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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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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家园工作中教师除了需要具有专业性和教育性的同时，家庭教育指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通过对家庭

教育指导的意义、存在问题等方面的进行研究及剖析，浅谈一些在家庭教育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策略与方法。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for 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teachers in the home work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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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0 ～ 6 岁是婴幼儿发育的黄金时期，家长是幼儿认识世

界的领路人，而幼儿教师是孩子了解世界的施教者，因此家

长和教师的合作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伙伴关系。所以论文将从

家庭教育意义入手，对家园共育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并就如

何进行有效家园共育提出有效建议，为中国把好培养人才的

第一道关口 [1]。

2 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意义
在学前教育的过程中，两种教育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成

就方面暗含着互补的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数家长没有正确

的教育观念，使得他们在管教子女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导致幼儿教育和幼儿教育未能实现全面发展。在以

幼儿园为主体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实践活动中，一旦家长将

子女的教育地点迁回家中，该项目可为其在教育过程中提供

协助和意见，进一步帮助幼儿的身心能够实现全面、健康发

展，同时亦有助于家长提升自己的教育质素，改善自己的教

育意识及教育观念。

因此，为了促进幼儿的长远发展，家长需要在幼儿园和

幼儿管教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

3 家庭教育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3.1 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长自身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幼儿教育的目的

性不强。第二，就家庭教育而言，大多数家长采取放任的态

度，普遍依赖于幼儿园教育；第三，少数家长工作繁忙，没

有花足够的时间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第四，家长在家庭教育

过程中过分强调发展幼儿的智力，没有足够重视对其行为习

惯和思想品质的教育；第五，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通常遵循传

统的教育方法。

3.2 家庭教育指导缺乏整体、深入性，存在较强的
形式主义问题

通常幼儿园除了要完成计划内工作以外，还需要迎接大

量检查及临时的额外工作任务，所以在家庭指导工作缺少整

体规划及落实方案时，在遇到与实际开展工作相冲时，往往

会出现该项工作被暂时搁置或取消，久而久之导致该项工作

丧失统一化和计划原则 [2]。尽管部分幼儿园以周、月、学期、

年度计划等为间隔实施该项教育指导工作，并通过家长会、

家长开放日、家长委员会、亲子活动等项目以集体指导形式

进行开展。针对个别家庭指导情况还可以通过开展家访、电

话、家园联系报等私信网络平台及互动方式来完成个别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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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与沟通。就交流的有效性而言，即使交流方式具有多样

性，但只从交流这一点入手，也不能从根本上切实有效性提

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

3.3 忽视幼儿生活环境个体差异及家长教育的主观
能动性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重点突出其个性化特点，各个家庭实

际情况具备较大差异性，致使每位孩子的个性特点各不相

同。但是，对于开展现状而言，幼儿教师属于教育专业人员，

多数家长在专业育儿方面知识及技能比较匮乏，所以在一些

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能和幼儿家长形成同等发展水平

及理念认知。在一些个别家园指导沟通工作开展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教师在其中只是单方面的对其讲授育儿观念及持

重视态度，并未能注重和家长之间形成积极的主动合作。基

于此，家长的教育地位很被动，一旦教师再次提出相对应的

方案和方法，家长就不再对其进行探索。对于该项教育指导

活动过程而言，教师往往站在高位对其进行灌输和命令，促

使家长被动按照教师的指导意见完成其教育过程 [3]。

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家长应根据孩子的家庭现实情况，

根据孩子自身的个性发展需要，全面实施这种教育。只有家

长真正迸发出自己对家庭教育的热情，才能促进儿童纪律工

作取得更好的实效。

4 家庭教育指导的策略
4.1 家庭
4.1.1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第一，家长应该以身作则，通过自己正确的教育观念对

幼儿进行教育。

第二，在再教育过程中应采取正面、积极的教育方式。

用积极的建议指导孩子的良好发展。不要用消极的命令，进

一步刺激孩子的抵抗、消极情绪。孩子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

奇和探知欲的，许多问题都是第一次知道，第一次经历。父

母应该尽力消除负面干扰，让孩子受到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尽量用孩子易于接受的语言来解释原因，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不要进行空洞的说教或讲一些孩子不易接受的大道理。

特别是不能轻易责骂或体罚，虽然这种简单的教育方法在当

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长期粗暴的教育只会对孩子以后的

发展产生不利的结果。

第三，家长不仅要注重实施教育指导的技巧和方法，同

时还要注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养成良好习惯，以促进自

己在教育指导工作中的主动地位。

第四，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自身发展情况，有的放矢地

进行教育。避免出现重知识、轻能力的教育观念。

4.1.2 熟知幼儿身心及年龄发展特性
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及发展特性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教育方

法对儿童进行管教和引导，不要脱离实际，机械地模仿，生

吞活剥。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切记不可盲目跟风、随波逐

流，让孩子去学，去做孩子在这个阶段还难以达到的事。对

于幼儿来说，他不需要学习太多的东西，但是他需要在日常

生活中逐步学习基本的自理、学习、协作能力。这种能力不

仅促使幼儿在童年时期具有相应的责任感、自信心，而且能

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2 幼儿园
4.2.1 提升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知

对于幼儿教师而言，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使教育

质量、教育观念等发生变化，在不断完善自身专业发展的过

程中，也要积极对家长的错误教育观念起到正确的引导和改

进作用。

4.2.2 建立、完善家庭教育指导管理制度，将家庭教
育与幼儿园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和延伸

幼儿园应制定切实可能的家庭教育指导计划，并借助“家

长会”“家委会”“开放日”等开放性活动，主动邀请家长

走进园所、走进班级开展“亲职教育”，让家长以成员的身份，

了解指导计划的意义、实施途径及策略的同时，协助班级教

师一起协作执行。通过“幼儿生活月报”“生活教育案例分享”

等活动让了解掌握幼儿在幼儿园中发展及活动情况，依据幼

儿的个性发展，与家长一起制定适应其全面发展的家庭教育

策略，逐步引导家庭教育与一日生活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和深

化开展，进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上述两种教育之间存在着

互助互成的关系。

4.2.3 积极发挥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开展亲职教育
每个幼儿的家庭生活环境及家长工作环境各有不同，所

以就代表每一名家长背后都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例如，有

的家长是医生，在开展相关健康教育活动时或者健康家庭指

导时，教师可以积极发挥该类家长社会资源优势，开展更加

专业且符合家庭教育需求的各类讲座及实践培训活动。物以

类推，穴由形取，积极发挥家庭社会资源开展亲职教育，不

仅可以丰富幼儿园的教学活动，还可以提高其指导更加专业

性。家长是幼儿认识社会的主要渠道，家庭教育资源对幼儿

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将家庭教育与幼儿教育进行

有机结合，积极发挥家长自身的教育资源，为促进幼儿的成

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切实需要家长与

幼儿园之间要相互信任、协调配合。基于此，幼儿园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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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针对幼儿园教育中可能出现的不恰当的方法，家长应及

时与幼儿园沟通、反馈，家长与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还要

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恰当转换身份，共同促进

幼儿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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