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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幼儿园亲子活动作为家园合作的一种形式被普遍开展，笔者在查阅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分析了幼儿园开展亲子活动的现状，并且实地调查了一

所幼儿园在开展亲子活动时家长参与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分

析，归纳出影响家长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而提出可行性对策。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相结合，对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

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问题缘起、明

确了研究的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阐述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

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一章是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研究，通过活动前、活

动中和活动后对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进行分析。第二章是家长参与行为存在的问

题和影响因素分析，从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三章是提

高家长参与行为的策略分析。

研究发现，家长参与行为存在以下问题：活动前，家长的主体意识不明确；

亲子活动中，家长忽视幼儿的主体需求、互动时机和互动内容存在误区以及得不

到针对性指导；活动后，评价主体单一且缺少延伸。影响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

参与行为的因素有：一，幼儿园对家园共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教师对亲子活

动的控制程度较高；三，教师在活动中缺乏指导策略；四，家长在活动中的教育

意识淡薄。

提高家长参与行为的策略有以下三点，活动前：合理设计亲子活动方案、确

保家长参与活动方案制定；活动中：提高教师指导能力、引导家长反思教育行为；

活动后：遵循双向反馈评价、多种形式延伸并做好记录。

关键词：幼儿园；亲子活动；家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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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kindergarte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have been
widely carried out as a form of home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author collates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kindergarte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arent-child participation in a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observation
metho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kindergarte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troduction, which expounds 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expounds the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 The first
chapter is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activities.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activity
Line analysi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strategy analysis to improve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behavior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fore the activity, the parent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s not clear; in the parent-child activity, the
parents ignore the children's main needs, the interaction time and the
interactive content have misunderstandings and can not get targeted
guidance; after the activity, the evaluation subject is single and lacks
extensi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kindergarten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 kindergarten pays
less attention to home co-education; second, teachers have a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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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control over parent-child activities; third, teachers lack
guidance strategies in activities; fourth, parents have a weak awareness of
education in activiti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before the activity: reasonable design of
parent-child activity plan, ensure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activity plan; during the activity: improve teachers' guidance ability,
guide parents to reflect on educational behavior; after the activity: follow
two-way feedback evaluation, various forms of extension and make a
good record.

Key words:Kindergarten;Parent-child activities; Parent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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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缘起

在国际大的教育背景的影响下，2012 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中特别强调要鼓励幼儿经常参加一些群体活动，在集体中

体会规则、学会与别人如何交往和沟通并获得集体归属感。《幼儿园工作规程》

中也强调了幼儿园应当主动与幼儿家庭配合，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与合作。因此，

幼儿园将开办多种多样的亲子活动作为实现家园共育的一种途径。

关于亲子活动价值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幼儿、家长及教师。对于幼儿来说，

从出生起至始至终都伴随着家庭教育，因此稳定的亲子关系对幼儿一生的发展都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家长来说，幼儿不仅仅作为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是代

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家长应该承担起自己的教育责任。幼儿园亲子活动给家

长提供了一扇了解孩子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家长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如何在

集体中生活，如何与别人交流和相处、如何独自面对困难、解决困难。对于教师

来说，家园沟通、家校合作一直是整个工作中的重难点，一方面，亲子活动给教

师提供了更加深入了解幼儿的机会，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教师通过观察可以大致了

解幼儿与家人是如何相处的、与同伴是如何交流的以及每个幼儿不同的发展水

平，以便在今后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幼儿进行针对性指导；另一方面，在亲子活

动中教师有更多的机会与家长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不断地向家长传递科学

的育儿观念，及时为家长提供针对性指导，共同促进幼儿的发展。

笔者一直在幼儿园一线工作，组织、参与了园里举办的各种亲子活动，总的

来说大部分家长会积极参与园里组织的亲子活动，想尽办法协调时间来陪伴孩

子。但是，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笔者在参加北京市某幼儿园

的亲子活动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场景一：在举行圣诞节的亲子活动时，最后一个环节是家长与孩子穿上圣诞

搞怪衣服一起在 T台上走秀，一位爸爸在等待活动开始前就一直坐在旁边的椅子

上一边休息一边玩手机，孩子只能在旁边坐着，等到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依然

没有参加活动的意愿，老师注意到这种情况以后，委婉地提醒家长活动就要开始

了，这位爸爸简单询问了儿子的意见，孩子表示有点紧张，不愿意上台走秀，爸

爸也就默认了孩子的想法没有参加亲子走秀，一直到活动结束，这位父子都没有

积极参与走秀活动。

场景二：在“疯狂泡泡秀，水枪大战”的活动中，孩子们穿着泳衣、拿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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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在游泳池中快乐地嬉戏。星星妈妈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孩子，当看到星星玩

的满脸的泡沫，头发都湿透了，于是强制收走了星星手里的水枪，试图将星星从

游泳池中抱出来。星星不停地反抗，但是依旧被妈妈阻止继续玩耍，就这样被妈

妈拉扯着离开了活动场地。

笔者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家长做出这

样的行为？如何改善这种状况？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因此，笔者将研究的

题目确定为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研究。

1.2 研究的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从家长的视角出发，分为三个维度，即家长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前、

亲子活动中和亲子活动后，对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进行研究，

探讨家长参与行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策略。一方面，

丰富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补充和丰富

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理论研究。

1.2.2 实践意义

一方面，对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幼儿园、教师以及家长对亲子活动的重视，从而提升亲子活动的质量；另一方面

有利于提升家长在家园合作中的地位，使家长在充分理解幼儿园教育理念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其育儿能力，更好地实现家园共育。

1.3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回顾

1.3.1 关于亲子活动的研究

亲子活动的研究按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对家庭亲子活动的研究和对

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亲子活动的价值研究和亲子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本研究主要对针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进行研究。

1.3.1.1 关于亲子活动的价值研究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价值主要是对幼儿、家长以及教师而

言的。对幼儿的价值研究，秦园园（2017）认为亲子活动的过程中幼儿的合作素

养会得到提升，主要表现在合作素养、合作情感、合作能力都得到发展。
①
廖唐

兰、成云认为幼儿园亲子活动对培养幼儿合作素养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①秦园园.如何在亲子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合作素养.教育广角，201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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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儿合作意识、合作行为、合作情感以及合作能力的培养。

对家长的价值研究，薛玉凤（2018）指出亲子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的责任

心还能促进幼儿的亲子交流。
①
对教师的价值研究，何甜甜（2019）认为幼儿园

亲子活动是促进家园合作的有效手段。
②
张小培（2014）指出亲子活动为教师和

家长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幼儿园输出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技能，提升家长的保教能力，同时，幼儿园也可以

将家庭资源和幼儿园资源进行整合，提升幼儿园的活力和竞争力。
③

综上所述，对幼儿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合作能力的提升，对家长的价值体现在

亲子关系上，对教师的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家校合作的有效手段。

1.3.1.2 关于亲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关于亲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缪晨露（2019）指出活动主体角色错位、

亲子活动互动单一以及家长参与不够积极是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④
邢妍

（2018）以儿童作为研究视角，认为亲子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幼儿

主体观念不突出、教师和家长的教育能力不够以及亲子活动环境氛围不明确。
⑤
魏

雪（2015）从家长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安市某幼儿园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得出，

家长在活动中表现出认知与行动不一致、参与方式参差不齐和对亲子活动的了解

渠道单一等问题。
⑥
公燕萍（2103）从幼儿角度出发，通过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

现状考察与分析，将影响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相关因素概括成三大方面，分别是幼

儿园管理方面、教师和家长因素。
⑦
邓子红（2011）指出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认识

不深刻、家长参与活动的素养不够重视、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楚、亲

子活动的理论建构不够重视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⑧
周艳玲（2016）指出活动

时间安排冲突、内容形式单一、广度和深度不足、互动质量不高、角色定位偏差

是家长参与活动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⑨

关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对策研究，公燕萍（2016）对家长提出：“要树立教

育合作观、明确家园合作观、提升自身教育素养”

①薛玉凤.运用亲子活动培养幼儿责任心的个案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45.
②何甜甜.以亲子活动促进家园互动的研究.理论探索,2019(15),25.
③张小培.农村父母参与幼儿园的现状研究—以河南省沁阳市 4所幼儿园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4,2.
④缪晨露.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课程教育研究,2019(9),8.
⑤邢妍.儿童视角下幼儿园中班亲子活动的研究..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20-21.
魏雪.父母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调查研究—以西安市某幼儿园为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5,31-32.
⑦公燕萍.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61-64.
⑧邓子红.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学前教育研究,2011(9),66-67.
⑨周艳玲.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参与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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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花（2017）指出：“要强化亲子教育观念、提升亲子教育组织和指导能

力、完善亲子教育支持条件、制定亲子教育相关政策。”
①
邢妍（2018）指出要

想提升亲子活动的质量要树立正确的观念、提升教师的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确立相关的政策。
②

综上所述，针对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幼儿园、教师以及家长

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幼儿园方面的策略主要从制度和家园合作等方面提出；教师

方面的建议从教师教育观念以及指导策略等方面提出；家长方面主要从家长的教

育观念及教育素质等方面提出，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幼儿园、教师还是家长方

面提出的策略都偏重于思想观念方面，而且没有体现幼儿园、教师和家庭之间应

该如何合作才能更好的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1.3.2 关于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研究

现有关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中，从家长的视角出发主要研究家长参与的

价值、角色定位、互动内容、互动行为、评价行为以及家长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

1.3.2.1 关于家长参与的价值研究

郝丽萍（2015）指出家长参与亲子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起到转变家长教育观念

的作用，在活动的过程中家长与孩子共同游戏、学习和成长，父母也可以与教师、

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分享育儿经验。
③

1.3.2.2 关于家长参与的角色定位研究

王静（2016）指出，在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家长容易扮演四种错误

角色：缺位者、旁观者、执行者和强制者，这一现象的存在使活动的意义受到影

响。
④
基于此，文章从家长自身、幼儿以及幼儿园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家长角色定

位的因素，并就如何正确定位家长的角色提出了建议。公燕萍（2016）指出家长

在活动中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幼儿活动的共同参与者、幼儿和教师行为的观察者、

记录者和评价者、幼儿行为的引导者。
⑤
周艳玲（2016）将家长在幼儿园亲子活

动中的角色定位分为副手型、搭档型和领导型。
⑥

①李艳花.幼儿园亲子教育开展与指导的个案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48-60.
②邢妍.儿童视角下幼儿园中班亲子活动的研究.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29-33.
③郝丽萍.浅谈幼儿园亲子活动对转变家长教育观念的作用.幼教研究,2015(8),235.
④王静.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角色定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1),12-13.
⑤公燕萍.幼儿园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以泉州市区公办园为例.儿童发展研究,2016(1),49-50.
⑥周艳玲.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参与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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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关于家长参与的互动内容的研究

史爱芬（2016）指出亲子互动的内容存在片面性，往往只关注认知方面而忽

视情感的建设。
①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师幼互动还是家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形

式都必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既可以成为问题的发出者又是问题的接收者、解决

者，而且互动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认知方面，更重要的是情感的交流。

1.3.2.4 关于家长参与的互动行为的研究

史爱芬（2013）指出：“亲子活动中的互动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因为双方在

年龄、知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往往导致互动主体的缺失。”
②
在研究中发

现家长在亲子活动过程中常常会忽视幼儿的主体性地位，或多或少会出现包办代

替的现象。因此，建议家长在活动中有意识地转变自己的生活照料者的角色，给

幼儿更多自主的权利。

1.3.2.5 关于家长参与的评价行为的研究

公燕萍（2013）通过研究发现，幼儿园评价的主体依旧是教师，家长作为评

价的参与者；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教师、家长、幼儿以及活动本身；评价的方式

主要有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
③

1.3.2.6 关于家长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小培（2014）对 4所幼儿园进行了调查得出农村父母参与幼儿园教育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我效能感较低、参与态度消极、教育权利意识薄弱以

及教育渠道单一且层次较低、关注内容错位、参与主体性别结构同质化等方面，

试图从家庭、幼儿园和政府三个方面进行了归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家长方面主

要是注重父母观念的更新与提高、引导父亲积极参与并且树立平等沟通的合作关

系。
④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家长参与亲子活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是促进家校沟通，但是对于具体如何促进了幼儿

的发展以及怎样促进家校沟通方面研究较少；对于家长参与的互动行为的研究比

较成熟，但是对于互动内容和互动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评价环节关注的

是家长和教师对活动的评价，忽视了幼儿作为活动的主体也应该参与评价环节。

总之，家长的行为分析大多从现状出发，侧重于分析产生问题行为的原因及表现，

①史爱芬.幼儿园亲子活动主体定位、互动现状及其改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4), 35.
②史爱芬.幼儿园亲子活动主体定位、互动现状及其改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4), 35.
③公燕萍.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43-46.
④张小培.农村父母参与幼儿园的现状研究—以河南省沁阳市 4所幼儿园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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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一些策略，但这些策略大多以理论居多，可操作性较差。这也为本研究的

进行提供了契机，同时使本研究的进行更加必要和有实际意义。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

笔者于2018年 1月至2019年 1月期间对北京市某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

与行为展开调查，通过对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

影响家长参与行为的因素，并提出提高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策略。

1.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市某幼儿园的父母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观

察法收集资料。

1.4.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法是幼儿教育研究中最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笔者发放了调査问卷，此

调査问卷以某幼儿园 200位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回收了 173份有效问卷。通过对

问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

1.4.2.2 观察法

观察法是学前教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本研究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某

幼儿园亲子活动进行现场观摩记录，整理出一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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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观察对象案例统计表（N16）

案 例

编号

活动名称 观察对象 案例编号 活动名称 观察对象

案例 1 蛋糕“DIY”亲子

活动

微 信 活 动

通知

案例 9 蛋糕“DIY”

亲子活动

琪 琪 与 她

妈妈

案例 2 “庆圣诞、迎新

年”双节联欢会

亲子活动

微 信 活 动

通知

案例 10 六一“徒步寻

宝”亲子活动

甜 甜 和 她

爸爸

案列 3 “小鬼集集令”-

万圣节亲子活动

洋 洋 与 他

爸爸

案例 11 “庆圣诞、迎

新年”双节联

欢会亲子活

动

豆 豆 和 他

妈妈

案例 4 “疯狂泡泡秀，

水枪大战”亲子

活动

大 力 与 他

妈妈

案例 12 “莓”好时

光，你我同行

亲子活动

玲 玲 和 她

妈妈

案例 5 蛋糕“DIY”亲子

活动

琪 琪 与 她

妈妈

案例 13 六一“徒步寻

宝”的亲子活

动

程 程 和 他

妈妈

案例 6 “小鬼集集令”-

万圣节亲子活动

多 多 和 他

爸爸

案例 14 父亲节遇上

端午节

小 杰 和 他

妈妈

案例 7 “小鬼集集令”-

万圣节亲子活动

思 思 和 他

爸爸

案例 15 “小鬼集集

令”的亲子活

动

欢 欢 和 他

妈妈

案例 8 “庆圣诞、迎新

年”双节联欢会

亲子活动

妞 妞 和 她

妈妈

案例 16 “小鬼集集

令”的亲子活

动

多 多 和 他

爸爸

1.4.2.3 访谈法

为了深入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原因，编写了《幼

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家长访谈问卷》，在充分考虑年龄、性别、职业

的基础上选取了 5名家长。访谈对象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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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受访家长基本情况统计表（N5）

家长编号 年龄（岁） 学历 职业 幼儿性别 与幼儿的关系

A 27 本科 服务业 男 父亲

B 32 硕士 医生 女 母亲

C 30 本科 公司经理 男 父亲

D 34 本科 自由职业 女 母亲

E 32 硕士 公务员 女 母亲

1.5 核心概念界定

1.5.1 亲子活动

本文将亲子活动定义为在教育机构领域中，利用自身的发展条件创设的一种

以家庭亲子关系为基础，通过教师组织和筹备，针对学龄前 3-6岁儿童，以家庭

为单位，由家长参与的与孩子共同进行的的活动。
①

1.5.2 家长参与

在本文研究中的家长参与，是指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参与，这种参与是以幼

儿与家长亲缘关系为前提的。参与不仅是行动上的加入，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和互

动，并与幼儿共同完成活动，分享成果，参与评价，这也是家长参与亲子活动的

真正意义所在。②

1.6 创新和不足之处

整体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上，集中于幼儿园以及教师

的角度，缺少从家长的视角分析幼儿园亲子活动存在的问题。 二是研究内容上，

对于亲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的策略更多是偏向理论，实操性不

足，以整体的视角去进行总结，没有深入到中，挖掘家长的想法，针对性不强。

因而本研究定位于家长的参与行为，以理论和现实考察相结合，采用调查法、

观察法、访谈法，揭示家长参与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

提高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策略。

①罗密丹.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7.
②罗密丹.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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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

笔者以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和访谈法为基础，从三个维度，即亲子活动前、

亲子活动中、亲子活动后家长参与行为展开研究，以期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

长行为的现状。

本研究主要针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过程中家长参与行为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资

料，初步分析家长参与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归因，再进一步结合对家长的访

谈，从而找到影响因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调查问卷》主要是针对家长发放的问

卷，问卷由两部分组成，题型为单选题和多选题。第一部分是家长的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家长的年龄、学历、职业、家庭中谁负责教育孩子等方面；第二部分总

共 22 个题目，分为 3 个维度：分别是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前、活动中和活

动后来设计。本部分参考王赛（2013）《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中关于家长的

调查问卷，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适当修改，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问卷。

问卷发放的对象主要是北京市某私立幼儿园的家长，总共发放 200 份调查问

卷，其中 173 份为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6.5%。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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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N200）

项目 选项 频数 比例（%）

亲子关系 父亲 35 20.23%

母亲 138 79.77%

学历 初中 12 6.94%

高中及中专职校 40 23.12%

大专 35 20.23%

本科 72 41.62%

硕士及以上 14 8.09%

年龄 21-25 15 8.67%

26-30 92 53.18%

31-35 28 16.18%

36-40 22 12.72%

41 岁及以上 16 9.25%

职业 公务员或教师 40 23.12%

公司主管或经理 45 26.01%

技术、专业人员 35 20.23%

服务业 16 9.25%

自由职业 16 9.25%

其它 21 12.14%

2.1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前

2.1.1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价值认识

在大的教育背景的影响下，幼儿园越来越重视对教育资源不断地进行整合，

试图联合家庭、社区和社会办更加开放、融合的幼儿教育。幼儿园亲子活动恰好

将幼儿教育和家庭、社区、社会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因此，幼儿园除了正常的

教育教学活动外，还会积极举办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一方面促进幼儿更好地发

展，另一方面，幼儿园通过开办亲子活动加强了家园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宣传了

本园的教育理念，更好地实现了家园共育的目标。

家长作为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主体之一，对亲子活动开展的必要性认识直接影

响到家长是否会积极参与幼儿园举办的一系列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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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家长对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必要性的认识

如图 2.1 所示，在调查的 173 位家长中，31.21%的家长认为“参加亲子活动

是非常有必要”，45.66%的家长认为“参加幼儿园开展的亲子活动有必要”，从

中可以看出，极大部分（76.87%，133 位）家长对幼儿园开展亲子活动表示赞同。

但是，仍有 21.32%的家长对参加亲子活动抱有消极的态度，其中，9.25%的家长

“不太确定”，8.09%的家长认为“参加幼儿园开展的亲子活动是不必要的”，

5.78%的家长认为“参加幼儿园开展的亲子活动是非常不必要”。调查中显示，

大部分的家长认为开展亲子活动是有必要的，意识为行动的先导，首先必须在思

想上重视，才能在行动上付诸实践。

2.1.2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相关准备

2.1.2.1 家长对亲子活动方案制定者的认识

图 2.2 家长对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制定者的认识

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是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保证。因此，家长作

为活动的主体有必要对其活动方案制定者的认识进行调查。

家长认为活动方案的制定应该让家长也参与其中。由图 1.2 所示，在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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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人中，57.8%的家长认为“活动方案应该由教师和家长一起制定”；有 24.40%

的家长认为“活动方案应该由教师和园长一起制定”；有 11%的家长认为“活动

方案应该由教师来制定”；另外，有 6.3%的家长认为“活动方案应该由园长来

制定”。

从调查中显示，虽然有 76.88%的家长表示“从未参与过亲子活动方案的制

定”，但是，大部分的家长比较认可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方案不仅仅由教师或者园

长来制定，家长作为亲子活动的主体之一应该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

2.1.2.2 家长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渠道

一个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很大部分取决于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之前教师对于

活动的主题、流程、内容、注意事项等等的通知是不是及时、准确。因此，有必

要知道家长主要通过哪种方式了解亲子活动的相关内容。

表 2.2 家长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渠道

家长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渠道 频数 个案百分比

接送孩子时与教师的交流 100 57.80%

教室外的公告栏 74 42.77%

班级微信群 119 68.79%

与孩子的交流 76 43.93%

其他 62 35.84%

总计 431 249.13%

由表 2.2 中可以看出，“班级微信群”和“接送孩子时与教师的交流”成为

家长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两大主要渠道，个案百分比分别占到 68.79%和

57.80%。另外，家长还会通过“教室外的公告栏”和“与孩子的交流”了解亲子

活动的信息，其个案百分比分别为 42.77%和 43.93%。以下是该幼儿园举办的

“DIY”蛋糕活动通过微信通知的内容如下：

案例 1：某幼儿园中秋亲子“DIY”蛋糕活动通知

各位家长您好！

我们又将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为了更好的促进家园之间的联系,增进

亲子感情,营造节日氛围!我园拟举办一场亲子“DIY”蛋糕活动。

活动时间：9月 20 日（周四）下午 17:10-18:00

地点：幼儿园园内 费用：一大一小 48 元，6寸蛋糕。由于场地限制，每个孩子

限一名家长参加，活动的费用由本班老师收取，本学期首场亲子活动，请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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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报名，报名截止明天 16 点前，谢谢配合！

案例 2：幼儿园“庆圣诞、迎新年”双节联欢会活动通知

尊敬的家长朋友：

您好！在这银装素裹的季节，即将迎来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圣诞节”和

2019 年新年元旦的到来。你听！“叮叮咚、叮叮咚”圣诞老人驾着他的驯鹿，

带着平安、带着快乐、带着祝福、带着礼物来到我们身边，同时新年的钟声即将

敲响。幼儿园将于 12 月 25 日晚举办“庆圣诞、迎新年”盛大联欢晚会，老师、

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欢度这两个节日的到来。家长们，快来吧！快来吧！我们一起

享受美好的童真年代。

活动时间：2018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17：00—18：30

活动地点：幼儿园一楼大厅

由此可以得出，接送孩子时与教师的交流以及班级微信群已经逐渐成为家园

沟通的一个主要渠道。即使在接送孩子时家长与教师会有一个简短的关于活动内

容的沟通，但是，活动的主题、时间、场地、费用等都会通过微信群进行通知，

由于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并不是强制性参加，因此，家长是否参加活动以及参加活

动的费用都会通过微信群的方式进行收集。

2.1.2.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相关准备

家长在亲子活动前的相关准备主要体现在 2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家长为自

己和孩子做了哪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家长是否为幼儿亲子活动的顺利开展提

供一些帮助。通过家长是否为幼儿园提供一些帮助可以更好地对幼儿园亲子活动

中家长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

表 2.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资源准备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资源准备 频数 个案百分比

物品材料 97 56.07%

特长 76 43.93%

空余时间 74 42.77%

职业优势 93 53.76%

文字和图片信息等 83 47.98%

财力资源 50 28.90%

其他 54 31.21%

总计 527 3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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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2.3 可以看出，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资源准备种类非常丰富，

其中“物品材料”和“职业优势”占据的个案百分比较高，分别为 56.07%和 53.76%。

其次，“文字和图片信息”、“特长”和“空余时间”的个案百分比分别为 47.98%、

43.93%和 42.77%，最少的是“财力资源”，个案百分比为 28.90%。由此可以得

出，家长更愿意通过提供物品材料或是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的方式促进幼儿园亲

子活动的顺利开展。

2.2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中

2.2.1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时间安排

2.2.1.1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时间

图 2.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时间

由图 2.3 可以看出，幼儿园开展活动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周六日和平时都有

可能。相比之下，家长选择“周六或周日”参加活动的机率较大，其百分比为

34.1%；其次是“平时下午”和“下午接孩子”，其百分比分别为 27.17%和 23.10%；

“平时上午”开展活动只有 15.61%的家长表示愿意参加。由此可以看出，相对

于上午，家长更愿意将活动的时间定在下午举办，而且更愿意选择周六日参加活

动，因为部分家长周六日不工作，这样就可能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因此

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的时间要具体考虑到家长的时间安排，这样就可以保证参加

活动的人数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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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持续的时间

图 1.4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持续的时间

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的时间一般会随着场地以及活动主题的变化而产生变

化。由上图 2.4 可以看出，亲子活动一般会持续“1-2 个小时”或者“2-3 个小

时”，其百分数分别占到 39.88%和 32.95%。例如，亲子“DIY”蛋糕活动、端午

系列活动、水枪大战活动、元旦汇报表演等活动，由于主题单一、场地布置在幼

儿园内，活动持续的时间一般在 1-3 个小时左右。亲子活动持续时间为“全天”

的是 12.14%。例如，“春游活动”、“六一徒步寻宝活动”、“疯狂万圣节活

动”等由于主题丰富、亲子活动的场地设置在户外，来回往返的路程上就会花费

较长的时间，因此，活动持续的时间为全天。亲子活动持续时间在“1 个小时之

内”的占到 15.03%，一般是以家长开放日或者家长会的形式展开。由上面的分

析可以得出，幼儿园亲子活动持续的时间的长短会受到活动主题以及活动场地的

限制，亲子活动的时间控制在 1-3 个小时之内时家长更愿意参加。

2.2.1.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频次

图 2.5 家长参加亲子活动的频次

幼儿园亲子活动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活动，相对来说，一学期开展的频次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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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5 可知，31.79%的家长表示“一学期参与 2次”，26.01%的家长“一学期

参加 1 次”，24.28%的家长表示“一学期参与 3 次”，只有 24.28%的家长“一

学期参与 4 次及 4 次以上”。由上面的数据可知，绝大部分家长一学期参与 2

次亲子活动，参与 3次及 3次以上的家长比例较小。

综上所述，家长认为亲子活动开展的时间最好确定在平时下午或者是周六

日，活动持续的时间一般维持在 2-3 个小时最为合适，而且一学期举办的亲子活

动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 3次，这样既能保证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又能确保亲子

活动举办的质量。

2.2.2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笔者调查的幼儿园，亲子活动主题的确定一般和节假日结合在一起可以让幼

儿对节日有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例如，端午节活动中有赛龙舟、包粽子、手工

“DIY”、编五彩绳等环节，幼儿和家长在潜移默化中会对端午节的由来及其意

义有更深的理解。以下是笔者整理的某幼儿园一年中举办的亲子活动，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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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某幼儿园一学年开办的亲子活动汇总表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 图片展示

1 “莓”好时

光，你我同行

（春游活动）

亲子外出游

玩

健康

社会

2018.4.20

2 徒步寻宝活

动

（六一活动）

亲子外出游

玩

健康

社会

2018.6.1

3 父亲节遇上

端午节

（端午节活

动）

亲子制作 社会

艺术

2018.6.14

4 疯狂泡泡秀，

水枪大战

亲子游戏 健康 2018.7.5

5 “DIY”蛋糕

活动

（中秋活动）

亲子制作 健康

艺术

2018.9.20

6 小鬼集集令

（万圣节活

动）

亲子外出游

玩

艺术

科学

2018.12.2

3

7 元旦汇报演

出

（元旦活动）

亲子才艺展

示

艺术

语言

2018.12.3

1

笔者就某园 2018-2019 举办的亲子活动进行了统计，如表 2.4 中发现，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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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幼儿园亲子活动一般与节假日相结合，而且是全园都参加的亲子活动；另一

方面，亲子活动的形式多以亲子游戏、亲子制作的方式展开，就亲子活动的内容

来说，由于幼儿活动的特殊性，单就一次亲子活动来说，可能包涵多个领域，亲

子活动的内容涉及到健康、社会和艺术领域较多，专门以促进幼儿语言发展为目

标的亲子活动较少，活动的某个环节中会涉及到科学领域，但是科学活动的目标

不明确。

2.2.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互动行为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存在着多元主体之间的多向互动。本研究从家长的视

角出发，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家长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另一方面，家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行为，主要包括互动的时机、互动的内容、互

动方式。

2.2.3.1 家长在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幼儿园、家庭和社会形成一致的教育理念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家长在活动中的角色定位进行调查。

图 2.6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的角色定位

由上图 2.6 可以发现，32.37%的家长认为自己在活动中是“幼儿活动的共同

参与者”；28.32%的家长认为自己是“幼儿和教师行为的观察者”；27.17%的家

长认为“自己是幼儿行为的指导者、组织者”；8.09%的家长认为“自己在活动

中是被动执行者”。由上可知，多数家长比较认同自己是幼儿活动的共同参与者，

这种认知是比较合理的，家长作为亲子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全程都与幼儿在一起，

不管是照料幼儿的生活方面或者是与幼儿共同游戏等，都扮演者一个共同参与者

的角色，在亲子活动中家长和教师共同承担起教育幼儿的责任。

调查中还发现，16.18%的家长认为自己与教师的关系是“幼教专家与普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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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关系，有 46.23%的家长当教师指出孩子的不足时会将责任归结到教师的

身上，这间接表明部分家长与教师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教育理念，即家长与教

师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是一种配合的关系。活动过程中家长依赖老师的指导、安排，

家长在活动前往往只了解活动的主题，对于活动的流程和各个活动的教育意义知

之甚少，因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家长往往只要求孩子按照老师安排的活动流程

进行，直到活动的结束。但是，只有家长高质量的参与到活动中去，才能更好的

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2.2.3.2 家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行为

亲子互动一直是幼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家

长的教养方式作为突破口研究亲子之间的互动。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亲子活动中亲

子互动的时机、亲子互动的内容和亲子互动的方式进行探讨。

2.2.3.2.1 家长与幼儿之间互动的内容

通过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观察内容的整理与分析，将幼儿园亲子互动中亲子之

间的互动内容概括为：提供材料、描述、回应、提问、建议和示范六种类型。
①

图 1.7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亲子互动内容

从图2.7中可以看出有32.37%的家长在互动过程中更乐意给幼儿提出建议，

有 24.86%的家长在互动过程仅仅只是做出了回应。倾向于提供材料和示范的家

长分别为 9.25%和 9.83%，仅有 13.87%的家长会以提问的方式与幼儿进行互动。

从中可以看出有 65.32%家长在与幼儿的互动过程中注重培养幼儿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有 34%的家长还没有意识到在亲子活动中锻炼幼儿解决问题、人际交往等

能力。

2.2.3.2.2 家长与幼儿之间互动的方式

①周艳玲.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参与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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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亲子活动中采取的互动方式主要通过语言和动作来实现，可以分为：

纯语言的互动、纯动作的互动、语言和动作结合的互动。
①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

看，3-6 岁的幼儿处于心理活动形成的奠基时期，其认识活动往往依靠动作和行

动进行，属于直观行动思维，因此，家长与幼儿进行沟通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

法。例如，家长在和幼儿参观动物遇到大象的时候会和幼儿进行以下描述，“你

看，大象的鼻子是长长的，平时都是向里微微卷起来，大象的鼻子有时候像一个

水枪，有时候又会变成一个抽水机，它的耳朵像两个大大蒲扇，扑腾扑腾的。”

家长经常会选择语言与动作相结合的方式与幼儿进行互动，在听觉和视觉的双重

刺激下，幼儿更容易理解而后接受。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家长在与幼儿进行互动时更加关注幼儿生活方面的

需要，而且互动的内容更加关注幼儿认识和能力方面的提高。在互动的方式、方

法上，家长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结合自己的肢体动作进行

讲解。

2.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后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结束后会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评价，教师作为受过专业训

练的人员往往会作为评价的主体。但是，家长作为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主体参与在

整个活动过程中，其对活动的体会和感受，可以使教师从不同角度发现亲子活动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力求在以后的亲子活动中不断加以完善。

2.3.1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频率

图 2.8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评价的频率

评价是教育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评价环节也必不可

少。由图 2.8 可知，44.51%的家长活动结束后“偶尔会有评价”，21.97%的家长

“每次都会评价，并且填写活动反馈表”，14.45%的家长活动结束后“完全没有

①王赛.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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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由此可知，大部分家长没有评价的主体意识，忽视评价对幼儿发展的作

用。

2.3.2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效果评价

表 2.5 家长认为幼儿园亲子活动后获得的收获

亲子活动后，家长获得了哪些收获 频数 个案百分比

获得了一定的教育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教育方法 98 56.65%

没什么收获，每次活动都很累 23 13.29%

与教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64 36.99%

认识了其他的家长，交流了育儿经验 79 45.66%

激发了您参与幼儿教育的热情 53 30.64%

加强了家园之间的联系，提高了育儿的有效性 82 47.4%

总计 399 230.63%

由表 2.5 可以得出，家长认为参加亲子活动的效果主要表现在“获得了教育

知识方法”以及“加强家园联系”，个案百分比分别为 56.65%和 47.4%，其次，

认为亲子活动给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家长可以在活动

中“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的个案百分比是 45.66%。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交

流是一种平等、互动式的交流，而且某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表现出的问题具有一定

的共性，因此家长之间的互动、交流总是很顺利。家长认为“在活动过程中与教

师建立了良好关系”的个案百分比为 36.99%，说明在亲子活动过程中，家长与

教师之间的交流不是很频繁。教师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除了要兼顾活动的顺利

进行，还需要适当地照顾到家长和幼儿的某些需求，例如，教师在活动中要给予

家长及时正确的指导、向家长传递育正确的教育理念与方法等等。

2.3.3 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反思与延伸

亲子活动结束后仅仅意味着一次活动的结束，但是并不意味着对幼儿教育的

结束。调查中发现，活动结束后家长并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亲子活动的价值，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长作为亲子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虽然对孩子在活

动中的各种表现心里有数，但是家长并没有对自己的孩子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

例如，在亲子制作的活动中发现孩子的动手能力较差，部分家长并不会引起太大

的重视，认为孩子还小或者把种情况看成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因为幼儿平时在家

里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还有部分家长通过活动中孩子的表现能够发现自己孩子身

上存在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但是并没有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教师进行反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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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方式对幼儿薄弱的方面进行加强；另

一方面，家长对自己在活动中的表现缺少反思，笔者在活动中发现习惯于在活动

中代替幼儿做一些事的家长总是会表现出这样的现象，而常常让幼儿自己动手完

成作品的家长在活动中鼓励幼儿的行为会多一些。

综上所述，从调查结果中发现，一方面，评价主体单一，主要是教师作为评

价的主体对此次活动中幼儿的表现、活动进展的过程以及自身的教育态度和行为

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活动，忽视家长在教育评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家

长没有评价的主体意识，忽视评价对幼儿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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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存在的问题及

影响因素

3.1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存在的问题

幼儿园亲子活动是连接幼儿园、家庭、社会的有效中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

促进幼儿发展。从家长参与亲子活动前、亲子活动中和亲子活动后的具体分析，

结合对现场活动的实地观察，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主要表现出以下问

题和不足：

3.1.1 亲子活动前家长的主体意识不明确

随着家长整体的教育观念不断地更新，大部分家长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亲子活

动中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研究表明，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家长的主体意识不太

明确。

3.1.1.1 学校依旧是亲子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家长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

从“家长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状况”的调查中显示，目前，幼儿园亲子活

动的组织情况分为三种，即“学校主动、家长被动”，百分比为 44.51%；“家

长、学校都主动”，百分比为 36.99%；“家长主动、学校被动”的百分比为 18.5%。

多数情况下，幼儿园根据自身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或者结合节假日确定开展亲子

活动的主题然后通知家长参与。正如在访谈中一位家长说道：“我的工作比较忙，

平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如果学校有开展活动的话我会主动参加，但

是我不会主动去申请参加亲子活动。”因此可以看出，学校依旧是亲子活动的主

要发起者，家长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

3.1.1.2 家长忽视了自己在亲子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部分家长认为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是有必要的，从家长的角度分析这种必

要性主要体现在活动过程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孩子的能力会得到发展。

从“家长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价值”的调查中显示，“锻炼孩子的交往能力”

是家长认为参加亲子活动最重要的价值，个案百分比占到 54.91%，其次，“自

己可以同教师学习教养孩子的方法”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个案百分比占到

53.17%。除此之外，家长认为亲子活动可以“给孩子一个玩耍的地方”，其个案

百分比占到 47.98%，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参与亲子活动的

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孩子找一个玩耍的环境。正如访谈中有一位家长说道：“平

时孩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小区里玩耍，给孩子换一个环境又可以和他们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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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起玩也不错。”另外，家长认为亲子活动中“孩子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到发

展”，个案百分比占到 53.17%。除此之外，在访谈中家长更多地提及到教师在

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下是三位家长在访谈中提到的带孩子来参加亲子活动的原因：

家长 A：“平时孩子在家里也是随便玩，我自己也不懂得一些教育理论，也

不知道该如何指导，亲子活动中老师都是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的，我觉得是特别

有价值的。”

家长 B：“平时因为工作比较忙，只能在送园和接园的时候和老师有一个短

暂的交流，但是还是不够深入，有亲子活动这样一个契机，我可以和老师相处的

时间、交流的机会都会多一点，也可以在老师组织、指导活动的过程中看到老师

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活动结束后也可以和教师进行深入交流。”

家长 C：“我家孩子特别不听话，老是我说东，他往西，但是特别听老师的

话，平时在家里有什么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会说陈老师让你们这么做的或者总

是说这么做会得到老师的夸奖，以前很管用，但是用的多了就不行了，参加活动

也是想看看老师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自己也取取经。”。说明部分家长只是认

识到活动过程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孩子的能力会得到发展，却忽视了自身在活动

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案列 3：在“小鬼集集令”-万圣节活动中有一个制作南瓜灯和面具的环节，

洋洋小朋友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将灯笼的灯芯安装好，洋洋看向爸爸，发现爸爸

一直盯着手机好像有什么烦心的事，于是，洋洋再次尝试了一下依旧没有成功，

眼看着其他小朋友都快完成了，无奈之下洋洋向爸爸请求帮助。爸爸看了一眼说：

“别着急，你去找老师帮你一下，或者你再等会，老师一会就过来了。”

案例 4：在“疯狂泡泡秀，水枪大战”的亲子活动中，大力的妈妈报名参加

活动却并没有在活动开始前赶来，教师后来联系到大力妈妈的时只是被告知有事

耽搁，让大力自己玩吧，书包里有换洗的衣服，临近活动结束的时候大力妈妈才

过来接孩子。也许是因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足够了解，也许是因为家长对教师足

够信任才会让亲子游戏变成孩子一个人的游戏。

案例中洋洋爸爸和大力妈妈都比较依赖于教师的指导，案例 3 中洋洋爸爸不

仅仅没有关注到孩子的需求，而且当孩子明确提出需要帮忙的时候却告诉孩子等

老师的帮助。洋洋爸爸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工作上有一个很紧急的事情需要处

理，我下意识的判断的是我的工作比较重要，再加上活动中有老师在组织，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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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老师也会帮助他的。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先忙完自己的事情，让他等

一会老师过来去帮助它就可以了。”大力妈妈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我确实是

工作上协调不开，活动中会有老师的组织和安排，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而且

也都是同一个班认识的小朋友，跟同龄小朋友一起玩也会很开心的，我在的话主

要是照顾他的生活方面。”可见，家长对于亲子活动的认识会影响家长在活动中

的表现，如果家长认为亲子活动会大大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活动的过程

中就会注重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如果家长认为亲子活动过程中会与教师建立

良好的关系，就会在活动过程中注重与教师的交流；如果家长认为参与亲子活动

会促进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以及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家长就会在活动中积

极、主动地于幼儿进行互动和交流。相反，如果家长认为教师在活动中起到主导

作用，家长在活动中就会比较依赖教师的指导。

3.1.1.3 家长没有充分参与到亲子活动方案的筹备工作中

亲子活动前的筹备工作，包括内容的选择、活动方案的制定等过程中家长很

少有机会参与进来。从“家长是否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方案制定”的调查中显

示，76.88%的家长并没有参与过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只有 23.12%的家

长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活动方案的制定。总的来说，活动方案的设计还是以教师

为主，家长很少甚至没有参与过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设计，这样就导致很多家

长只是为了配合幼儿园和孩子，所以才来参加活动，并没有发现活动中的一些教

育契机。

以下是“小鬼集集令”万圣节活动中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两则通知，一则是

活动前对活动的简单介绍，目的是为了通知和统计参与活动的人数，另一则是活

动出发前的注意事项，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通知一：活动的介绍

各位家长：

大家好，一年一次最最疯狂的万圣节就要到了！

今年不同往年的园内活动，我们要带着孩子们走出去，开启一段神奇的生物

世界亲子之旅，不给糖就捣蛋，不疯狂就撒野，活动环节丰富，宝贝们既能学习

科普知识，又可以亲近小动物，手工面具、南瓜灯、T台走秀、甲虫标本制作。

活动时间：10 月 27 号（本周六），具体流程详见如下链接。

活动费用：一大一小 220 元（大人 90，孩子 130，包含往返大巴费用、门票、

DIY 物料费、领队费、讲解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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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至时间周四前，群里报名，我们统计。

请家长们安排好时间，在这个深秋季节，带着宝贝开启一段神奇之旅，过一

个不一样的万圣节吧

通知二：注意事项

时间要求：早上请于 8:10 分前到园；8:20 准时上车出发，备好出行的物品,

如：当天的午餐、纸巾等

乘车时提醒幼儿在车上不能随意站起，走动，更不能奔跑打闹。下车后不乱

跑、跟好家长

最后、预祝大家节日愉快！

从上面的通知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亲子活动过程中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方

案的制定都没有家长的参与，在教师确定活动方案以后才会通知家长报名参加。

正如家长 C说：“我是没有参与过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我想学校也不会这么麻

烦让家长参与其中，毕竟众口难调啊，当然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我一般都会积极

配合。”然而，调查中显示 57.8%的家长认为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应该由教师和

家长共同来确定。如果家长不了解某次活动的意义以及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幼儿

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不会对活动感兴趣。这样就导致如果活动是孩子和家

长共同感兴趣的活动，那么就会报名参加，如果这个活动家长觉得不那么吸引人

或者有事抽不开身就选择不参加活动。

3.1.2 亲子活动中家长忽视幼儿的主体需求

共同的教育理念是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通过“家长对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教师的角色定位”的问卷调查得出，63.01%的家长将教师在活

动中的角色定义为教育孩子的合作者，16.18%的家长认为是幼教专家，但是仍然

有 10.4%的家长不太清楚教师在活动中的角色定位。由此可以得出，大部分家长

认为教师与家长在活动过程中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在活动中共同促进幼儿成长。

然而，在亲子活动的过程中家长与教师表现出一种“配合”的关系，而这种“配

合”关系主要表现在家长有时候为了配合活动的流程，反而忽视幼儿本身的需求。

案例 5：在蛋糕“DIY”的活动中，琪琪小朋友正在专心致志地给自己的蛋

糕装饰着花边，此时，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家长早已将蛋糕装饰好，已

经开始打包了。一开始琪琪妈妈还沉浸在女儿对蛋糕的创作中，完全让琪琪自由

发挥，随着家长一个个走了，琪琪妈妈突然感觉到了压力，于是多次催促琪琪快

点完成。终于，琪琪妈妈等的不耐烦了，拿起琪琪刚放下的草莓酱一顿涂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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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终于完成了制作，回头才发现琪琪满脸的不高兴。当妈妈一脸茫然的询问原因

时，琪琪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在琪琪的心里，妈妈并不是在帮忙，而是破坏了

她引以为傲的“作品”，妈妈也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智力是在体验中、兴趣中、快

乐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案例 6：如图 2.1，在“小鬼集集令”的亲子活动中有一个制作南瓜灯的环

节，需要小朋友先把南瓜灯组装好，多多小朋友拿着南瓜灯的架子摆弄了好久依

旧无法完成组装，爸爸看着其他小朋友已经开始装饰了，于是顺手将材料拿过来

想要帮助多多组装，多多一脸的不情愿。无独有偶，如图 2.2，教师提醒幼儿装

饰南瓜灯的时候一定要把嘴巴画的大一点，这样装饰出来的南瓜灯才会更好看。

洋洋小朋友拿着彩笔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画出大大的嘴巴，她先是在纸的上面小心

翼翼地勾勒出一条弯弯的线，然后就再也不敢动笔了。爸爸看到洋洋在画嘴巴上

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催促了洋洋两次后，爸爸抓着洋洋的手画出了大大的嘴

巴。

图 3.1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图 3.2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一般，在集体活动中应该顾及到集体的利益，但是，案例 5中琪琪的行为并

没有影响到活动的进行，这个时候琪琪妈妈完全可以坚持一开始的教育原则，给

孩子更多的耐心和时间，让她们体验自己动手完成作品的快乐，在亲自动手操作

的过程获得直接的经验，或者也可以和琪琪说明原因，一起商量没有完成的部分

可以带回家继续完成。案例 6中的家长其实可以给孩子更多的时间让幼儿自己动

手去完成，多多自己动手搭建灯笼的过程其实是对幼儿空间能力的锻炼，洋洋自

己设计嘴巴的过程中构图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家长却只是为了配合教师的活动进

程错失了这样的教育机会。事后琪琪妈妈在访谈中提及：“琪琪属于慢性子，做

什么事都慢，本来想给她时间自由发挥，可是集体活动也不能影响其他人，老师

们也都辛苦了一天了希望早点下班，早点结束我自己也能回去休息下，没想到她

的反应这么大。”琪琪妈妈的这种想法在大多数家长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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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活动而活动，活动的最终目的并没有指向幼儿，往往忽视幼儿的主体性

需求。

3.1.3 亲子活动中互动时机和内容存在误区

亲子互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亲子互动时机和互动内容中存在一些误区。

从“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互动时机”的调查中显示，整个亲子活动过

程中主要分为 3大模块，分别为生活料理、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50.29%的家长

在幼儿参加亲子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会和幼儿发生互动，而当幼

儿在“游戏中遇到困难”和“人际交往中遇到困难”时分别只有 26.01%和 23.07%

的家长会与幼儿进行互动。从中可以看出家长在整个亲子活动的过程中更关心幼

儿生理和认识方面的需求，而忽视了幼儿情感方面的需求。当家长逐渐认可亲子

活动的意义时，为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提供了动机，随着家长参与亲子活动

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时，家长逐渐显露出对亲子活动新的误区，即更多的家长将亲

子游戏当作是传递知识的平台。

案例 7：在“小鬼集集令”的亲子活动中有一个参观动物园的环节，思思爸

爸和小思思出现了以下的对话：

思思爸爸：“你看，这个动物你认识吗？”

思思：“不知道，它长的好奇怪，像一只瘦瘦的青蛙。”

思思爸爸：“这个动物叫做蜥蜴，它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呢？”

思思：“像树叶一样的颜色，你看旁边的这珠草和它的颜色一模一样。”

思思爸爸：“那你数数它有多少条腿呢？”

思思:“1、2、3、4。”

图 3.3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图 3.4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在案例 7中，思思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她能发现蜥蜴的皮肤和旁边植物

的颜色一模一样，而家长却试图继续引导思思去数一下蜥蜴的腿有多少条，在之

后的活动过程中，思思爸爸总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思思提出一些问题，导致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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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观动物的兴趣越来越小。笔者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经常听到家长和幼儿出

现类似的对话形式，例如，“这个是什么？”、“你搭建的房子中用到了什么图

形？”、“哪些部分用到了圆形？”等等，一位家长在访谈中这样解释自己的行

为：“现在不都是在强调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而且这也是我们园一直倡导

的理念，平时在家我也会有意识地这么教育孩子，我认为效果不错。”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家长很容易在亲子互动中将亲子游戏当做传递知识的工具，有意识地

将识字、算数等的知识传递给幼儿。但是，幼儿之所以会喜欢游戏是因为游戏是

幼儿主动、自愿的活动，而且在游戏活动中幼儿是没有任务意识的，外部强加的

一些任务反而会使孩子对活动失去兴趣，正如案例中的思思最后没有理会爸爸的

问题，而是将兴趣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

在家长与幼儿互动内容的选择中，家长更倾向于对孩子提出建议让孩子自己

选择。当幼儿在活动中遇到一些问题不能尽快解决的时候，家长往往表现的很焦

急，有些家长迫不及待地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可以怎么做，而不是以

提问的方式鼓励他们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尝试采取不同的方法克服困

难。

案例 8：在“父亲节遇上端午节”的活动中有一个手工“DIY”的环节，在

这个环节中幼儿会根据提供的材料亲手为爸爸做一件礼物，妞妞选择做一个件衬

衣送给爸爸。一开始进行地很顺利，妞妞先是用剪刀照着图片剪出来一个衬衣的

模型，然后将衬衣的外部进行装饰，不一会妞妞已经将衬衣装饰好了，她拿起来

左右观察一下自己的作品觉得哪里不对劲，突然，妞妞想到爸爸平时都是在衬衣

上搭配领带的，于是妞妞又为衬衣制作了一条彩色的领带，这个时候妈妈包粽子

回来了，妞妞显然对于妈妈包的粽子并不感兴趣，不一会领带也已经万完成了，

最后就是将领带粘在衬衣上面，这个过程中，妞妞总是对不整齐，不是靠左就是

靠右，总之好不容易将领带贴上去以后又觉得不满意，重新粘贴，3次之后妈妈

终于不耐烦了，于是告诉妞妞应该沿着衬衣的中线进行粘贴。

案例 8 中妞妞妈妈在看到妞妞反复粘贴领带之后依旧无法完成便迫不及待

地告诉妞妞应该如何做，显然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家长应该

充分理解，亲子活动中不仅仅是教会幼儿怎样去搭一座房子以及怎样完成一个蛋

糕的制作。这些都是需要家长潜移默化以及孩子的成熟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一次

亲子活动就能够学会，案例 8中妞妞不断调整领带位置的过程就是在锻炼妞妞方

位知觉的过程，妈妈完全可以提醒幼儿先观察再动手操作，而不是直接告诉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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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孩子在全身心的投入去完成作品的那个过程对于孩子和家长

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幼儿在亲子操作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体验到解决问题的快乐。所以，家长要明确自己为什么来参加亲子活动，是为了

获得育儿知识、为了增进亲子关系、为了促进孩子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为了

让孩子学会某些知识和技能。

3.1.4 亲子活动中家长得不到针对性指导

由“家长认为教师在组织亲子活动时需要提高的地方”中得出，家长认为教

师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专业知识、组织技能、沟通能力以及

观察、指导能力都有待提高。调查显示家长最希望教师能够“学会观察孩子的发

展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其个案百分比为 50.87%，其次，“提高与家

长沟通的能力”、“熟练组织孩子活动的技能”和“增加更多的专业知识”也是

家长关心的方面，其个案百分比分别为 47.40%、46.82%和 43.35%。由此可以看

出，教师需要学会观察孩子，并学会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指导意见或解决

方案。

案例 9：在蛋糕“DIY”亲子活动中，琪琪因为自己的作品被妈妈破坏伤心

的放声大哭，家长在众人面前也觉得特别尴尬，一时间也不愿意去安慰琪琪。这

时候教师发现问题及时介入，询问琪琪发生了什么事？琪琪本来就觉得委屈，老

师这么一问，家长和琪琪都觉得特别尴尬，琪琪哭的更厉害了。于是，教师试图

转移琪琪的注意力，说：“琪琪的蛋糕设计的真好看，尤其是外面的花纹像彩虹

一样！”结果，蛋糕外面的花纹正是琪琪妈妈为了赶时间加上的。

案例 10：在六一“徒步寻宝”的亲子活动中，寻宝后往回返的过程中，甜

甜的情绪开始爆发了，一方面是由于路程有点远甜甜的体力开始跟不上，另一方

面是因为她的鞋有点不合适，出现了硌脚的情况。甜甜爸爸一开始想各种办法鼓

励她再坚持一下，显然效果不太明显，这个时候教师发现甜甜情绪低落，并且已

经脱离了返程的队伍。教师并没有询问甜甜的具体情况，只是以为甜甜因为走累

了所以表现出一点小情绪，于是教师开始鼓励甜甜要像其她的小朋友学习，虽然

都很累很累，但是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坚持。甜甜的情绪反而更差了，她大声地辩

解到：“我不是因为累了，是因为我的鞋硌脚。”教师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

鼓励甜甜了。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发现，教师能够及时介入说明教师有对活动中的突发事件

进行处理的意识，但是在与家长和幼儿的沟通技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包括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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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时候应该介入、如何介入、如何与家长和幼儿进行沟通等等。在访谈中家长 D

提到：“教师关注到我家孩子可能有一些小脾气我是很开心的，但是我其实更希

望在孩子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我与孩子之间有一些分歧的时候教师尽可能不

要介入其中，因为我的孩子我自己是了解的，有时候教师介入反而让事情更加糟

糕了。”

3.1.5 亲子活动后评价主体单一且缺少延伸

幼儿园亲子活动后的评价和延伸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幼儿来说，通过评

价可以了解每一个幼儿目前身心发展的状况，之后通过延伸活动既能巩固幼儿的

学习经验又能针对个别幼儿的薄弱环节进行针对性指导。

3.1.5.1 评价主体单一，没有遵循双向反馈原则

家长作为评价的主体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幼儿园在活动过程中既要

向家长输出科学育儿信息，也要努力收集家长反映的信息。然而，在幼儿园亲子

活动后，一方面，主要的评价主体依旧是教师。从“家长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评价

的频率”的调查中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家长活动结束后偶尔会有评价，在访谈

中一位家长提到：“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活动的评价，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

自己感觉活动结束了就是又完成了一件任务，学校举办的亲子活动大多数都是在

户外，比如上次我参加的春游活动路程比较远，大巴车到了幼儿园已经是下午 3

点了，经过长时间的坐车家长孩子都比较疲倦了，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反馈表我个

人比较排斥。不过事后教师有时候会向我反馈一些信息，但是感觉教师提到的孩

子的一些问题也不是很突出，我也没太在意。”另一方面，教师作为评价的主体

并没有遵循双向反馈的原则，评价过程中很少收集来自家长的反馈意见，也缺乏

将自己的评价信息与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

3.1.5.2 缺少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延伸

研究发现，幼儿园并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要求教师在每次亲子活动后必须对此

次亲子活动进行延伸，只有个别教师会对亲子活动进行延伸活动，一般以绘画或

者是语言活动的方式进行。例如，在“莓”好时光，你我同行的亲子活动结束后，

教师组织幼儿以《我们去春游》为主题进行绘画活动，在“疯狂泡泡秀，水枪大

战”的活动后，以《如何保护自己》为主题开展了语言活动等等。

学习是幼儿主动建构的一个过程，幼儿园有必要在亲子活动结束后为幼儿提

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幼儿之间能够互相交流、表达、分享自己的经验，同时让幼

儿逐步运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去认识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直到认识其本质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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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如，亲子制作活动后，教师尤其是家长就能对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进行一

个全面、细致的评价，通过评价的结果对其进行归因，在之后的教育教学活动或

者是日常生活中就能对幼儿的某一方面进行针对性练习和指导。一位家长提到：

“亲子活动中主要是参加一些趣味性的游戏而且需要很多家长的配合，比如钻山

洞的游戏，类似的这些游戏都没有办法在家庭中练习。一些制作类的活动需要特

别的材料，比较费时、费力。”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家长方面都没有

很好地重视活动的延伸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意义。

3.2 影响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因素

3.2.1 幼儿园对家园共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幼儿园整体的教育理念体现在幼儿活动的方方面面，如果一个幼儿园的教育

理念中并不重视与家长、社区和社会联系，关起门来办教育，幼儿园仅仅将亲子

活动作为一项任务或者是宣传的手段，那么就会导致在整个亲子活动过程中很少

会考虑家长参与的教育意义，活动中仅仅将家长看做孩子的陪同者，重点是照料

孩子的生活及安全。例如，亲子活动方案的设计没有家长的参与导致家长对亲子

活动中的教育目的缺乏了解，渐渐地对幼儿园的教育产生不信任、对教师不信任

等，从而生出很多不必要的误解。相反地，如果幼儿园有很好的家园合作意识，

就会重视家长的作用。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开展前，教师会主动、积极地邀请家长参与到幼儿园亲子

活动方案的制定中，积极与家长沟通、协调，包括亲子活动主题的确定、活动的

时间、活动的地点、活动的内容以及形式等等。这样就能让家长和幼儿感到活动

是由自己而不是教师决定的，毕竟活动的主体是家长和幼儿，因此，坚决贯彻家

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原则是亲子活动前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家

长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例如，活动时间的确定家长并没有参与进来，

距离上一次参加活动仅仅过去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家长再次接收到活动邀

请的时候就会心生抵触，而且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正如在访谈中一位家长提到：

“我平时的工作也很忙，但是幼儿园的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六一的时候刚参加

了徒步寻宝的活动，没过两个星期又开展端午节活动，心理上对这次活动就不是

很期待了。”再比如，家长没有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后续的通知中

如果只是简单的告知活动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并没有将每个活动环节的目标详细

告知家长，就会导致家长并不清楚每个环节设置的意义，就无法充分挖掘和利用

其中的教育价值。例如，在徒步寻宝的活动中，本意是想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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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长并不是很清楚活动开展的目的，以至于当部分孩子觉得累的时候家长并

没有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反而让这种消极的情绪不断蔓延，影响了活动的继

续进行。

在幼儿园活动中，教师会积极主动地与家长和幼儿进行沟通，尤其是当个别

家长和幼儿在活动中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能够提供专业的指导。例如，当幼儿

在活动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家长会习惯于直接告诉幼儿如何去做，这个时候

教师就可以及时介入，指导家长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指导，从而更

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

案例 11：在端午节的活动中，豆豆又因为一件小事发脾气了。他的脾气特

别怪，有什么事儿不顺着他，他就生气，当时班上有另外一个孩子把他的位置给

占了，他生气之后就破口大骂。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了，豆豆妈妈听见

之后也觉得不好意思，一开始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和豆豆讲道理，然而无非就

是你不能这个样子，这样是不对的，说了几次之后，豆豆可能觉得自己有理还有

妈妈撑腰更加无理取闹了，终于妈妈也失去了耐心。

这个时候教师进行介入，一位老师和家长沟通，另一个老师和孩子沟通。负

责和孩子沟通的教师首先和孩子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告诉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

候正确的沟通方式，并且引导豆豆去换位思考。负责和家长沟通的教师通过这个

案例让家长切身体会到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和幼儿沟通才是最有效的，而

且引导家长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慢慢渗透，不能过分去溺爱孩子。整个沟通过程进

行的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豆豆妈妈说道：“你们教师教育孩子还真有办法！”虽

然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对教师最大的肯定。

在幼儿园亲子活动后，幼儿园会积极组织家长和教师对本次活动进行评价，

除了对活动本身进行评价外，更加关注家长对幼儿在本次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评

价，以便为以后对幼儿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教师在活动后也会对本次活动进行延

伸，例如，在“莓”好时光，你我同行的亲子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以“春游”

为主题开展五大领域的相关活动，语言活动《美丽的春天》、音乐活动《春天在

哪里？》、美术活动《我和爸爸过植树节》等等，从而加深了幼儿对此次活动的

体验。

3.2.2 教师对亲子活动的控制程度较高

在设置、安排活动前，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有时候没有考虑到家长

参与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因此在设计活动的时候仅仅将家长看做孩子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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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照料者。例如，在“疯狂泡泡秀，水枪大战”的活动中，并没有考虑让家

长参与其中，一方面教师认为家长缺乏参与此次活动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认

为此次活动中家长最需要的是照顾幼儿的安全与健康。因此，活动一开始便出现

了这样的画面：孩子们在游泳池、在满是泡沫的草坪上尽情地玩耍，家长围成一

圈，身上披着雨衣、手里拿着毛巾、眼睛时刻关注着自己孩子的动向，生怕一不

小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别的小朋友碰到或是反过来把别的小朋友伤到，孩子和家长

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随着活动的慢慢进行，有一些父亲在孩子的带

动下不由自主的参与其中，活动瞬间变的更加精彩了，有家长与家长之间的较量、

有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嬉戏还有家长和幼儿自发组成的战队等。可以很明显的观察

到，那些有家长陪伴的孩子在活动中玩的更加大胆，表现的更加活跃。结果，在

家长和教师的自发参与下，活动开展的非常顺利。

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教师希望家长能够按照活动流程参与活动，这样就导

致教师在活动过程中给幼儿和家长设置了很多界限，没有给幼儿和家长更多活动

的机会，而是在教师不断地控制下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的开始，让幼儿和家长

感觉特别累的同时也没有体会到活动的真真意义。例如，在万圣节的活动中，家

长到达活动地点以后，首先在教师的带领下参观院内的环境，其次，马上进入制

作南瓜灯和面具的活动中，有一些幼儿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马上进入了下一个

环节，即 T台走秀。结果，上一个环节中没有完成作品的幼儿根本不愿意拿着自

己没有完成的作品上台展示，从而导致活动进行的很艰难。活动完全按照既定流

程进行，也会忽视整个活动过程中隐藏的教育时机和意义。

在亲子活动结束后，一方面，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的主体依旧是教师。教师

在亲子活动后主要针对活动是否顺利开展、目标是否达成、自己在活动中的表现、

家长的配合度、家长和幼儿在活动中玩的是否尽兴等对此次亲子活动进行评价，

忽视了家长参与评价的重要性。实际上，家长参与评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

长在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与幼儿密切接触，因此，家长对于活动中幼

儿的表现、教师的表现、整个活动环节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在活动过程

中家长往往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孩子的身上，因此，在活动的过程中家长

能够及时对比发现自己孩子身上的不足与优点。如果家长发现问题以后及时与教

师反馈，教师就会根据家长的反馈在今后的教育活动中对幼儿的某一方面进行针

对性教育。所以，家长活动后的评价也是经验的分享、积累的过程，对于来自家

长的反馈，无论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都要认真分析处理。另一方面，忽视对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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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动延伸的价值。在调查中显示，幼儿园并没有对亲子活动后如何进行延伸活

动做出统一的要求，大部分教师只是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进行安排，说明教师从

思想上并未重视对亲子活动进行延伸的价值；家长在亲子活动结束后也没有意识

到其价值，往往认为孩子参加了活动，玩的开心了就可以了。

3.2.3 教师在活动中缺乏指导策略

在亲子活动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给予家长和幼儿正确

的指导，而且还需要为以后更好地组织亲子活动、促进自身专业成长而不断学习。

家长认为教师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专业知识、组织技能、沟

通能力以及观察、指导能力都有有待提高。调查显示家长最希望教师能够“学会

观察孩子的发展水平，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其个案百分比为 50.87%，其次，

“提高与家长沟通的能力”、“熟练组织孩子活动的技能”和“增加更多的专业

知识”也是家长关心的方面，其个案百分比分别为 47.40%、46.82%和 43.35%。

因此，教师在亲子活动中还需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观察能力、沟

通能力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首先，教师需要具备很好的观察力。观察是指导的前提，教师在平时的教育

教学活动或者是游戏活动中面对的一般是幼儿，而且教师对每一位幼儿的能力或

者是性格方面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教师在活动中更多关注的是幼儿各方

面能力的发展。亲子活动中，教师面对的是幼儿和家长，因此，教师在活动中不

仅要关注每一位家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交流，及时对家长提供指导，还要考虑

到活动的顺利进行。

其次，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尤其是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技巧。例如，

在向家长谈孩子的行为问题的时候，如何做到清楚地描述孩子的行为问题、怎样

做到不加任何主观评价、如何表达能不引起家长的反感等等这些都是教师需要在

活动过程中不断学习的沟通技巧。

最后，教师要加强组织活动的能力。例如，教师不仅要加强组织分组活动的

能力，在分组的时候还要注意有层次、有特色、有变化，另外，指导小组活动的

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3.2.4 家长在活动中的教育意识淡薄

家长在亲子活动过程中的教育意识总是在家长并未意识到的水准上“随时随

地”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决策和教育行为。如果家长在亲子活动的过程中没能意识

到幼儿获得经验的机会和无限发展的潜能，那么就无法让周围的环境、教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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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支撑物。活动中家长的教育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家长为了配合活动流程而忽视幼儿自身的需求。例如，活动过程中

出现家长对孩子一手包办或是放任不管的现象。

案例 12：在“莓”好时光，你我同行的亲子活动过程中，有一个摘草莓的

环节，这个环节中规定家长和幼儿可以在草莓大棚中自由的摘草莓，但是最后只

能带走两盒草莓，一开始玲玲妈妈和玲玲一人拿着一个盒子摘草莓，妈妈事先告

诉玲玲要摘看上去又大又红的草莓，于是，妈妈在前，玲玲跟在妈妈的身后开始

摘草莓了。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回过头一看玲玲盒子里的草莓大小不一，有的还

没有熟透。于是妈妈无奈地让玲玲拿着自己摘好的那一盒草莓在旁边等着。

案例 13：在六一“徒步寻宝”的亲子活动中，有一个环节需要家长和幼儿

徒步行走一段路程，到达藏宝的地点找到教师事先准备好的“宝藏”以后按原路

返回。活动开始的前一天教师在微信群里通知了注意事项，但是，有一个家长违

反规定事先为孩子准备了滑板车，当别的家长和孩子都在徒步行走的时候，这位

小朋友骑着滑板车一晃而过，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家长和幼儿的不满情绪。相反，

有的家长明白养育孩子并不是教他如何在顺利享受乐趣，而是教会他如何撑过艰

难的时期。因此，在孩子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的时候，家长不断鼓励孩子继续

坚持，自己也没有表现出一点不满的情绪，始终为孩子树立一个积极向上、勇于

面对困得的榜样。

案例 12 中，豆豆妈妈觉得豆豆摘的草莓不太好，于是便不让豆豆自己动手

摘草莓了。幼儿没有成人那样丰富的生活经验，因此，家长就更加需要给幼儿更

多锻炼的机会，让幼儿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另一方面，家长容易忽视自身行为对

孩子的影响。案例 13 中，为孩子准备滑板车本来就是违反了活动规定，家长在

明知道不正确的情况下依旧让孩子使用，这样不光光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了一个不

好的榜样，而且对其他幼儿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

子总是习惯性的将父母的一些行为作为自己模仿对象，因此，家长要有榜样意识，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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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高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策略

4.1 活动前：合理设计活动方案，确保家长参与方案制定

笔者调查发现，2018-2019年某幼儿园共举办了 7 次全园性的亲子活动，从

亲子活动开展状况来看，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待提高和完善，并且缺乏相关的

理论支撑。因此，幼儿园应该考虑将亲子活动正式纳入幼儿园教育工作计划中，

可以以一学年或者是一个学期为单位，整体规划、组织亲子活动的内容。一方面，

合理设计亲子活动的方案，包括活动时间的确定、活动内容的安排、活动目标的

确定以及活动方案的设计灵活、有弹性；另一方面，确保家长参与到活动方案的

制定。

4.1.1 合理设计亲子活动方案

活动时间的确定。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时间和主题一般与节假日相结合，但是

有的节假日的日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节假日之间相隔的时间并不相同。例

如，2018年 6 月 1 号，幼儿园以六一为契机举办了“徒步寻宝”的活动，接着，

6 月 14 号又举办了“父亲节遇上端午节”的活动，两次活动之间仅仅相隔了不

到半个月的时间。再比如，2018 年 12 月 23 号，以万圣节为主题举办了“小鬼

集集令”的亲子活动，2018 年 12月 31 号又举办了“元旦汇报演出”亲子活动，

两次举办活动的时间间隔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再比如，2018年 9 月 20号以中秋

节为主题举办了“DIY”蛋糕活动，距离万圣节“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相隔了

大概 3个月的时间。显然，亲子活动开办的时间间隔太短会让家长产生疲劳感，

从而降低家长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积极性；而开办时间间隔时间太长又会间接

降低家园之间的联系。因此，幼儿园应该以一学年或者一学期为时间单位合理规

划时间。一般来说，每次亲子活动举办的时间间隔为 2 个月左右，一学期举办的

次数为 2-3次，控制在这样一个间隔内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积极性也会更

高，既不会让家长感到疲劳，给家留足时间以便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从而加强

家园之间的联系，也能让教师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努力让亲子活动开办的更加顺

利。

活动内容的安排，要注意前后连贯、有机渗透，要让家长和幼儿获得系统、

连贯的经验，同时对于幼儿园来说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亲子教育的方法，尽可能

涉及到幼儿的五大领域，并且适当增加科学探索活动。

活动方案的设计灵活、有弹性，尤其是各个流程之间要留有一定的缓冲时间。

例如，在六一“徒步寻宝”的活动中，早早到达终点的家长和幼儿就会浪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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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去等待其他人。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就会让家长和幼儿产生不耐烦的情

绪，从而影响后续活动的展开。那么活动方案中就可以为这些早到的家长和幼儿

设计一些轻松、有趣的小活动，这样既增加了活动的乐趣，又显得等待的过程不

会太漫长。又比如，一些制作类的亲子活动中，各个活动环节之间要留出缓冲的

时间，因为幼儿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有的幼儿动手制作的能力很强，而有的幼儿

做事比较认真、追求完美，制作一件作品耗时比较长，因此，各个活动环节除了

要考虑到大部分幼儿的情况，还要留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某方面能力较差的幼

儿也得到发展。

4.1.2 确保家长参与方案制定

在亲子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教师积极与家长沟通，确保家长参与活动方案制

定，尽力为家长提供共同参与的机会。

一方面，必须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课程设计理念，以及亲子活动作为课程实

施的一部分，其开展的必要性不可忽视，只有取得家长的全力支持，才能从根本

上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为了促进孩子的社交能力、开阔视野、勇于在多

人的场合表现自己，为了感谢所有长辈，表达对长辈感恩之情，组织此次“DIY”

蛋糕制作活动，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让孩子们享受自己做蛋糕的喜悦，提升孩子

们的手工创造能力以及想象力。另一方面，活动时间尽量和家长协调合适，一般

将亲子活动的时间定在周六日，确保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活动；家长自

身具有的资源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元旦汇报演出”的亲子活动中，为了增加

亲子活动的趣味性往往会有亲子才艺展示的环节，教师在这一环节就可以提供尽

可能多的机会让家长参与，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家长自身具有某一项才艺或者某

个活动新颖才能参加。例如，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家长和幼儿参与其中，在元旦

才艺展示的亲子活动中可以设置亲子服装秀、我比你猜、诗歌朗诵、集体亲子小

游戏等环节。

4.2 活动中：提高教师指导能力，引导家长反思教育行为

4.2.1 提高教师指导能力

在亲子活动过程中，教师不仅能够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完整、流畅地组织亲

子活动，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够在活动的过程中与家长和幼

儿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必要的时候能够为家长提供专业的指导。因此，教师

必须要考虑更新教育观念，把如何与家长的互动、交流作为教师教育活动的必备

内容，引领家长成为真正的老师就是教师们不断学习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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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要对家长有指导意识。教师对亲子活动以及自身在亲子活动中的

作用要有一个很好的定位。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者在亲子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都扮

演者不可缺少的作用。家长参加亲子活动并不意味着教师的教育责任转移到了家

长的身上，恰恰相反，教师在亲子活动中不仅仅要对幼儿进行教育，同时也要作

为受过专业教育知识的个体对家长进行指导。笔者在亲子活动的过程中经常看到

一些教师在组织集体活动的时候积极、主动，想尽办法调动家长和幼儿参与的积

极性，而在组织一些参观活动或者制作活动的时候将教育的责任转移到了家长的

身上。例如，在“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的参观动物的环节中，教师只是告诉家

长参观的时间以及地点之后便在出口处等待家长，这样就导致教师不清楚家长在

参观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家长在需要指导的时候也得不到专业的帮助。

其次，教师要具备随机指导的能力。如在万圣节“小鬼”召集令亲子活动中，

爸爸妈妈会给孩子穿各种风格的衣服进行 T台走秀活动，多多有些不高兴而且不

管爸爸怎么说他都拒绝穿爸爸准备的衣服，于是爸爸有点不耐烦了，准备强行给

多多穿衣服的时候老师及时介入。询问多多为什么不高兴呀？那你有什么办法更

好的解决办法吗？当还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时，老师就可以借此时机向家长解释孩

子的想法，并且适时提供解决的办法。同时可以向家长表明，和孩子做游戏不在

于结果更重要的在于过程中孩子的收获，家长要善于提出问题来调动孩子的思

维，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次，合理的问题引导及提示可以让家长有针对性的观察、记录、反思。参

加亲子活动对家长来说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改正问题的过程，活动过程中教师

要注意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将家长的注意力引向孩子，观察孩子的表现和发展状

况，从而确定合理的期望值以便更有的放矢地做好家庭教育。例如，在活动中教

师可以向家长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及建议，您可观察孩子的专注力看看孩子是否愿

意参加游戏？在制作南瓜灯的活动中您对孩子的表现满意吗？制作灯笼时候孩

子遇到了什么困难？孩子在制作灯笼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作为家长您是怎

么解决的？等等。

4.2.2 引导家长反思教育行为

家庭教育一直伴随着幼儿的一生，因此家长自身的教育能力和教育方法显得

尤为重要。亲子活动的目的除了要让幼儿的身心得到发展，增进亲子关系，教师

还需要在亲子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引导家长通过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提高育儿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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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教师可以充分利用集体环境引导家长进行反思。例如，在亲子活动

过程中，有一些家长对于某一项活动不是很乐意参加，即使勉强参与其中也是考

虑到孩子的兴趣。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通过在集体环境引导家长参与，并且在

活动过程中不断反思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教师在活动中可以以平行介入的方

式参与到活动中去以自身的行为引起家长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

图 4.1 父亲节遇上端午节 图 4.2 小鬼集集令

案例 14：在“父亲节遇上端午节”的亲子活动中有一个编五彩绳的活动，

大部分家长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一些爸爸更加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幼儿

对于编五彩的兴趣也不是很高。一开始，一部分家长甚至没有尝试的兴趣，于是

任由孩子们在教室里嬉戏，教师由于精力有限，短时间内只能指导小部分家长也

就没有精力顾及到不愿意尝试的家长了。过了一段时间，小杰妈妈在教师的指导

下编好了一个手环，于是小杰带着妈妈给编好的手环向小朋友们到处展示，正在

嬉戏、打闹的孩子们看到小杰手上的手环特别偏亮于是央求爸爸妈妈为自己也做

一个一模一样的手环。这部分家长意识到自己自己不应该没有尝试就放弃，于是

也加入了编五彩绳的队伍，幼儿嬉戏、打闹的现象明显好多了，有的幼儿还主动

帮家长抓着绳子的一头方便家长编绳。教师指导不过来的时候，家长也会互相帮

助，幼儿会在旁边与家长一起学习，就这样活动结束的时候每个幼儿手上都带上

了五彩绳，有的幼儿还为家里的亲人准备了一条爱的五彩绳。

案例 15：在“小鬼集集令”的亲子活动中，家长和幼儿需要共同完成南瓜

灯和面具的制作，由于南瓜灯需要组装，于是欢欢建议妈妈做南瓜灯，自己制作

面具。制作活动开始了，妈妈很快就把南瓜灯组装成功了，欢欢这个时候只把面

具的一只眼睛涂成了粉色，于是妈妈拿起彩笔想要帮欢欢一起完成作品却遭到了

欢欢的拒绝。当看到欢欢要把面具的另一只眼睛涂成黄色的时候妈妈着急地对欢

欢说道：“涂成黄色的不好看。”欢欢并没有理会妈妈的话，继续把眉毛涂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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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这个时候妈妈又说道：“眉毛怎么会有绿色的呀。”自己的作品被妈妈一

直说不好看，欢欢也不想再装饰面具了。这个时候教师发现了这一问题，轻轻地

坐到欢欢的身边，拿起一个空白的面具邀请欢欢和自己一起制作面具，在制作的

过程中用正面、积极的语言鼓励、赞美欢欢的想法。

“你把面具的鼻子涂成了红色的，小丑的鼻子就是红色的”

“嗯，我就是要假装成一个小丑，我还会变魔术呢！”

“那我要把她的牙齿画成黑色的，就像吃了巧克力一样。”

......

不一会作品就完成了，这个时候欢欢心情变得开心起来，于是教师引导幼儿

给妈妈也制作一个面具，于是欢欢和妈妈开始合作完成作品。在完成作品的过程

中妈妈再也没有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幼儿的作品，而是尝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去思

考问题。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师在介入的时候最好是采用一种平行介入的方

式，用自身的行为去间接引导、感染幼儿可能效果会更好。

4.3 活动后：遵循双向反馈评价，多种延伸并做好记录

4.3.1 遵循双向反馈评价

亲子活动过程中，首先，家长需要做到细致、有系统地观察幼儿在活动中的

各种表现；其次，家长在观察孩子的基础上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转变教育

观念，从而提升自己的育儿经验和育儿能力；最后，家长在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与教师沟通，教师就可以在今后的活动中进行个别指导，教师通过家长的反

馈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重点，对个别幼儿可以进行针对性指导。案例

16 中多多爸爸从多多的行为中发现问题并及时和教师进行沟通，教师和家长在

之后的活动中进行针对性指导，从而使多多向着好的方向不断发展。

案例 16：在“小鬼集集令”的亲子活动中有一个参观动物的环节，在参观

乌龟的过程中很多幼儿都特别兴奋，一开始都远距离观察，慢慢地当有大胆的孩

子开始尝试用手去触摸乌龟而且没有危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就一下子把

乌龟围了起来（如图 3.2），但是多多小朋友全程都拉着爸爸的手不敢去尝试触

摸乌龟（如图 3.1）。在后面的活动中多多不管参观什么动物都不敢靠太近，更

不敢用手去触摸。例如，多多爸爸试图尝试让多多去摸一下小仓鼠，但是多多拳

头紧握，两手举起来拒绝靠近小仓鼠，在爸爸的不断鼓励下，多多也只是努力踮

起脚尖向里面瞅瞅。亲子活动结束后，家长特意和教师沟通了一下多多在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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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表现，通过深层次的沟通发现，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导致多多性格内向、不

善交际，面对困难容易退缩，不愿意主动尝试、探索新的事物。教师了解情况以

后，在之后的教学活动过程中重点关注对多多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慢慢地当多

多愿意与别人主动交往、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以后，教师不断鼓励多多

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多多在各种活动中明显表现的比以

前活泼、外向多了。

图 4.1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图 4.2 小鬼集集令亲子活动

家长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方面，家长一定要清楚评价的目的

和作用是什么，部分家长过分夸大或隐瞒孩子在活动中的表现，对幼儿的发展都

是不利的。家长要明白，评价的目的是了解孩子的表现比上次参加活动进步在哪

里，而不是把焦点放在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家长要多进

行个体内差异评价。家长在评价的过程中要让幼儿与幼儿自己去作比较，更多的

关注幼儿在某一个阶段内经过一定的学习某方面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尽量避免

出现攀比的现象。

4.3.2 多种延伸并做好记录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教师成长=经验+反

思。
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奉为教师最高的职业精神。

因此，教师应该不断地总结亲子活动的经验，利用多种形式对亲子活动进行延伸，

充分挖掘和利用活动的价值。教师可以以绘画和语言活动的形式进行延伸，也可

以结合幼儿园五大领域展开主题教学，当教育教学、课程满足了孩子最基本的生

长需要，契合了孩子的生活经验时就能建构出有意义的学习和生长经验。

教师最普遍的延伸方式是以绘画的形式展开的，绘画活动中要求幼儿要有丰

富的想象力，但是幼儿想象的因素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我们要使幼儿的想象力

①靳玉乐.反思教学.成都,四川出版社,20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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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话，必定要丰富其生活经验，春花、秋月、繁花、硕果的景象，只有幼儿

亲自深入到大自然中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反过来，幼儿已经亲身体验了春天的种

种景象以后，再将自己的经验通过绘画的形式反映出来，教师就会惊奇地发现“春

天”对于幼儿来说不再是一个词，而会变成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

图 4.3《我们去春游》 图 4.4《我们去春游》

在“莓”好时光，你我同行的亲子活动结束后，教师以《我们去春游》为主

题开展了绘画活动。如图 3.3 和图 3.4，在经历过冬天的萧条后，幼儿对于春天

万物复苏的感知是比较强烈的，尤其是在亲自体验了春游活动以后，这些感受大

都体现在了她们的绘画里。柳树抽条、河水消融和嫩绿的小草在绘画中都有体现，

很显然这些景色就是幼儿对春天最普遍、直观的感受。

教师也可以开展关于春天的语言活动。活动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一起讨论春

天的温度、植物的变化、动物的种类等，以及每一个幼儿对于春天独一无二的感

受。教师还可以为春游为背景，开展社会活动，例如《我和小树做朋友》、《我

是环保小能手》等等。

由于亲子活动中一般只要求一位家长的陪同，其余的家长很难了解亲子活动

的开展过程以及孩子在活动过程中的真实表现，因此，在活动结束后教师可以利

用各种新型媒体，为幼儿的活动过程做一个成长记录。例如，充分发挥家园园地

的作用、举办活动照片展，还可以利用相关 app 编辑活动留念等。

家长园地。家园园地是家长了解班级情况以及幼儿身心发展状况的窗口，也

是家园互动的窗口。例如，平时我们可以在家长园地里看到班级的教学情况、幼

儿知识等。在亲子活动结束后就可以将家长园地充分利用起来，向家长展示亲子

活动的过程，以及活动过程中蕴含的幼儿教育理念。

活动照片展。照片的内容可以展示亲子的动人瞬间，也可以是教师对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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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情境中蕴含的教育理念的解读等。家长在往后的活动中也愿意积极参与活

动，形成家园合作的良性循环。

利用相关 app 编辑活动留念。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有很多软件可以制作照

片或是视频的影集。教师和家长都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资源。通过制作影集的形

式不仅仅是能给孩子和家长留下一份美好的记忆，对于教师来说，在整理、汇编

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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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幼儿园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和家庭、社会以及

社区之间进行密切的联系。目前研究者也已经对幼儿园亲子活动进行了相关的探

讨，试图对所研究的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特色表现在研究维度上，从幼儿园亲子活动前、幼儿园亲子活动中、

以及幼儿园亲子活动后进行划分，研究者作为教师参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观察

的成果主要以案例的方式进行呈现，结合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的不足体现在由于时间、条件和地域的限制，本研究只选取了笔者所

在幼儿园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只是对单个幼儿园的经验描述，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但并不具有全面性，由于本人能力的限制，对资料和数据分析过于单一。

在笔者作为教师参与在幼儿园亲子活动过程中，无法对亲子活动进行细致、深入

的观察与记录，分析问题只是从表面行了阐述，理论依据不足，今后可尝试扩大

研究视角，多层次探讨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



参考文献

46

参考文献

[1]范瑞芝.幼儿家长在亲子冲突情境下的应对方式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7.

[2] 邓 子 红 . 幼 儿 园 亲 子 活 动 存 在 的 问 题 与 解 决 对 策 . 学 前 教 育 研

究,2011,6,31-35.

[3]唐松梅.开展亲子活动架构合作之桥.幼儿教育,2004,9,1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刊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1996.

[5]刘焱著.儿童游戏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刘丹.家长角色观对亲子互动的影响—基于亲子园情境的研究.重庆,西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刘峰峰.美国学前教育的传统—与家庭密切合作.幼儿教育,教育科学

版,2007,7,8.

[8]刘焱.亲子游戏的特点、意义与策略（上）.幼儿教育,1996,5,14.

[9]李艳花.幼儿园亲子教育开展与指导的个案研究—以三明市 S 幼儿园为研究

个案.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李敏.亲子互动行为现状及问题研究-以西安市亲子园为例.西安,陕西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李燕燕.亲子互动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12]李生兰著.比较学前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3]李阿芳.亲子游戏中家长角色的个案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8.

[14]李生兰.幼儿园家长开放日活动的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7.

[15]绿伊莎.中塞幼化园亲子活动的对比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6.

[16]罗密丹.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9.

[17]缪晨露.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课程教育研究,2019,9,8.

[18] 廖 唐 / 兰 成 云 . 幼 儿 园 亲 子 活 动 对 幼 儿 合 作 素 养 的 培 养 研

究.2014,6,103-104.



参考文献

47

[19]公燕萍.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现状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3.

[20]康佳丽.亲子班活动中亲师幼三方互动个案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6.

[21]华晓慧.武汉市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的现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3.

[22]何甜甜.以亲子活动促进家园互动的研究.理论探索,2019,15,25.

[23]霍力岩.学前教育评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4]胡耀岗.葛东军.幼儿园综合亲子活动的特点、类型及过程.教育导

刊,2013,12,16-19.

[25]黄静.人类发展生态学视野下的幼儿园游戏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0.

[26]黄人颂.学前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689.

[27]秦园园.如何在亲子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合作素养.教育广角，2017,4,51.

[28]薛烨,朱家雄等著.生态学视野下的学前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

[29]薛玉凤.运用亲子活动培养幼儿责任心的个案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8.

[30]徐玉珍.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家校合作相关法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1]任丽涛.符号互动理论的局限性研究.吉林,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6.

[32]Ramey,S.L.& Ramey,C.T.Early education with disadvantaged children

—to what effect? 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2002.

[33]周艳玲.幼儿园亲子活动中的家长参与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6.

[34] 赵万霞 .高学历家长家庭教育的特点及指导建议 .学前教育研

究,2004,12,120-123.

[35]赵莹.美国基础教育家校合作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6]张韵.幼儿园家园合作现状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园为例.重庆,西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参考文献

48

[37]张莎莎.“幼儿园主题探究课程”的研究-生态学的视角.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2.

[38]张小培.农村父母参与幼儿园教育的现状研究—以河南省沁阳市 4 所幼儿园

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9]曹维俐.父亲参与幼儿园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

[40]两所公办幼儿园为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41]苏婷.不同家园合作形式下家长参与的实践研究—以上海市 W 幼儿园为例.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42] 虞 永 平 . 幼 儿 园 课 程 中 的 家 长 参 与 和 家 长 发 展 . 学 前 教 育 研

究,2006,6,15-18.

[43]魏雪.父母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调查研究—以西安市某幼儿园为例.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44]王赛.幼儿园亲子活动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45]吴伟俊.0-3 岁亲子固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附录

49

附录

附录Ⅰ：《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调查问卷

尊敬的家长：

您好！为了了解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促进家园合作，

笔者设计了此次问卷调查。问卷分为 2部分，题型为单选题和多选题，多选题后

有备注。问卷填写时不记姓名，各问题也无对错之分，请您放心作答。衷心感谢

您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一、基本信息（请在符合您真实信息的选项下划“√”。）

1、您的孩子是：

A、男 B：女

2、您是孩子的：

A：父亲 B：母亲

3、您的年龄是：

A：21-25 B：26-30 C：31-35

D：36-40 E：41 岁及以上

4、您的文化教育程度：

A：初中 B：高中及中专职校 C：大专

D：本科 E：硕士及以上

5、您的职业是：

A：公务人员或教师 B：公司主管或经理人员

C：技术、专业人员 D：服务业

E：自由职业 F：其它

6、在您家里谁更多的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

A：父亲 B：母亲

C：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 D：其他亲属

二、选择题（请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在赞同的选项前面打“√”。没有特别说明的

题目为单选题，如果题目为任选两项，请根据您的想法在所提供的答案中选出最

重要的两项，多选题题目后会有提示。）

1、在当前形势下，您认为幼儿园开展亲子活动：

A：非常有必要 B：有必要 C：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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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必要 E：非常不必要

2、您选择让孩子参加亲子活动的理由？（任选两项）

A：给孩子一个玩耍的地方

B：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发展

C：自己可以和教师学习教养孩子的方法

D：能锻炼孩子的交往能力

E：自己可以和其他家长进行交流

F：其他

3、对于家长参与幼儿园亲子活动，目前的状况是：

A：家长主动、学校被动 B：家长、学校都主动

C：学校主动、家长被动

4、您参与过幼儿园亲子活动方案的制定吗？

A：有 B：没有

5、您认为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方案应该由谁来制定？

A：教师 B：园长 C：家长 D：教师和园长

E：教师与家长 F：其他

6、您经常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幼儿园亲子活动？（任选两项）

A：接送孩子时与教师交流 B：教师外的公告栏

C：班级微信群 D：与孩子的交流 E：其他

7、您为幼儿园提供帮助和支持时通常选择哪种方式？（任选两项）

A：物品材料 B：特长 C：空余时间

D：职业优势 E：文字或图片信息等

F：财力资源 G：其他

8、您参与的亲子活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开展的？

A、下午接送孩子时 B、平时上午 C、平时下午 D、周六或周曰

9、您认为亲子活动中老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A：使家长学到正确的指导方法 B：让孩子感受学习知识

C：指导家长与孩子共同完成游戏 D：其他

10、活动过程中您与幼儿互动的时机一般是（）

A、生活中遇到困难

B、游戏中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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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交往中遇到困难

11、活动中，您经常与幼儿互动的内容是（）

A、提供材料 B、描述 C、回应 D、提问

E、建议 F、示范

12、您认为家长在亲子活动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A：幼儿和教师行为的观察者、记录者、评价者

B：幼儿行为的指导者、组织者

C：幼儿活动的共同参与者

D：被动执行者

E：其他

13、您认为您与孩子进行亲子活动最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与指导？

A：知识素养方面 B：与孩子沟通技巧方面

C：选择活动的内容和方法方面 D：其他

14、您认为参加了幼儿园亲子活动后，自己在哪些方面收莰？（可多选）

A、获得了一定的教育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教育方法

B、没什么收获，每次活动都很累

C、与教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D、认识了其他的家长，交流了育儿经驗

E、激发了您参与幼儿教育的热情

F、加强了家园之间的联系，提高了育儿的有效性

15、您认为教师在组织亲子活动时，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高？

A、增加更多的专业知识

B、熟练组织孩子活动的技能

C、提高与家长沟通的能力

D、学会观察孩子的发展水平，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

E、其他

16、通常幼儿园亲子活动结束后，会请家长对活动进行评价吗？

A、每次都有评价，请家长填写活动反馈表

B、偶尔会有评价

C、完全没有评价

D、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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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合作！谢谢！

附录 II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观察记录表

基本信息

姓名：

班级：

性别：

亲子互动时间：

亲子互动主题：

活动过程记录 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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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访谈提纲

幼儿园亲子活动中家长参与行为的现状研究访谈提纲

1.您觉得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有什么价值?

2.您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时间安排有什么看法？

3.你对亲子活动所涉及内容的看法是怎样的？

4.您对活动中孩子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5.您对活动中教师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6.您对幼儿园亲子活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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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白驹过隙，随着毕业论文的最终定稿，我的研究生生活也进入了

尾声，这期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孙杰教授对我的关心与帮助，从选题到定稿，老师对论文

框架的调整、内容的梳理以及后期的改进等各个部分都给予了我很多的建议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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