的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么，如何建立明确的角色界定和责任

分配机制？ 
首先，家庭要为孩子提供温暖的家庭环境和情感支持，培养孩子良好的家庭教养，传递积极的价值

观和人生态度，还要监督和辅导孩子的学习，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与孩子共同制定学习计划和目

标，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协助孩子完成作业和学习任务。此外，家庭要负责孩子的健康管理，积极

参与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活动，与幼儿园建立紧密的联系。 
其次，幼儿园负责班级管理，提供专业师资和教学资源，制定学业规划和教育目标，提供优质的课

程和教学环境，组织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指导和评估，提供评估结果和反馈，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监

测学生学习进展，同时还要与家长和社区共同交流、合作，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制定家园社协同共育的

计划和活动，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最后，社区负责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如文化课程、艺术活动、体育赛事等，开展社区教育

活动和服务，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还要邀请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参与幼儿园和家庭的教育工作，通过举

办教育讲座和培训活动，为家庭和幼儿园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更换地促进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

沟通和合作。与此同时，社区要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如社区服务、实地考察等，帮助学生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4.2. 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协作机制 

家园社协同共育需要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工具和手段，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协作机制，不仅有助于

建立信任关系，共同制定目标，促进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合作和协调，而且有助于三

方信息互通，共同了解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发展情况，为学生提供更全面、多元化的教育支持和指导，

形成有机的协同共育网络，使各方资源得到更有效的整合和利用。那么，如何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协

作机制？ 
第一，建立沟通渠道。首先，幼儿园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建立线上家园沟通平台，如家长微信群、

家长会、幼儿园网站、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等，及时向家长传达幼儿园教育理念、教育政策、重要信息、

活动安排和学生学习情况等，方便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信息传递、交流和反馈。其次，幼儿园可

以定期举办家长沟通会议、家长参观日等活动，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让家长能够更全面了解幼儿园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活动。最后，幼儿园可以定期进行家庭走访和家访，接收家长的反馈和建议，加深了

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第二，制定协作机制。首先，幼儿园可以制定家园协作机制，明确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在育人过程

中的角色和责任，并约定沟通、合作和协调的方式和频次。其次，幼儿园可以与家庭密切合作，建立家

庭学习支持小组或家委会等组织，共同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最后，幼儿园可以邀请家长和社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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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幼儿园教育工作，共同商讨幼儿园发展和教育改进的事宜。 
第三，开展协同活动。幼儿园可以作为牵头单位，与家庭和社区共同策划和组织一些协同活动，如

教育讲座、亲子游戏、社区义工活动、学生参观社区等，促进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幼儿园也可以邀请社区专业人士举办讲座，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等，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通过多种方

式，丰富教学设计过程，增强学习体验效果。 
第四，强调互动与参与。首先，幼儿园可以鼓励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活动，积极参与幼儿学习资

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增加家长与幼儿园的互动和参与度。其次，幼儿园要

注重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给予反馈，让家长感受到他们的意见被重视和采纳。此外，幼儿园

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等，以便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4.3. 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幼儿园、家庭和社区要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不仅可以为幼

儿园、家庭和社区提供统一的方向和目标，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提升协同育人的效果，实现幼

儿园、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与共赢，而且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培养学生

的积极向上、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精神。通过多元化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合作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第一，定义核心价值观。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可以共同明确核心价值观，如诚信、尊重、责任、关

爱等，作为教育行为和决策的基准，并将其贯穿于各项教育活动和日常管理中。幼儿园可组织教师团队

开展专题研讨、教育讲座，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素养。 
第二，制定共同的教育目标。幼儿园可以结合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与家庭和社区讨论并制定共同

的教育目标，明确期望学生在知识、技能、品德等方面的发展目标，以便后期开展学习能力评估。 
第三，推动改进和创新。幼儿园应主动关注和研究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借助各种网络社交媒体，

为家庭和社区传递最新教育理念，帮助家庭改进教育方法，改善亲子关系。 
第四，强调全人教育。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应共同强调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认

知、情感、社交和身体等方面的能力，也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他们表达意见和反馈，从而形成

更加多元化和全面的教育理念。 
第五，倡导家庭教育。幼儿园和社区可以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辅导和培训，并鼓励家庭营造良好的

教育氛围，与幼儿园共同培养学生的积极向上、合作共赢的品质。 
第六，强化师资培训。幼儿园可以聘请行业专家和学者对教师进行培训，提升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辅助教学的能力，帮助教师更好地设计、开发、使用和管理教学资源，并通过建立专业发展交流平台，

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学习和经验分享，提升教师与家庭和社区合作的意识，落实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

念。 

4.4. 共建共享教育资源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共建共享教育资源数据库，能够加强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形

成资源整合和互补，提高教育水平和效果，是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协同共育的重要方面，旨在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共

建共享教育资源？ 
第一，加强政策引导。教育主管部门应要积极出台家庭、幼儿园和社区协同共育的政策性指导意见，

为三方协同共育提供参考的依据，还要出台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的配套政策，提高农村幼儿园和民办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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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的经费投入，减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入校难、入校贵”的问题。 
第二，开放教育资源。幼儿园可以主动向家庭和社区开放自身的教育资源，如图书馆、实验室、体

育设施等，向家庭和社区开放，使学生能够在家庭和社区环境中进行更多的实践和探索，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和应用。社区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专业资源和社区服务，如博物馆展览、科学实验活动、体育赛

事等。学生可以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开拓视野，提高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 
第三，发挥社区资源。幼儿园可以与社区合作，共享社区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活动中心

等，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和体验。幼儿园也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到幼儿园授课，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服

务和实践活动，如义工活动、社区调研等，在生活的课堂，自然环境中进行社会启蒙教育，丰富学生的

教育体验，加深学生对社区和社会的认知。社区组织也可以支持幼儿园和家庭的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各

类教育讲座、培训等活动，向学生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支持。 
第四，幼儿园与家庭合作。幼儿园可以借助家庭的资源，如家长的职业背景、爱好或专业知识等，

邀请他们到幼儿园开展讲座或开发设计特色课程教学，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和体验，增强与家庭的联系

和互动。 
第五，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幼儿园可以与社区合作，开展家庭教育辅导课程，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社区教育、教育展览等活动，分享教育经验和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成长发

展需要。社区可以设立教育基金或提供教育奖学金，资助有需要的学生参与课外培训、文化活动等。 

4.5. 建立全面有效的评估机制 

家园社协同共育的关键之一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工具和手段，建立全面有效的评估机制，以便幼儿

园、家庭和社区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发展情况，发现学生的潜在问题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育

方案和措施，反思教育方法和策略，进行教育改进和创新，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

馈和支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批判思维和合作精神那么，如何建立全面有效的评估机制？ 
第一，采用多元评估手段。幼儿园可以采用多种评估手段，如考试、测评、作业、课堂观察、项目

成果等。这样的多元评估能够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综合素养和创造力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提供个性化评估和反馈。幼儿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个性化的评估，并提供相

应的反馈和指导。这意味着评估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潜能发展，而不仅仅是笼统的等级评价。 
第三，邀请家庭参与评估。家庭作为重要的教育参与者，可以参与学生的评估过程。幼儿园可以邀

请家长参与学生学习的观察和评估，了解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学习情况和特点，并相互交流评估结果，

共同制定提升计划和措施。 
第四，培养学生自我评估能力。幼儿园可以培养学生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的能力。通过教育引导和

培训，学生能够学会观察和评价自己的学习进展、学习策略和学习成果，进而提高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

的能力。 
第五，加强教师专业评估。幼儿园可以加强教师的专业评估和发展，确保教师能够科学、客观地进

行学生成绩和综合素养的评估。同时，教师的专业发展也能够提高他们在评估方面的专业能力。 
第六，合作共建评估指标。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可以共同商讨并建立评估指标，形成共识，促进教

育目标的统一和协同，确保评估结果能够真正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重要品质。 

5. 结束语 

家园社协同共育与儿童的早期发展息息相关。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等各个教育主体的合作与协同能

够为儿童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促进儿童的早期发展。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成绩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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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情感、人际交往能力和创造力，为他们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个教育主体借

助现代信息技术，深化线上线下协作和沟通机制，相互理解和支持，并采用教育技术工具和手段，共同

设计、开发、利用、管理教育资源，从多方面评估教育效果，才能形成以幼儿园教育为主体，以家庭教

育为前提，以社区教育为依托的协同共育人格局，同时，三方相互信任，携手互助，提供多元化的教育

支持与资源，才能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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