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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联系幼儿园、教师、家长和幼儿的有效纽带，是推进家园共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研

究以L市5所农村幼儿园为阵地，基于家长、幼儿教师和幼儿多元主体视角角度，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和

马赛克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指出了当前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存在表现形式单一、活动开展顺利但教育价

值不大、家长参与度不同和幼儿的需求未被完全满足等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了基于儿童视角开展活动、

基于幼儿园及本地特色开展活动和鼓励家长和幼儿参与亲子活动的方案制定等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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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re an effective link between kindergartens, teachers, par-
e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home co-education. In this 
study, 5 rural kindergartens in L City were used as the posi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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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 preschool teachers and children, 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and mosaic 
method, the current parent-child activities in rural kindergartens are pointed out through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manifestation, smooth development of ac-
tivities but little educational value, different parental participation and unmet needs of young 
children, and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based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based on kindergartens and local charac-
teristics, and encourag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re pro-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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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2010)、《教育

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2021)等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均强调了家园共育的重

要性。幼儿园亲子活动是联系幼儿园、教师、家长、幼儿的有效纽带，是推进家园共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关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主要基于教师与家长视角，对于幼儿眼中的亲子活

动却鲜有人研究；研究也多以城市中的亲子活动为对象，对于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甚少。本研究

基于家长、幼儿教师和幼儿三重角度，对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和马赛克方法获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

全面揭示当前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开展现状，为进一步有效推进农村幼儿园家园共育和幼儿发展助力。 

2. 幼儿亲子活动的内涵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由幼儿园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为增进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孩子、家长和

孩子之间交流和合作，创设特定的条件，主要由教师主导，家长共同组织的幼儿教育活动[1]。 

3.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价值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幼儿教师、对家长、对幼儿三个方面。 

3.1.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对于幼儿教师的价值 

首先，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可以帮助农村幼儿教师更好地完成教育工作。通过不定期举办亲子活动，

让家长更好地理解教师的工作，使得教师在“家园共育”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其次，农村幼儿园亲子活

动可以提升幼儿教师的自身专业化水平，加强家园共育。一方面，开展亲子活动可以使得农村幼儿教师

的专业技能得到发展，包括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观察记录能力、表达与信息接收能力等等。另一方面，

教师通过幼儿与家长在亲子活动的具体表现，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学者提出，通过家长和孩子之

间的交流合作，教师可以更好地获得幼儿个体的发展需要和兴趣，更加重视家长在亲子活动中的育儿观

念以及和孩子的相处方式[2] [3]。最后，农村幼儿教师可以通过亲子活动适当改变职业偏见。家长在参加

亲子活动中，通过亲身参与可以理解教师的工作不是“看孩子”，不是“谁都能干”，改变以往旧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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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对于农村家长的价值 

一方面，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可以改善幼儿家长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在绝大多数农村家长看来，幼

儿园教育并没有像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那么重要，甚至这三年里孩子算不上在接受教育，突出表现在农

村的大部分幼儿在学龄前阶段基本是处于“留守儿童”状态，但孩子一旦步入一年级，家长会陆续回到

孩子身边，很多家长表示“等孩子真正接受教育了再接送孩子上下学以及辅导作业。”实际上，农村幼

儿园的亲子活动除了是让家长和幼儿去“玩”之外，更是使得家长在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改善其教育

观。何秀英和李丹还指出亲子活动可以让家长更加了解和熟悉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流程，以及获得自己的

孩子在幼儿园中身心各方面的表现情况，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相关工作。另一方面，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帮助家长改善亲子关系。在农村，由于多数家长尤其是男性家长不善表达或者父母

常年不在孩子身边，亲子关系其实是相对疏离的，通过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各种形式的亲子活动，可以

增进感情，帮助家长看到孩子在自己面前未表现出来的另一面，更全面地了解孩子，使亲子关系更亲密，

孩子更自信。 

3.3.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对于农村幼儿的价值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对于幼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认知、情感、人际交往三个方面： 
1) 在认知方面，彭建兰[4]指出，和谐的亲子活动能够让孩子积累大量的视、听等方面的直接经验，

有利于丰富幼儿的想象力和思维。 
2) 在情感方面，刘焱[5]、刘立民[6]认为通过共同游戏和活动，教师和孩子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容

易形成亲密的玩伴关系，加深亲子依恋。 
3) 在人际交往方面，家长和孩子建立了牢固的亲子关系，学会了与人交往和商量的能力，对以后走

上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彭建兰，2009) [4]。 
综上，亲子活动不管对于哪个主体，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该由

教师去合理组织设计，家长积极配合，幼儿热情参与。 

4.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取样和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 L 市农村幼儿园 5 所。采取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

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家长和教师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幼儿采用马赛克方法中的绘画法和投票法，

使用 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和扎根理论的方法，以得出幼儿对于亲子活动的感受。通过发放的问卷，共

回收有效教师问卷 116 份，有效家长问卷 178 份。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家长和幼儿教师对于亲子活动的

看法，研究者还邀请上述幼儿园的 5 位家长和 5 位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对于幼儿园

亲子活动的价值认识、实践困惑、体会收获等方面。为增强研究的效度，研究者亲身参与了以上 5 所幼

儿园 1 个班的亲子活动的开展过程，通过对幼儿使用马赛克方法，从幼儿身上获得的原始资料，包括 116
份绘画作品，5 份民主投票图和部分观察记录。首先，将这些资料转化为 Word 文档，共产生 53,021 字

文字资料；然后将 Word 文档导入 Nvivo12 软件的原始资料中；再依据“扎根理论”对原始资料进行编

码。 

5. 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的现状和问题 

5.1. 基于教师角度 

研究者从有效教师问卷中获得教师对于亲子活动的初步看法，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教师的设计初衷和

实践困惑，随机抽取 5 所幼儿园的各 1 位老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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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精心设计活动，内容来源多元化 
根据教师对于“在选择开展亲子活动前，以下哪些因素会作为您的主题内容来源？”问题的回答发

现，教师在选择主题内容时考虑到了幼儿、家长和园所实际等多个方面，内容的选择较为多元化。如图

1 所示，其中基于“幼儿近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比例最高，占到 86.35%，也可以看出教师在设

计亲子活动时考虑到了幼儿的发展需要，也体现了教师对家长在幼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性有充分认可。

78.49%的亲子活动内容基于“班级近期的教育重点”，例，某园中班的老师计划在感恩节来临之际，让

幼儿知道感恩父母，于是举办以“学会感恩”为主题的亲子手工制作活动。基于“近期班级教育重点”

来拟定亲子活动的内容也是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以“家长的教育需求”为亲子活动内容来源的比例占

55.14%。 
 

 
Figure 1. Content sources of parent-child activities 
图 1. 亲子活动的内容来源 

5.1.2. 亲子活动表现形式单一 
幼儿园亲子活动从表现形式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亲子游戏、亲子探索游戏，亲子郊游、歌舞表演类等。

通过教师对问卷“亲子活动的表现形式”题目的回答，就研究的 5 所幼儿园而言，主要表现形式是亲子

游戏和歌舞表演，分别占 45%和 50%，亲子探索活动占 5%，几乎没有开展过亲子郊游等活动(见图 2)。
基于此，研究者拟定访谈问题“在您看来，你园亲子活动表现形式单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教师表示：

“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在几年前是本地的小学，后来由于政策引导，学生进入镇中心学校读书，教学楼被

改造成幼儿园，在很大程度上，小学教学楼的设计不符合幼儿园的标准，尽管配备了大型户外玩具，对

环境进行精心设计和装饰，但也仅仅是看起来像‘幼儿园’，户外场地十分有限。还有就是，考虑到大

部分家长外出务工，家中只有老人照顾小孩，基于安全因素，只能开展较为安全有趣，老人也可参与的

活动。” 

5.1.3. 活动开展顺利但教育价值不大 
根据“每次的亲子活动都会顺利结束吗？”“您觉得每一次的亲子活动体现的教育价值如何？”等

问题的回答了解到，几所园中的亲子活动，不管是何种类型，都在教师的引导下顺利开展和结束。值得

注意的是，多位教师都表示在活动中“家长累、幼儿乐，玩完就离园”，活动结束后对幼儿的帮助不大，

该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或者改善不大，这是困扰教师的一大难题。 

86.35%

55.14%

81.65%

78.49%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4.幼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家长的教育需求

2.国家的政策导向

1.班级的教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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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nifestation of parent-child activities 
图 2. 亲子活动的表现形式 

5.2. 基于家长角度 

研究者整理 178 份有效家长问卷和 5 份访谈资料得出在家长眼中的幼儿园亲子活动有以下特点。 

5.2.1. 家长对亲子活动价值的认同感高 
根据家长对于“您觉得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有没有价值？价值体现在以下哪些方面？”的回答发现，

家长肯定了亲子活动的价值，且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树立自身儿童观、理解教师工

作、了解孩子、促进孩子发展和增进亲子感情六个方面(见图 3)。可见，家长对亲子活动的开展是充分肯

定和支持的，也体现了家长愿意通过亲子活动来促进自家孩子全面发展的愿望。 
 

 
Figure 3. Parent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parent-child activities 
图 3. 家长对亲子活动价值的认同感 

5.2.2. 家长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参与度不同 
通过家长对“您经常参与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吗？参与的是哪种亲子活动？”的问题回答发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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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游戏 亲子探索活动 亲子郊游 歌舞表演类 其他

81.46%

91.01%

85.39%

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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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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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5.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4.更深层次地了解孩子

3.促使家长和教师相互理解

2.树立新型儿童观

1.提升自身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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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都会参与到幼儿园中的时令亲子活动，有家长表示“冬至日，幼儿园会邀请我们去幼儿园和幼儿一

起包饺子，我会参与，因为在家也是包饺子，反而在幼儿园人多热闹，而且我也擅长包饺子。”也看得

出来家长自身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参加亲子运动会、亲子阅读和亲自表演秀的人数分别占总家长

人数的 95.50%、78.08%和 54.49% (见图 4)。 
 

 
Figure 4.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parent-child activities 
图 4. 家长对不同亲子活动的参与度 

5.2.3. 绝大部分家长认为亲子活动结束后幼儿的变化较明显 
根据家长对“亲子活动结束后你家孩子的变化大吗？都表现在哪些方面？”的回答得出，在亲子活

动结束后，家长认为幼儿有较大变化。其中，74.15%的家长认为“孩子在亲子活动后自信心更强”，一

半以上的家长觉得“孩子获得了一些新技能并且与自己的亲密度更高”，绝大部分的家长感受到“孩子

在活动后更快乐勇敢”，只有 6.18%的家长认为“孩子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见图 5)。 
 

 
Figure 5. Changes of children after parent-child activities 
图 5. 亲子活动结束后幼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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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基于幼儿的角度 

研究者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出 415 个代表幼儿对区域活动看法的意义单元，依据这些意义单元提炼出

55 个自由节点，并将其编码为 22 个树状节点，在此基础上，概括出 7 个核心类属。儿童视角下的亲子

活动各要素占幼儿观点总数的频次及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通过对幼儿眼中的亲子活动的观点整理发现(见表 1)，幼儿对于亲子活动的关注点依次为内部体验、

参与人物、类型、材料、场地、兴趣和规则。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percentage of core genera and tree nodes in reference points 
表 1. 核心类属与树状节点占参考点百分比统计表 

核心类属(总数) 占参考点总数百分比 树状节点及包含的参考点 

内部体验(155) 37.30% 体验愉快情绪(73)、体验成功(46)、亲情(36) 

参与人物(73) 17.60% 爸爸妈妈(48)、亲友(3)、同伴(18)、教师(3)、自己(1) 

类型(63) 15.10% 游戏类型多样(17)、挑战性游戏(19)、运动会(18)、表演类活动(9) 

材料(56) 13.50% 安全(16)、参与制作(13)、数量多(16)、美观(11) 

场地(36) 8.60% 活动场地大(27)、区域场地间隔(9) 

兴趣(19) 4.80% 有趣、吸引力(11)、奖励(8) 

规则(13) 3.10% 自定规则(10)、他定规则(3) 

5.3.1. 幼儿关注亲子活动中的内部体验 
幼儿在亲子活动中的内部体验有三方面：一是体验快乐，“我喜欢玩毛毛虫的游戏，我真的很快乐。”

二是体验成功，幼儿喜欢通过游戏体验到成功，“在抢板凳的游戏中，我总是能赢到最后，我觉得我太

厉害了。”“我以前没玩过寻宝的游戏，没想到竟然找到了这么多‘宝物’！”三是在活动中体验和父

母游戏的快乐，“我和爸爸玩双人跳绳，没想到我们配合地这么好，我更爱他了。”“妈妈和我一起画

画，我觉得妈妈这个时候最温柔。” 

5.3.2. 幼儿对亲子活动中参与人物的不同需求 
幼儿最想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参与游戏，“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忙，只有在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中

我才能和他们一起玩游戏，我很希望和他们玩游戏。”除此之外，幼儿也有想和亲友玩游戏的欲望，

“爸爸妈妈外出打工赚钱，有小姨陪我玩游戏也很好。”也有部分幼儿希望和同伴以及老师玩游戏，“我

还是觉得和小伙伴玩游戏更快乐。”“我也希望老师和我们一起玩。”极少数幼儿希望自己一个人玩游

戏。 

5.3.3. 幼儿对亲子活动类型喜好不同 
幼儿希望游戏的类型是多样的，不同种类的游戏可以满足幼儿的不同需求。由于幼儿个人喜好和需

求不同，幼儿喜欢的游戏也各不相同。据研究，挑战性的游戏和运动会相对于表演类活动而言更受欢迎，

“我更喜欢玩‘齐心协力走’这样的活动，有第一名第二名才好玩。”“我其实也喜欢上台唱歌跳舞，

但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和爷爷都不会唱跳，所以我还是觉得做其他事更好。” 

5.3.4. 幼儿对亲子活动中使用材料的需求 
幼儿对亲子活动中材料的安全性、参与性、数量和美观与否有要求。“亲子活动中的玩具我希望很

安全，不然我和妈妈会受伤。”“我希望折纸活动中的工具和纸的类型还能更多一些，这样我就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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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作品了。”“如果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制作玩具肯定更棒！”总而言之，幼儿希望亲子活动中使

用的材料是安全的、美观的、数量多且自己参与制作的。 

5.3.5. 幼儿对亲子活动场地的需求 
对于户外的亲子活动，幼儿对活动场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场地，“场地大一些会更好，这样我

们玩‘数字抱抱团’的游戏就都能一起玩了。”二是场地要有间隔，“户外游戏时我差点到中一班的队

伍里玩了，要是有个东西隔起来就好了。”“我们玩的游戏不一样要在不同的区域玩，不然就乱套了。” 

5.3.6. 幼儿关注亲子活动的有趣性 
关于亲子活动的有趣性主要体现在活动类型多样有趣和活动规则有趣。“我希望游戏可以吸引我，

我才有兴趣玩。”“我希望游戏有第一名，对前几名有奖励，这样才有趣。” 

5.3.7. 幼儿关注亲子游戏中的规则制定 
幼儿还关注亲子游戏中的规则制定，研究表明，幼儿更喜欢由自己来制定游戏规则，这也体现了幼

儿的自主性，“老师定的这个游戏规则不太好玩，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来制定规则自己玩。”“我还是

喜欢自己来制定游戏规则。”也有少部分幼儿表示喜欢由老师来制定规则。 

6. 原因探讨 

6.1. 教师设计活动时对于儿童视角的缺失 

新童年社会学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童年研究中的“二元论”，否认童年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否

认儿童的消极地位，否认儿童仅仅是为完成社会化而存在的，提倡把童年作为一种积极的存在，重视儿

童主体性，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需要成人去理解、去尊重、去倾听[7]。如今，“儿童视角”已经成为我

国学前教育界的热点名词，但是却出现“专家学者热情研究，一线教师很少顾及”的现象，相比较而言，

乡村幼儿园表现得更突出。目前，乡村教育还是在延续传统的“成人视角”，乡村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和

方法也是如此。在亲子活动的设计中，教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站在“教师视角”设计幼儿要玩的

活动，导致儿童兴趣低下，由于教师不能真正聆听幼儿心声，使得活动未真正基于儿童发展而设计。 

6.2. 教师设计活动时创新性缺失 

研究发现，教师在选择亲子活动的内容时考虑地比较全面，但对于活动环节的设计基本是参考甚至

照搬已有的游戏玩法，儿童也表示有的游戏在小班时就已经玩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兴趣玩了，可见，创

新性的缺失使得亲子活动失去了趣味性和教育意义。 

6.3. 家长由于自身原因导致配合度低 

在前文中已经谈到家长在亲子阅读和表演类活动中参与度不高，原因如下，一是家长的文化程度不

高，不懂得亲子共读的方法。通过对这几所幼儿园“家长的文化程度”调查发现，有 12.03%的幼儿家长

有“大专及以上学历”，64.57%的家长是“高中或中专职校学历”，23.40%的家长是“初中学历”，通

过对个别家长进行“为什么您在亲子阅读活动中参与度不高呢？”的访谈，家长表示：“我自己勉勉强

强初中毕业，小时候就不爱看书，也没有那个习惯，让我和孩子一起看书，他也不识字，我也不爱看，

太折磨人了。”所以在亲子共读时，有一部分家长参与不积极或者只是完成任务，完成读书打卡就算读

书了。二是家长外出务工，孩子被迫“留守”。家长在谈到“有些活动中参与度低”时表示，“我和我

老婆都出来打工了，正因为当时家里孩子多、没钱，自己没上大学，我现在拼命赚钱还是为了孩子的将

来，现在的活动参加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替代一下，他们身体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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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优化农村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策略 

7.1. 基于儿童视角开展真正能促进幼儿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儿童视角有其独特的价值，魏婷和鄢超云指出，应该承认儿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儿童能够展现自

己的视角以及儿童的视角应该被关注、理解和应用[8]。也就是说乡村幼儿教师应该转变其传统的儿童观，

把儿童看作是有能力的个体，把自己看作是研究者，运用照片引谈法和马赛克方法等去研究幼儿，多站

在幼儿的角度看待问题。教师可以在开展亲子活动之前询问幼儿最喜欢玩什么活动，语言表达有困难的

幼儿也可以通过绘画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活动结束后可以运用访谈法或者投票法询问幼儿的感受

——最喜欢的活动或者最不喜欢的活动。让幼儿喜欢的活动才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所以在开展幼儿

园亲子活动时教师应该关注到儿童视角。 

7.2. 基于幼儿园及本地特色，开展特色亲子活动 

有学者曾提出，“将亲子活动纳入幼儿园课程系统”，促进幼儿园课程体系的开放与建设[9]。在实

践中，却并未有过多大响应，因此，本研究建议教师民主参与，打造幼儿园特色园本课程，其中需要厘

清的是园本课程不是简单的一所幼儿园拥有自己的课程，而是一所幼儿园建设出了最适宜自己的课程。

课程目标是课程开发、设计和编写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制定亲子活动的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家长和教师

对幼儿的期望以及兼顾本园的特色。课程内容选择得合适与否是亲子活动目标能否完成的关键，在选择

亲子活动的内容时，兼顾到家长近期面临的教育问题和幼儿近期发展的重点问题和喜好，还应考虑到传

统节日以及本地的特色习俗。课程的实施是亲子活动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在组织开展亲子活动时应该

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提高家长的参与度。评价是对课程本身及实施是否达到教育目的的价值判断，对亲

子活动的评价应该多方面多途径，落实到幼儿的发展。 

7.3. 鼓励家长和幼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方案制定 

亲子活动的参与者是家长和幼儿这两大主体，他人一手设计很容易导致真正的体验者体验不佳，因

此，在制定方案时要积极采纳教师及幼儿的意见。在方案制定之前通过“家长群”或者其他途径广泛听

取家长的心声，对于家庭教育中出现的困惑，对亲子关系的担忧以及家长的其他需求等作一了解和采纳，

对于家长和幼儿关于亲子活动的好点子适当考虑。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制定活动的规则，一起制定所需

要的材料等等，这样才能让家长和幼儿有参与感，更加积极地参与活动以及让家长更真切地理解教师工

作，有利于家园理解和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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