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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 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的生态环境的制约, 这种生态环境包括微观系统、

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和时代系统。其中,

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是指儿童生活的场所及周边

环境, 如家庭、幼儿园、学校、邻居和社区 , 以及幼

儿园与家庭、幼儿园与社区、家庭与社区等之间的

关系或联系。〔1〕它们对儿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这一理论 ,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幼儿园、家

庭、社区在儿童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从幼儿园与家

庭、社区的相互关系入手来研究影响儿童发展的

因素, 以优化儿童成长的环境。

近年来, 人们对学前教育机构功能的认识发

生了变化, 即由单一的保教专职机构转变为社区

综合性服务机构。这一认识的转变促使幼儿园与

家庭、社区的关系也发生转变, 幼儿园与家庭不应

只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 幼儿园与社区不

应是互不干涉的关系, 三者应加强联系, 构建共育

平台, 共同承担保教责任以形成正向的互动关系,

从而保证儿童的健康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我

们必须对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共育模式进行探

讨,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寻找家、园、社区共育

最适合的模式。

一、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共育模式分析

1.若即若离式

回顾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共育的历史可以发

现 , 在社区概念尚不明确时 , 看到的只是 幼儿园

与家庭的合作共 育 , 这种合作 共育与我 们现在

提 倡 的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合 作 共 育 还 存 在 一 定 差

距 , 它其实是一种互相联系、互 相交流。这种 联

系与交流 的目的虽 然也是为了 保证儿童的 健康

成长 , 但其方式比较单一 , 如家长会、家访、接 送

交流等 , 这些方式还谈 不上双方的 合作 , 只能 说

是信息的告知、报告或交流。幼儿园与家庭还远

未达到合作共育的状态 , 双方是一种 若即若离、

公事公办的关系。在这种方式下 , 家长很难完全

理解幼儿园 的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教 育方式

等 , 也很少主动为幼儿园提供帮助。这种方式往

往造成双方 误解 , 家长认 为教好孩子 是幼儿园

的责任 , 孩子掌 握知识的 多少就是衡 量幼儿园

教学质量的标准 ; 教师则觉 得家长不 懂教育 , 没

有发挥教育作 用 , 不能配合 幼儿园共同 完成教

育任务。因此 , 这种若即若离式的家园关系难以

达到合作共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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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助合作式

家、园、社区三方是有共同利益的 , 幼儿园对

社区可以起到教育辐射的作用 , 社区的人、财、

物、信息等资源可以为幼儿园所用 , 家庭与幼 儿

园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以共 同利益为基

础 , 三方便可形成互助合作的共育模式 , 这种模

式使三方的关系更加紧密。首先 , 幼儿园不限于

单纯履行保教职能 , 还尽可能为家庭和社区提供

多种优质服务 , 包括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 家庭

则通过合作进一步了解幼儿园的教育理念 , 从而

愿意为幼儿园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与协作。其次 ,

幼儿园作为社区服务机构 , 除为在园儿童提供保

育和教育之外 , 它对全社区的儿童、家长及相 关

人士都可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 而社区则尽可能

为幼儿园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 以发挥幼儿园的教

育辐射功能。〔2〕由此可以看出, 与以往若即若离的

模式相比 , 互助合作的模式已基本形成家、园、社

区三方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育。

3.渗透融合式

幼儿园、家庭 、社区仅从形 式上进 行 合 作

是 不 够 的 , 必 须 向 全 方 位 渗 透 融 合 的 模 式 发

展。〔3〕国外很多 做法给我们 提供了借鉴 , 如英国

的 “确 保 开 端 项 目 ”, 由 政 府 巨 额 投 资 , 扩 展 学

前 教 育 的 服 务 对 象 , 使 资 源 向 “处 境 不 利 ”的 家

庭 和 地 区 倾 斜 ; 服 务 内 容 包 括 为 儿 童 和 家 长 提

供早期教 育、保育、健康 和家庭支持 等。这种全

方 位 渗 透 融 合 模 式 虽 然 在 我 国 已 开 始 提 倡 , 但

在 实际运行过 程中存在 着难以预想 的困难。就

目 前 来 说 , 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家 、园 、社 区 共 育

处 在 以 互 助 合 作 为 主 , 逐 步 走 向 渗 透 融 合 。 我

们 所 要 做 的 不 是 照 搬 国 外 的 做 法 , 而 是 立 足 于

我 国 国 情 , 遵 循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 施 以 有 效 的 家 、

园、社区共 育。

二、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共育的发展对策

社区是儿童 生活、学习的 环境 , 学前儿 童是

社区人口的组成部分 , 其教育是社区生活的一项

重要内容。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三者中幼儿园作

为专职的保教机构 , 必然成为社区教育的中心 ,

家庭、社区则应发挥其资源优势 , 扩展儿童 学习

和生活的空间。家、园、社区共育的发展是一项必

须长期开展并不断深入的活动 , 具体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1.幼儿园走进社区, 走向社会

幼儿园教育必须与社区教育相结合 , 才能在

最大范围内产生影响。首先 , 幼儿园要主动为社

区提供服务 , 如有的幼儿园为了解决社区内小学

生中午用餐难的问题 , 专门在幼儿园开 设“家庭

小饭桌”, 收取低廉的餐费 , 让小学生在幼儿园用

餐和午休 , 这不仅为家长解除了后顾之 忧 , 还扩

大了幼儿园在社区的影响力。幼儿园在与社区交

流的过程中 , 应坚持互利互惠、平等交流的原则。

在开发社区教育资源的过程中 , 幼儿园要了解社

区对教育的态度 , 只有社区重视教 育 , 理解并接

受正确的教育观 , 幼儿园与社区的共育才能顺利

进行。其次, 幼儿园要致力于改善社区教育环境,

协助社区建立和发展社区教育网络 , 并发挥幼儿

园的教育辐射功能 , 形 成区域性的 学前教育中

心 , 达到幼儿园、社区资源共享 , 互相服务 , 共同

培养幼儿的目的。

2.鼓励家长学习教育理论, 优化家庭教育

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 , 孩子首先接触

到的就是家庭教育。然而现实生活中家长缺乏科

学的育儿经验 , 重视教育但不懂教育的现象比比

皆是。家、园、社区共育便是改变这一现象的重要

途径。幼儿园首先应改变与家长沟通的模式 , 建

立起情感交流、信息互动的多渠道合作模式 , 为

家长提供最新的育儿信息 , 帮助家长走出教育误

区, 树立起正确的教育理念。其次, 家长要带头学

习 , 营造爱学习的家庭氛围 , 用自己好 学的精神

感染孩子 , 成为孩子学习的伙伴 , 与孩 子一起成

长。再次, 社区应积极开发亲子互动空间和活动,

如亲子教室、亲子园、家园社区亲子趣味竞赛等。

应以社区为依托 , 扩展教育的内容和 空间 , 实现

家长与家长、孩子与孩子、家长与孩子、社区与家

长之间的多向互动。

3.成立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 , 管理和协调社

区教育

家、园、社区共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权威

的管理机构 , 这使得三方 的交流与合 作比较随

意 , 难以形成持久的、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可成立专门的社区教育机构 ,

负责管理和协调整个社区教育。专门的社区教育

管理机构可以使家、园、社区合作纳入 政府管理

范畴 , 改变目前比较松散的合作状态 , 使社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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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质量有所保障 , 职能更趋明确 , 使经费与

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 从而让家、园、社区真正发挥

各自的优势, 并产生最大的整体效益。〔4〕在我国一

些相对发达的城市, 如上海、广州、青岛, 在社区学

前教育管理方面已探索出类似的先进经验 , 形成

了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的、全新的、合 理的社会一

体化管理模式。

4.幼儿园与社区共同关注低收入家庭 , 确保

教育机会均等

低收入家庭子女是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 , 他

们的受教育状况将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提

倡家、园、社区共育 , 针对的不仅是上得起幼儿园

的孩子 , 还要发挥集体资源优势 , 关注 低收入家

庭子女, 在教育上向他们倾斜。〔5〕例如 , 由社区牵

头 , 开展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上门指导服务 ; 幼儿

园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早教信息 , 举办讲座 , 让特

困和散居儿童随班就读, 等等。总之, 社区应协调

好相关部门, 满足居民对幼儿教育多规格、多层次

的需求 , 以保证所有儿童都能享受优质的早期教

育和服务。

综上所述, 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共育已有相当

程度的发展,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不论其共育模式

还是发展趋势都应当有所突破, 应朝着渗透融合、

多维性、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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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del of Kindergarten’s Cooperation with Family and
Community and Strategies for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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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indergarten, family and community are important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s life and learning. Their cooperation
includes three types: business is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permeation. Cooperation of kindergarten, family and community needs
kindergartens to work with community and encourage parents to lear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should develop towards
permeation, multi- dimension and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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