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2), 835-84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135   

文章引用: 王蒙.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园共育的策略探讨[J]. 教育进展, 2023, 13(2): 835-840.  
DOI: 10.12677/ae.2023.132135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园共育的策略探讨 

王  蒙 

宝塔区第十四幼儿园，陕西 延安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8日 

 
 

 
摘  要 

家园共育工作是幼儿园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育初期，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基石。

从家园共育的意义入手，通过寻找家园共育的现实问题，从而探讨家园共育的策略。学校，家庭和社会

是教育的完美黄金三角，因此本文从三方着手，提出一些家园共育的策略，希望对幼儿园家园工作提供

一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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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kindergarten work. At the 
early stage of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and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re the cornerston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by looking for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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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are the perfect golden triangle of educa-
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of home-kindergarten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kindergarte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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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0 月 23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1 (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的制定一方面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需要按照

末成年人的个体差异和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育和培养。另一方面，实施该法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国

家机关的相互配合。《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对于孩子的成长、家风的塑造和社会的莲勃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而且能够督促国家机关和学校履行自己的职责。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础，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

认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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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家长的理解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要做好高质量的家园共育

这项工作，就必须深人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领会《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3 和《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精神，更新教育观念，加强研究和探索，创新思维，改进策略，实现高效的家园共育。 

2. 家园共育的意义[1] 

2.1. 家长了解孩子在园生活，增进亲子间的友好互动 

当今社会，各种人群面临繁重的社会压力，在这些人群中，年轻父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

面是无法摆脱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幼儿时期儿童

身心发展迅速，是人第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告诫各位父母，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要跟上孩子成

长的步伐，了解孩子的生活。但是对于家长而言，孩子在幼儿园中是如何度过的则不太关注。比如小班

孩子刚上幼儿园，面临着适应新老师和新环境这个问题。因此家长就有必要了解孩子在幼儿园是否会哭

泣以及哭泣的原因是什么，孩子是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生活还是依旧惧怕陌生环境等。只有清楚孩子在园

生活后，父母才能帮助孩子抓住成长的关键期，利用孩子的敏感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才能增进亲子

间的友好互动，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

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法律。 
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是为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推进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从 2001 年 9 月起试行。 
3《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为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 41 号)，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2012 年 10 月 9
日由教育部正式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防止和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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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了解幼儿在家表现，有助于师幼之间良性互动 

师幼关系是幼儿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是幼儿园一切人际关系

的总和。我国绝大多数幼儿园班级人数过多，因此都以集体教学为主，教师难以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性格

特点和发展差异，也就很难因材施教。因此教师必须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发展特点和学习差异，只有这

样才能有针对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一般而言，大多数幼儿在家的表现和在幼儿园的表现是一致的，某种程度来讲这种表现是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的[2]。比如一个孩子在家里贴心懂事，活泼开朗，那么在幼儿园也很有可能是一个积极乐观，

能够友好和同伴相处的人。但是，也有少部分孩子在家里和在幼儿园的差异较大，这些孩子与父母在一

起时能够听从父母的引导，知道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反而在幼儿园却是最调皮捣蛋的孩子。遇到这

种情况，老师必须加强与父母沟通，了解其原因，以便在幼儿园更有针对性的引导儿童，帮助其矫正不

良习惯，促使其全面发展。 

2.3. 教师帮助家长转变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观念的大幅转变，很多家长反应现在的孩子和之前的孩子相比起来

太难管教，这可能源于很多父母没有正确的儿童观念。很多父母认为儿童是成人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

人格，可以随意鞭笞和斥责，这种儿童观是错误的。新时代的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比如知道儿

童是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儿童；了解儿童的发展是有个体差异的，因此不应用一根尺子衡量所有孩子

[3]；树立儿童是正在发展的个体，要相信儿童的潜能。家长只有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才能提高家庭教

育水平。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更是明确了父母的责任，该法认为父母应该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

和个体差异，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杈益，遵循

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此外该法还着重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的紧密结合和协调一致，要求家长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3.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家园共育的现实问题 

3.1. 双方地位不平等，专业程度不同 

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受过师范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出身，对于幼儿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认为自己见

过的孩子较多，能引导幼儿健康成长，因此在家园共育中处于引领的地位，认为家长应处于服从地位。

然而，很多家长认为幼儿园教师较年轻，绝大多数没有生养过子女，实际育儿经验较少，而且幼儿园教

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在园学习不到基础知识，只是托养孩子的地方，甚至还有好多家长认为我们出钱了，

因此教师应按照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去教育儿童。在这种双方都认为自己应享有教育孩子的话语权的背

景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双方并不能认同对方的教育理念，导致摩擦升级，不利于家园共育，更不

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3.2. 双方教育理念存在显著差异 

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环境下，很多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只注重孩子智力

的开发，而忽视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切不可让孩子在还不能学习的年纪就失

去对学习的兴趣。而现实中的许多父母，打着幼小衔接的幌子，在小小的年纪就让孩子学习拼音、背古

诗词以及掌握加减法，非常注重读写算等基础知识。这看似短期内取得了教育效果，殊不知会打压孩子

学习的积极性，殊不知幼小衔接真正需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和社会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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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他们眼中简单的读写算其实还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所不

能掌握的内容，这从侧面反映出家长的教育观念落后。反之，当下很多幼儿园在《幼儿园工作规程》4、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引领下，注重幼儿多元智能的开发，培养

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尊重幼儿的人格，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培养幼儿积极主动和乐观互助的

良好学习品质，在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和全面和谐发展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3. 双方缺乏高效有质量的沟通[4] 

笔者认为双方缺乏高效有质量的沟通是导致家园共育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首先，从家长的角度来

看，老师经常会在群里要求幼儿带塑料盒、饮料瓶等多种废旧材料，基本上每周都会布置玩教具或者亲

子手工及其绘画等家庭任务，每月的半开放日和家长进课堂等活动也并未考虑到家长的时间和精力等，

因此实行到最后也只是趋于形式，并未真正有效率的沟通，反而引起家长的频频抱怨和不满，导致家长

消极配合。因此，家长对于幼儿园工作的配合度和参与度不高。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不管是需要

家长独立完成的还是需要亲子互动的各项任务，交上来的质量都并不高。此外，一线教师经常抱怨说现

在的家长总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参与到孩子的互动当中，导致孩子问题较多，难以从根上矫正，这

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 5 + 2 = 0 的广泛探讨。幼儿园和家庭教育就像一个车上的两个轮子一样，必须同

向运转，才能达到最大的教育效果。因此，要想教育好孩子必须保持教育方向一致，高效沟通，及时了

解双方需求，尽全力配合对方工作，才能使孩子有效成长。 

4.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园共育的策略 

4.1. 理念上，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 

1) 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个老师的责任意识 
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作为父母和家长，应

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

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5]这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总

书记曾经强调，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

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应提倡各位家长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
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相互促进，父母与子

女共同成长。 
2) 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庭文化 
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家教良好，未来才有希望；家风纯正，社风才会充满正能量。广大家庭

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家风

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好的家风引领人向上向善，不良的家风却会败坏社会风气，贻害无穷。”[6]。 
3) 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 
每个孩子都有其天赋和特长，作为父母应当善于发现子女的特长，因材施教，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

而有所偏爱。寓教于乐，人文化成。儿童对社会和事物的认知尚处于懵懂的成长过程中，古人在教育孩

童时，注重通过寓教于故事这种形象生动的形式来达到教育目的。比如我国古代家训通常将孝悌忠信和

 

 

4《幼儿园工作规程》是为加强幼儿园的科学管理，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育和教育质量，促进幼儿身心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的工作制度。2016 年 1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9 号公布《幼儿园工作规程》，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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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的思想通过故事的方式表达，使孩子明白其中的道理。当这些活泼生动的故事烙在孩童心中时，

正直、善良的德行便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表露了。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也应该根据儿童的特点，遵

循他们成长的规律，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让孩子们在家庭成长中既有健康的身心，又有良好的品格，

不断朝着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成长前进。 

4.2. 方法上，幼儿园应更新家园共育观念 

1) 建立平等关系，调动家长参与 
平等是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原则。在人际交往中，必须尊重别人，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教师在

与家长沟通时，切记与家长是平等的关系，不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将自己放在权威的地位。虽然家

长可能在育儿理论上并不专业，但是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知识，这些知识是非常宝贵且无价的。比如幼

儿园需要家长参加活动时，可以提前告知，留给家长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使之能为这些活动作出充分的

准备，而不是提前一天或几小时通知，老师一定要考虑到家长的工作时间，因为幼儿园教育不仅是促进

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地方，还是为家长学习和工作提供便利的场所。因此，在家园共育工作上一定要尊

重家长，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只有这样家长才会积极参与幼儿园活动，实现高质量的家园共育。 
2) 丰富亲子活动，促进多维互动 
亲子活动是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活动寓教于乐，寓知识于游戏中，同时

能开发孩子的智力，提高其动手能力、反应力、创造力，不仅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

展，还能提高沟通交流能力，促进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当今社会有很多能促进亲子交往的场所，比如

社区提供的早教中心、游泳馆、绘本馆、儿童游玩室等，幼儿园的开放日活动、春游、秋游、参观红色

革命纪念馆等活动，这些都能增进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动，促进亲子感情。作为家长，通过亲子活动，

能够看到自己孩子身上存在的优缺点，从而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教育，这样就会使孩子更加努力进取，

积极上进，在学习中也会更有动力。 
3) 积极走进家庭，讲究沟通艺术 
家访是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解决儿童个别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渠道。家访通常是老

师走进孩子家中，与家长交流情况，密切沟通以及商洽共同培育孩子的方法。这种指导方法较为灵活机

动，便于进行，而且指导得比较具体，更具有针对性。每学期老师可对一个孩子进行至少两次家访，第

一次家访将时间安排在学期初，重点了解儿童家庭成长环境和家长的育儿理念，与家长积极交流，共同

商议孩子后期的教育重点，制定措施，共同实行。第二次家访安排在学期末，与家长深入沟通孩子整个

学期的在园情况和在家情况，深入交换意见，对于前期制定的措施是否起到作用，孩子的行为是否发生

改变，以便深入评估儿童发展情况，及时引导幼儿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此外，教师在与家长沟通中要

掌握沟通艺术，要言之有情、言之有趣、言之有理，做到心中有目标，有方向，从专业的角度引领家长

成长，形成高层次的合作式家园共育。 

4.3. 协同上，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 

1) 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促进法，最需要了解的是家庭教育的概念和法律规定的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主要是树立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

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这也意味着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

升为重要的“国事”。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教育的关键，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助是家庭教育取得更

好成效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家庭教育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过度“鸡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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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孩子不打不成才”、“生而不教”等。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庭教育缺

失或者不当是重要原因。新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

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家长要认真研读《家庭教育促进法》，切实履

行职责，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进行家庭教育立法，为的就是让孩子的教育回归理性发展通道，促进儿童

少年健康成长。 
2) 领会《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注学前教育 
2012 年 10 月 9 日，教育部颁发《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目的是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

的保育和教育，对防止和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现象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建议。《指南》以幼儿后续学

习和终身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核心，通过提出各年龄段儿童学习与发

展的目标和相应的教育建议，帮助幼儿园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了解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使人们建立起合理的幼儿期望，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同时为广大家长提供权威性的参考和

指导，引导全社会形成关于早期学习与发展的正确认识。 

5. 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做好家园共育工作是幼儿园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要想做实、做细、做好家

园共育工作，仅靠教师的孤军奋战和家长的自身引导远远不够。实现科学的家园共育，需要社会、政府、

学校、家庭、幼儿园多方的共同努力，需要各界的积极沟通与合作，需要了解、理解并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和学习特点，探索更贴近儿童的实践路径，需要各界共同营造有利于儿童生活的氛围和环境，因

势利导，循序渐进，从而真正实行高效沟通，使得家园共育工作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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